
苏联的区域政策与国土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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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联的区城政策 从地理区坡角度考虑计划 苏联的计划首先是一个 协 调 工

具
,

包括 在制订计划时决择方面的协调
,

在计划实施期间管理方面的协调
。

这种协调

应表现在下列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
,

中央协调
,

也称 “横向型 ” 协调
。

这种协调可以保

证全苏范围内劳动分配
、

财政经费使用
、

收入分配与社会产值等等的基本平衡 , 第二
,

部

门协调
,

或者说 “纵向型 ” 协调
。

这种协调适用于每一个特定部门
,

与此同时 ,

在各工

业部门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 , 第三
,

区域协调 , 它应当使每一个地理实体遵 守 各 自 的
“地域经济比例 ” ,

同时
,

在发展水平上保持均等
,

把全国的运输费用减 少 到 最 低限

度
。

挂个的协调 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
。

这三种经济管理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起过主导地位
,

因而 可以 划分 出四 个阶

段
, 即 ① 一 。年 ②中央集权时期 —

“斯大林时代 ” 的五年计划 , ③赫鲁晓

夫时期 —国民经济委员会 分地区设立 的经验 一一 , ④六十年代末的经

济改革后重新回到中央集权
。

一 区域经济计划化的初步探索 为争取人民对新制度支持
,

列宁重视依靠地方机

留巴竺匕烈巴巴匕竺三巴巴巨经忿巴

生活的舒适性和节约具体劳动力的角度来考虑
。

因此居民点的配置要考虑到使用劳动力

的地点
,

居住条件和生活服务的方便和 舒 适 性
,

休息条件 旅游区和居住区自然环境

的 《清洁度 》 ,

到休养地去的运输条件等
。

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出现了新的趋势
。

例如
,

过去认为居民点应配置在离使用劳动力地点尽量近一些的地方
,

而现在看待这个问题就

不一样了
。

现在考虑的方面是 由于一些生产部门的特殊性必须将它们设置在居民区以

外 , 企望提高生活服务水平
,

降低企业建设期限和住房总面积等
。

有很多例子说明旧的

居民点系统不能满足生活舒适性和节约劳动力的现代要求
,

对它们不得不进行根本的改

造
。

在决定经济区经济地域组织的国民经济效益时
,

这方面的问题应 当加以考虑
。

第五个指标系统是反映经济地域系统和管理地域系统的合理联系
。

评价所有上述系统相互联系合理性的观点决定于经济区经济地域组织的效益
。

应当

指出
,

早在二十年代经济区划问题就 与地域管理问题相联系
,

所谓管理地域系统是经济

区内承担一定管理功能的所有管理机构的结合
。

经济地域系统与管理地域系统的对比关

系决定于各管理机构承担的管理功能的内容
。

因此在确定经济效益时存在着经济地理观点
,

这些观点在上面已讲得很清楚
。

现在

大家都知道
,

在计算成本的化费时不能忽略自然过程的发展特点
,

特别是它表现的一些

极端状态
。

进一步研究国民经济效益将有助于发展效益理论
,

在这一研究中必须有经济

地理学家参加
。

他们能在解决国民经济各项任务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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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从而出现了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某种程度的权力下放 这项区域政策得到了负贵运输

和补给供应的技术人员的支持
, 因为由此可望通过每个大区建立某些经济自治权而减少

生产费用
。

全俄电气化计划是苏联计划化的最初尝试
。

该计划从一开始就注重区城性问题
。

首

先对各大区域的能源资源 主要是水力资源 进行了调查
。

当时的空间布局总是围绕着区

域电力中心进行安排
。

从此
,

每个区域都根据自己拥有的潜力制定各自的发展计划
。

后

来
,

这种区域化潮流在全苏范围内又终止了
,

从区域计划回到了全国统一计划
。

二 历次五年计划中的区域化
,

实际是部门计划指标的地区分配 一一

从 年起
,

苏联经济管理的主导原则
,

是以 中央专门机构为中心的部门领 导 原 则
。

因

此 ,

如果以往地区计划的作用是通过国家计划的调 整而成为发挥各地区潜力的基础 , 那

么这以后的计划便是 由中央按生产部门来考虑
,

然后再落实到各个不同的区域
。

区域化成

了计划的一种简单 “地区分配 ” 。

因此
,

计划的制定又一次被颠倒过来
,

即从中央到地

方
,

而不是象过去那样
,

从地方到中央
。

三 区域化的计划管理经验 一一 布尔加宁在 年 月向中央委员会

所作的报告中
,

对现行体制作了进一步的评论
。

他一方面揭露了经济管理过于集中在一

些 “ 专门机构 ” 手中
,

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了一些与地区脱节的现象
,

如对有些经济中

心的过多投资
,

生产能力不适应消费的需求
, 以及运输上的浪费等等

。

因此
,

在科学院

和生产力布局委员会的支持下
,

重新推动了经济区划的研究
。

而且赫鲁晓夫上台后
,

于

年 月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 , 即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
。

这谁歇革包括在全苏和在各加盟共和国撤销那些专门机构
,

同时 , 在每个经济管理

区 最初为 个 分别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
,

由它领导本区的企业
。

因此
,

这是一场广

泛的权力下放运动
,

或者更确切地说
,

是在加强党对地方和区域控制的同时的一场权力

下放
。

人们希望通过此次改革能够提高经济管理中自治程度和效率
,

而这些在以往的专

门机构中是很缺乏的
。

然而事实上
,

由于区域国民经济委员会表现出一种本 位 主 义 倾

向
。

只注意发展那些生产当地消费品的部门
,

而影响那些有全国意义的特殊部 门 的 发

展 ,

所以很快便遭到批评
。

签于上述原因
,

这场改革很快又转回到中央集权的方向上
。

首先
,

于 。年
,

在三

大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
、

乌克兰
、

哈萨克斯坦 分别成立了共和国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以领

导区域国民经济委员会
。

到 年
,

为了协调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

拟订 了它的工作计划
,

又建立了 个

大经济区
。

这些区将一直作为苏联进行区域统计和作为后来的计划工作所采用 的 区 域

划分的基础
。

到 年
,

一些中央机构在全国重新出现
,

如全 国国民经济委员会 掌管

一直存在的职能管理部门 和实际由各部行政当局组成的国家生产委员会
。

与此同时 ,

对区域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进行了改组
,

减少为 个
。

最后
,

在 年
,
在企业改革的

同时 , 柯西金把国民经济委员会全部取消
,

并重新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都建立起专门机

构
。

所以
,

这一试验是短暂的 ⋯ ⋯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又重新夺回了它那从未真正失去

过的管理权力
。

四 恢复中央集权后的区域化 如果除去属地方苏维埃管辖的地方性企业
,

那么苏



叙所有的生产都门都要盆斩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职能机构 国家委员会 和部门机构 专
机构 共同管理

。

然而
, 区域作为长期预测工作中的研究空间仍然存在

。

可是在现行的五年计划中区

域已不再作为一种专门的划分
。

每一个区域即使有一个计划
,

充其是也不过是附属于特

定区城的部门计划
。

因此
,

应当明确区分以下两类计划
。

远景规划 远景规划是粗线条地探讨苏联各区域未来变化的 “ 指导性规划 ” 。

这

种远景规划由于要把联盟规划和各加盟共和国规划协调起来
,

因而使一大批区域研究机

构参加了进去
,

由他们拟定出一系列彼此紧密相联的规划草案
。

最高一级为全苏远景规划
。

曾连续制订了两个苏联生产力配置总体规划 ,

第一

个是 — 年的
,

第二个是 年 —
。年的

。

它们是一幅宏伟蓝图
,

涉及到

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 ,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布局方案 , 苏联各经济区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发

展方案 , 最重要的经济综合体的特别方案 即地域生产综合体
,

参见第二部分
。

这种远景规划中也包括以下五个主要问题
,

即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未来生产力布局

的影响 , 新的区域和新的资源的开发 , 国民经济各部门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 , 城市网的

发展和物质生产的布局 , 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
换句话也就是对生态学和环境经济

予以重视
。

部门规划和区域规划
。

这是对上述总体发展规划的补充
。

它们都同时涉及到各

大经济区和各加盟共和国
。

它们都是围绕地域来安排的
,

这种地域可以分为 ①规划中

心 发展中心
,

包括 城市
、

大型企业
、

电力中心
、

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
、

全国性的原

料或燃料基地 , ②经济发展轴心 , 沿河谷
、

海岸
、

湖岸以及大的铁路
、

公路或甘道线路

来安排空间 , ③高度城市化地带
,

或反之落后的居民稀少的地带 , ④保护地带
,

包括

自然保护区 , 国家公园
、

旅游与游乐中心
。

最后
,

为每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地区制定地方性的发展模式
,

例如大的集聚区

以及新开发的地区
。

因而区域性的研究显得特别活跃
。

现行计划 但在五年计划及年度计划中
,

上述区域观念几乎全部淡薄了
。

现行计

划是在职能机构和部门机构的基础上由中央制定的
,

属于按各大部确定的国家指标的一

种区域分配
。

在这里
, 区域己不再是一个基本实体

。

总而言之
,

那些 “新开发的区域 ” , 也就是说
, 那些被列入宏伟开发计划的区城必

然要把与其有关的 “远景规划 ” 和 “ 现行规划 ” 结合起来
。

然而在其它地区 ,

这种结合

则很不明显
。

签于苏联区域辽阔和地区差异性
,

只有对全国各地区分别加以仔细研究
,

才能弄清它的区域政策
。

二二土盆治欢策的轮脚 苏联区域整治政策的确定取决于两项基本原则
。

一是发

展 目标
,

主要是依据各区域的人力和 自然资源确定地区专门化 , 二是开发方式
,

今天在

这个问题上还提出了 “开发中心 ” 的概念
, 即国家计委中专用的名词 —地域生产综合

体
。

一 苏联欧洲部分 该部分是苏联最发达地区
,

历史上农业及工业的发展中心
。

面积

万平方公里
,

占欧洲的一大半 , 人 口 万
,

占苏联总人 口 的四分 之三
。

但这个

比例正在逐步下降
,

因为在 年
, 曾有 的苏联人生活在苏联欧洲部分

。



该地区的主要问题 这些问题决定着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区域政策
。

能源不足 作为苏联主要耗能地区的欧洲部分
,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能潦凌

缺的情况大大加剧
。

从意识到这一问题以来
,

在这方面就采取了很多解决办法
。

包括 ①

从苏联其他
“

大区
”

运输能源
,

如从西西伯利亚输入天然气
,

从哈萨克斯坦地区热电站输

入电力 , ②加强对那些有开采价值的矿床的开发
,

主要在伏尔加河谷和最北部那些 自身

的开发受到限制的地区
,

还有乌克兰西南地区 , ③实现雄心 勃勃的核电站计划 预计到

年其装机容量为 万千瓦
。

人 口 的区域分布及城市膨胀问题 在苏联甚至在它的欧洲部分
,

即使地域空间

可以无止境地随意使用
,

人们更好地支配这些空间仍然很有必要
。

对于那些人 口密度最

大的地区
,

如列宁格勒
、

莫斯科和南部地区 南乌克兰
、

外高加索
, 曾普遍制定过占

地计划 加以控制
。

相反
,

为了开发新的资源
,

对伏尔加河谷和东北地区却鼓励移民开

垦
。

最后环境和污染问题也成了该地区最令人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

目前
, 主要的

力量是放在水源的净化问题上
,

特别是伏尔加河流域
。

地域生产综合体 在 年生产力布局规划和 “九
·

五
”

年 — 年
,

“十
·

五
”

— 计划中都提出了三个主要的地域生产综合体计划
,

即奥伦堡综

合体
、

库尔斯克综合体
、

季曼 —伯朝拉综合体
。

二 哈萨克斯坦和中亚 这两个地区的土地面积共有 万平方公里
,

比印度还大
。

由于以沙漠气候为特征
,

人烟十分稀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绿洲周围
。

但人 口增长很快

年 为 万
,

到 年 增 长到 万人
。

目前
,

已超过 万 占苏联总人口的
。

该地区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在开发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城市
,

还是由

于农业集约化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

最大的问题都是就业问题
。

尽管由于合成 纤 维 的 竟

争
,

曾出现某些犹豫
,

但还是作出了进一步加强棉区建设的决择
。

同时
,

通过宏伟的灌

溉计划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哈萨克斯坦有灌溉地 万公顷
,

中亚的灌溉地有 。万公

顷
,

占全苏总灌溉面积的 以上
。

地域生产综合体 在生产力布局规划中
,

确定了有四个地域生产综合体
,

其中

哈萨克斯坦 个
、

中亚 个
,

即 巴甫洛达尔 —埃基巴斯图兹综合体
,

卡拉套 —江布尔

综合体
、

东里海综合体
、

南塔吉克综合体
。

三 西伯利亚和远东区 西伯利亚总是以其丰富的资源令人着迷
。

但是
,

由于它地

处边远地区
,

气候恶劣
,

所以开发成本很高
。

过去
,

该区的开发总是零打碎敲的
,

或是

为了出口 的需要 黄金
、

金刚石等
,

或是为了满足能源和矿产的临时需要
,

因而运输费

用高得出奇
。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

正在开始考虑制定一个整体计划
。

通过学习加拿大的

经验
,

苏联也试图将开发北方地区地下资源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到最低限度
,

不搞大最的

城市基本建设
。

能源远距离输送中的技术进步
,

如天然气管道 , 高压输电等
,

对该地区

有决定性的意义
。

自然资源 该地区面积 万平方公里 , 比美国或加拿大还大
,

而人口 目前只

有 。。多万 占苏联人口 端左右
, 主要集中在南部和沿西伯利亚大 铁 路的城市中

。

该地区的自然财富早巳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 无论能源方面 煤

、

石油
、

天然气
、

,

落尽



水力资源等 还是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
。

西西伯利亚 西西伯利亚范围从乌拉尔到叶花塞河
,

人 口 占整个西伯利亚的一

半
。

相对来说
,

由于西西伯利亚比别的地区更接近于苏联的欧洲部分
,

因此
,

该区很早就

成了一个最发达的地区 , 成为苏联欧洲部分的能源供应基地 刚开始有东南部库兹巴斯

的煤炭 与乌拉尔的铁相结合
,

后来又有了北部秋明油田的石油和天燃气 , 它是 目前

苏联开发的最大的油气田 占全 国产量的 。
。

此外
,

在当地还开始发展了石油化工和钢铁工业
,

后者随着在东
、

西西伯利亚交界

处的矿床勘探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

东西伯利亚 它位于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之 ’
。

这一地区不如前述地区这样发

达
,

人 口只有 万
。

但该地区的资源也很丰富
,

有水力资源 拥有苏联最大的水力潜

力
、

煤炭 目前只有南部大煤田已开采 和西北部的天然气
,

有铁
、

铝
、

镍和贵重金

属等矿产
,

还有森林资源 占全苏木材蓄积量的三分之一
。

远东 由于山峦起伏
,

和气候因素的影响 ,

该区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开发
。

在

这块占苏联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土地上
,

人口还不到 万
, 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太平洋沿

岸
。

这里自然资源同样十分丰富
,

如从勒拿河以东到雅库特的煤
、

天然气和石油 , 萨哈

林岛 库页岛 沿岸的石油和天然气 , 还有其他矿产
。

目前已开发的只有东南端的一些

贵重金属 金
、

钻石
、

铝和锡 , 此外
,

太平洋沿岸是一个大渔场 苏联鱼罐头的

产自在这里
。

总之
,

从各方面看
,

作为新开发地区
,

这里 目前在经济上尚未得到综合发

展
。

地域生产综合体 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的首要问题是人口定居问题
。

随着交通闭

塞状况的好转
,

当地人不断外流
。

这种外流只有通过花费很高的代价组织苏联其它地区

往这里移民才能得到补救
,

例如在新开发区的新城市中的免税高薪和优越装备以及 “换

班 ” 制度
,

都是为鼓励苏联青年去征服远东地区而采取的措施
。

因此
,

尽管生产力布局

总体规划把这个 “大区 ” 看作一个整体
,

而五年计划中只具体实施了一小部分
。

其中包

括西西伯利亚综合体
,

安加拉 —叶尼塞体系的 个综合体
,

贝加宁 —阿穆尔铁路沿

线地区综合体
。

三 结论 在苏联国土整治政策的大方向中
,

人们看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由西向东

转移的趋向
。

这种重心的转移
,

主要是出于能源的地区平衡
。

这一变化在后三个五年计

划中巳明显反映出来
,

这从各地区的人均投资水平可得到证明
。

但这一直仅仅是一种全

苏联考虑的政策
,

而不是从每个区域考虑的政策
。

王风仙摘译 自
《 , , 尹 ,

》 文云朝校

冬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