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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和篡权后各级头目的更迭
    1001 苏共“19大”选出的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成员被“20-22大”清洗的情况
    1002 苏共“19大”选出的中委、检委被“20-22大”清洗的情况
    1003 苏共“20-24大”产生的党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书记处成员被下届党代会撤换的情
况
    1004 苏共“20-24大”产生的中委、检委被下届党代会撤换的情况
    1005 第3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被清洗的情况
    1006 第4-8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被下届撤换的情况
    1007 1953年的部长会议成员被清洗的情况
    1008 第4-8届部长会议成员被下届最高苏维埃撤换的情况
    1009 1953-1976年各军、兵种、军区头目变动次数
    1010 苏共“23-25大”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业分类比较
    1011 苏共“23-25大”中央检查委员会成员的职业分类比较
    1012 苏修军界头目在历届中委、检委中的人数及所占比重
    1013 1956年产生的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局、书记处成员被撤换的情况
    1014 各加盟共和国第4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副主席和秘书被撤换的情况
    1015 各加盟共和国第4届部长会议正、副主席被撤换的情况
    1016 1953-1976年各加盟共和国党、政主要头目变动人次
    1017 1971-1976年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成员的撤换情况
    1018 1971-1975年各加盟共和国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成员变动情况
    1019 1958年时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直辖市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情况
    1020 1953-1976年人口在300万以上的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及直辖市委第一书记的变动
情况
    附表
        1001、1003--附表一 苏共“19-25大”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名单
        1002--附表一 苏共“19大”中央委员在“20-25大”被清洗和变动名单
        1002--附表二 苏共“19大”中央候补委员在“20-25大”被清洗和变动名单
        1002--附表三 苏共“19大”中央检查委员在“20-25大”被清洗和变动名单
        1005、1006--附表一 第3-9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副主席名单
        1007、1008--附表一 1953年以来各届部长会议主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名单
        1009--附表一 苏修各军、兵种、各军区军事头目变动名单
    附录
        附录1 苏修叛徒集团篡压党政大权大事记
        附录2 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变动大事记
        附录3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撤换大事记
        附录4-1 “25大”产生的苏修主要头目年龄、党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民族情况
        附录4-2 “25大”产生的苏修主要头目简况
二 苏修叛徒集团在国营企业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一)苏修叛徒集团推行“经济改革”的过程



        1.赫鲁晓夫鼓吹“物质刺激”与资本主义利润原则
            2001 工业企业的企业基金提取和使用分配办法
            2002 对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工业企业加发奖励工资办法
            2003 超额完成降低产品成本计划时对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办法
            2004 对发明和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办法
            2005 对推广新技术的奖励办法
            2006 “利别尔曼建议”的出笼和“改革试验”
        2.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
            2007 从“改革试验”到全面推行“新体制”
            2008 改行“新经济体制”的工业企业
            2009 1971年初各加盟共和国工业企业改行“新经济体制”的情况
            2010 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进程
    (二)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家集中管理的前提下，给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利用利润、
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攫取最大限度利润
        1.给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2011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的集中管理前提下给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
        2.缩减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项目，以利润和赢利率为“经济刺激新体制的中心”
            2012 “新经济体制”实行前后国家下达给工业企业计划指标的变化
            2013 1953年前国家下达给企业的主要计划指标
        3.通过利润分配“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保证企业和国家攫取更多的利润
            (1)工业企业的利润分配
                2014 工业企业利润分配的程序
                2015 工业企业的基金付费、固定缴纳和主要经济刺激基金提取办法
                2016 工业企业利润分配
                2017 工业企业各项经济刺激基金
                2018 工业企业经济刺激基金的提取情况
                2019 各工业部门物质鼓励基金的分配
                2020 国家掌握的工业纯收入在全部工业纯收入中的比重
            (2)国营农场的赢利率和利润分配
                2021 1971年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农场赢利状况
                2022 阿尔泰边疆区奇斯秋尼斯克农场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后赢利率提高情况
                2023 1971年农业部系统国营农场的生产资金来源
                2024 第一批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农场产品成本的变化
                2025 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国营农场亏损情况
                2026 国营农场利润分配的程序
                2027 国营农场的基金付费和经济刺激基金的提取办法
                2028 阿尔泰边疆区奇斯秋尼斯克农场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前后利润分配情况
        4.利用价格、信贷“杠杆”，驱使企业追逐利润
            (1)价格
                2029 各工业部门的利润和赢利率
                2030 1967年主要重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情况
                2031 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业批发价格(包括周转税)指数
                2032 主要工业部门的企业批发价格(不包括周转税)指数
                2033 工业批发价格构成
            (2)信贷



                2034 银行贷款占工业流动资金的比重
                2035 各工业部门的银行贷款占流动资金的比重
                2036 工业短期贷款占银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短期贷款总额的比重
                2037 国家银行各类贷款利息
                2038 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农场的各种投资来源所占比重
    (三)新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
        1.工人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
            2039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部分资料
            2040 从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看对工人的压迫
            2041 新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事例
            2042 推行“谢基诺方法”大量解雇工人
            2043 建筑部门职工离职情况
            2044 高尔基市4个企业受罚工人中按惩罚措施分类的比例
        2.掩盖和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工资和奖金制度
            2045 工业企业工资结构示意图
            2046 1972年后各工业部门统一实行的三种工人工资等级表
            2047 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月职务工资
            2048 铁路运输工段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月职务工资
            2049 仪器工业企业领导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月职务工资
            2050 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结构
            2051 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结构变化情况
            2052 国民经济各部门采用的工资形式的变化
            2053 1966年部分工业企业物质鼓励基金的分配
            2054 1971年和1972年工业企业物质鼓励基金的构成
            2055 工业企业物质鼓励基金支付的奖金在工资中所占比重
            2056 1973年各工业部得自物质鼓励基金的奖金在每一工作人员工资中的比重
            2057 实行“新经济体制”的工业企业各类人员全部奖金占工资的比重
            2058 1973年工业企业各类人员得自不同来源的奖金占工资的比重
            2059 国营农场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和等级差距变化情况
            2059--附表一 国营农场拖拉机手-农机手工资标准的地区类别
            2060 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工人的日工资标准(七小时工作日)
            2061 关于农场工人奖励的规定
            2062 国营农业、林业企业和组织的职员与勤杂人员职务工资表
            2063 国营农场职工的奖金及其在工资中的比重
            2064 1968年哈萨克斯坦包工与非包工的国营农场工资和利润的比较
            2065 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领导人和专家的职务工资
            2066 国营农场的分场、专业分场和作业区的领导人和专家的职务工资
            2067 有关农场领导人和专家补加工资和奖金的规定
    (四)苏联工业中的垄断高额利润
        2068 实行“新经济体制”前后580家工业企业利润指标的变化
        2069 改行与未改行“新经济体制”的工业企业几项经济指标比较
        2070 工业利润增长和工资增长比较
        2071 工业部门的赢利率
            2072 工业部门的纯收入、利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较
            2071--附表一 美国制造业与苏联工业部门利润增长的比较



            2071--附表二 美国、日本制造业公司的利润率
            2071--附表三 英国公司的利润率
三 苏修叛徒集团在“集体”农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一)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农庄的控制和对庄员的掠夺
        1.兼并农庄，变部分农庄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营农场
            3001 农庄和国营农场数量的增减
            3002 农庄、国营农场农业用地和耕地面积的增减
            3003 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固定基金和物质流动资金比较
            3004 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人数比较
            3005 农庄的农业总产值占全苏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3006 农庄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苏产量的比重
            3007 国家向农庄采购的主要农产品占国家全部采购量的比重
        2.大批清洗农庄主席，控制农庄的领导大权
            3008 从任职年限看农庄主席的撤换比率
            3009 农庄主席和脱产副主席教育程度的变化
            3010 农庄领导人和专家人数
        3.改变产品采购制度，大搞高征购
            3011 农庄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国家向农庄的采购量
            3012 农庄向国家出售的农产品数量占农庄产量的比重
            3013 农庄产品通过各种渠道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
            3014 农庄的主要农产品通过各种渠道的销售量占销售总量的比重
            3015 农庄向国家出售主要农产品数量的增长情况
            3016 平均每个庄员向国家出售的主要农产品数量
        4.利用价格杠杆刺激农庄产品的生产和出售
            3017 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指数
            3018 主要农产品实际平均收购价格的变化
            3019 农庄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与国家收购价格变化的比较
            3020 农庄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动
            3021 农庄农产品成本结构的变化
            3022 1965-1974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价格和劳务费的上涨情况
        5.通过银行贷款控制农庄的生产财务活动
            3023 银行对农庄的贷款
            3024 对农庄生产措施的长期贷款
            3025 银行贷款对农庄自有资金的比例
        6.通过税收对庄员进行掠夺
            3026 农庄所得税和庄员劳动报酬基金所得税额
            3026--附表一 周转税中农庄庄员创造的价值
            3027 1968年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六个农庄每百公顷土地上的总收入、净收入、所得
税
            3028 农庄向国家缴纳的全苏集中的庄员社会保障基金和庄员社会保险基金
    (二)改变农庄内部的生产关系，推行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
        1.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成了农庄的主人，摄取利润成为农庄经营的主
要目的
            3029 有关农庄生产关系的各项规定
            3030 农庄新资产阶级分子对劳动农民压迫的实例



            3031 全苏农庄总收入与利润总额的增长
            3032 农庄赢利率的变化
            3033 农庄主要农产品赢利率
            3034 农庄追逐利润的事例
        2.改变农庄劳动报酬制度，大搞物质刺激，加强对庄员的剥削
            3035 经济较富裕的农庄庄员的日工资标准
            3036 经济落后的农庄庄员的日工资标准
            3037 经济落后农庄庄员的工资标准与国营农场工人的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
            3038 对农庄庄员奖励的主要规定
            3039 农庄庄员的补加报酬和奖金与基本劳动报酬的比例
            3040 包工小组的概况
            3041 1964年古比雪夫州基涅尔一切尔克斯区列宁农庄一包工小组的超产价值和超
产奖励比较
            3042 1966年沃龙涅什州利波夫区胜利农庄包工小组与非包工小组比较
            3043 农庄领导人和专家的职务工资
            3044 农庄领导人和专家奖金的主要规定
            3045 农庄的生产队长、畜牧场主任和拖拉机队队长的职务工资
            3046 农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职务工资
            3031--附表一 农庄总收入和净收入分配示意图
    (三)对个人副业经济的控制与扶植
        3047 个人副业的农业总产值在全苏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3048 个人副业的农业总产值增减情况
        3049 个人副业经济的部门结构
        3050 个人副业收入在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工人和工业工人家庭收入中的比重
        3051 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的自留地数
        3052 个人副业耗费劳动数
        3053 个人副业养牛数
        3054 个人副业养奶牛数
        3055 个人副业养猪数
        3056 个人副业养绵羊数
        3057 个人副业养山羊数
        3058 农庄庄员平均每100户饲养牲畜数
        3059 个人副业的主要畜产品产量
        3060 个人副业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苏总产量的比重
        3061 个人副业的商品产值占全苏农业商品产值的比重
        3062 个人副业的畜产品商品率
        3063 国家从个人副业中采购的主要畜产品数量
        3064 国家从个人副业中采购的主要农产品量占国家采购总量的比重
        3065 全苏农产品自由市场数
        3066 各加盟共和国农产品自由市场数
        3067 城镇农产品自由市场贸易额及其占全苏商品销售总额的比重
        3068 城镇农产品自由市场食品销售额在全苏食品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3069 城镇自由市场销售量的增减情况
四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统治
    (一)苏修的国家垄断资本及其对国民经济的统治



        4001 1974年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人数及其比重
        4002 1974年国营企业的生产性固定基金及其比重
        4003 1974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的控制
        4004 社会总产值
        4005 国民收入
        4006 工业总产值
        4007 农业总产值和农产品采购总值
        4008 农业总产值
        4009 各类农产品产量和收购量
        4010 工人、职员、农庄庄员人数
        4011 固定基金和流动资金
        4012 固定基金
        4013 流动资金
        4014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利润
        4015 基本建设投资
        4016 新增固定基金
        4017 国营、合作社和农庄市场零售商品销售总额
        4018 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的商品储备
        4019 银行短期贷款
        4020 银行长期信贷
        4021 财政预算收入
        4022 财政预算支出
        4023 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4024 对外贸易
    (二)国家垄断资本统治下生产集中的加强
        1.工业
            4025 工业企业数
            4026 各工业部门的独立核算企业数
            4027 按工人人数分类的工业企业
            4028 按产值分类的工业企业
            4029 按生产固定基金分类的工业企业
            4030 1973年按生产固定基金和物质流动资金分类的工业企业
            4031 1973年按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劳动力功率分类的工业企业
            4032 1973年按每一工作人员的工业生产固定基金装备分类的工业企业
            4033 1968年各工业部门大型企业的比重
            4034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的比重
            4035 1968年规模不同的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基金产值率
            4036 1971年规模不同的企业的基金产值率、基金装备率和劳动生产率
            4037 联合公司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与整个工业增长速度的比较
            4038 1969年全苏各工业部门生产联合公司的劳动生产率
            4039 基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工厂成立联合公司前后若干经济指标的比较
            4040 苏美工业企业按资产分类比较
            4040--附表一 1968年美国大公司按资产的分类
            4040--附表二 苏美工业企业按工人人数分类比较
            4040--附表三 1969年美国公司按雇佣人数分类



            4040--附表四 苏联与美、英等国家工业生产集中水平的比较
            4040--附表五 苏美机器制造、纺织、缝纫工业企业按工作人员人数分类比较
            4040--附表六 苏美黑色冶金工业生产集中程度的比较
            4040--附表七 苏美棉纺工业企业按设备数量分类比较
        2.农业
            4041 国营农场的平均规模
            4042 农庄的平均规模
            4043 按农户数分类的农庄
            4044 按播种面积分类的农庄
            4045 按牧畜存栏数分类的农庄
            4046 接总收入分类的农庄
            4047 按每100公顷耕地的总收入分类的农庄
    (三)进一步加强垄断统治的各种形式
        1.工业中的联合公司
            4048 工业中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情况
            4049 各工业部门建立联合公司情况
            4050 1974年初生产联合公司在一些工业部门中所占比重
            4051 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工业中联合公司的发展
            4052 1974年初生产联合公司的规模
            4053 1974年初各工业部门生产联合公司的规模
            4054 一些大型生产联合公司的职工人数
            4055 工业中生产联合公司的几种形式
            4056 1974年7月独立性企业在生产联合公司中所占比重
            4057 独立性企业在某些机器制造工业部门的联合公司中所占比重
            4058 1973年轻工业、森林木材工业部门不同规模的联合公司中单独核算单位(企
业)所占比重
            4059 工业联合公司的特点
            4060 工业两级(或三、四级)管理体制
            4061 仪器制造、自动化工具操纵系统部利润分配
            4062 苏联(加盟共和国)工业联合公司的组织机构
            4063 列宁格勒光学仪器机械联合公司组织机构图
        2.农业中的跨单位企业和农工综合体
            4064 跨单位企业、组织和联合公司数
            4065 1974年底各加盟共和国跨单位企业、组织和联合公司数
            4066 全苏领导跨单位组织业务的州、边疆区、共和国联合公司、管理局、托拉斯
数
            4067 1974年全苏各加盟共和国领导跨单位组织的州、边疆区、共和国的联合公司
、管理局、托拉斯数
            4068 跨单位企业(不包括建筑组织)的主要指标
            4069 1974年各加盟共和国跨单位企业(不包括建筑组织)主要指标
            4070 跨农庄的建筑组织主要指标
            4071 1974年各加盟共和国跨农庄建筑组织主要指标
            4072 跨单位畜牧企业主要指标
            4073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跨单位企业的主要指标
            4074 1974年初苏联食品工业部所属农工生产联合公司数



            4075 1974年初苏联食品工业部所属国营农场加入农工综合体数
            4076 1974年初乌克兰共和国食品工业部系统的农工综合体数
            4077 苏联食品工业部所属加盟共和国一级农工联合公司的垄断情况
            4078 1973年俄罗斯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总管理局葡萄生产和加工在俄罗斯联邦共
和国中垄断情况
            4079 1972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水果蔬菜农工联合公司生产集中情况
            4080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1969-1971年罐头水果蔬菜联合公司和共和国农场的蔬菜
生产平均指标比较
            4081 1974年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农庄畜牧工业联合公司的垄断情况
            4082 唐波夫州专业经营联合公司的垄断情况
            4083 1973年151个生产肉类的跨农庄联合公司的赢利率与全苏农庄平均赢利率的
比较
            4084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农庄畜牧工业联合公司生产畜产品的劳动与饲料耗费及赢
利率
    (四)国家垄断资本统治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4085 加盟共和国提出的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与最高苏维埃批准的各加盟共和国工业总
产值增长速度之间的差异
        4086 加盟共和国自报财政收入与最高苏维埃批准的各加盟共和国财政收入之间的差异
        4087 最高苏维埃对格鲁吉亚共和国“九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加码情况
        4088 一些工业企业和主管工业部门压低国家计划情况
        4089 一些工业企业、部门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情况
        4090 一些企业破坏品种计划违反物资供应合同的情况
        4091 一些企业破坏国家规定价格的情况
        4092 一些地区、部门企业争夺投资的情况
        4093 1973年某些投资项目的超支情况
        4094 工业部门同商业部门争夺利润的情况
五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社会阶级构成与各阶级的经济状况
    (一)社会阶级构成
        5001 社会阶级构成
        5002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构成
        5003 新资产阶级构成(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
        5004 一般职员和一般知识分子人数
        5005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人数
        5001--附表一 人口
    (二)苏联新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
        5006 1974年工业部门的剥削率
        5006--附表一 1908年俄国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率
        5007 新资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攫取的份额
        5007--附表一 国民经济各部门全体人员的总收入
        5007--附表二 1970的新资产阶级(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个人收入构成
        5007--附表三 劳动人民和一般职员、一般知识分子的收入
    (三)苏联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
        1.劳动人民和一般职员的工资
            5008 国民经济中职工的月平均工资
            5009 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人、职员的月平均工资



            5010 1956年以来苏联公布的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
            5011 1969年工业企业职员和勤杂人员的月职务工资
            5012 1969年某些职业计时工人的月工资
            5013 工业工人在各种等级工资制和各技术级别中所占的比重
            5014 1962年主要工业部门工人在六级制各技术级别中所占的比重
            5015 1972年工业和建筑业工人在各技术级别中所占的比重
            5016 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所属企业各类工程技术人员的月职务工资
            5017 国营农场、农庄各类人员的平均月工资
            5018 国营农场、农庄各类人员的平均日工资
            5019 国营农场的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的月工资
            5020 1971年国营农场大田作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
            5021 1969年农庄从事大田作业庄员的平均月报酬
            5022 农庄员工种庄员的的平均日报酬水平
            5023 1968年基洛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区不同工种庄员的劳动报酬水平
        2.物价上涨
            5024 基本生活用品零售价格的上涨
            附：关于基本生活用品零售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
            5024--附表一 城市居民中等消费水平月购买商品开支金额及其构成
            5024--附表二 城市居民中等消费水平月购买商品开支金额
            5025 国营主要消费品零售价格和劳务价格
            5026 自由市场价格的上涨
            5027 1970年莫斯科国营市场和该市郊区自由市场价格对照
        3.居民税负担增加
            5028 居民税的增长
        4.劳动强度提高
            5029 苏修大力推广的几种血汗制度
            5030 “谢基诺试验”的主要指标和结果
            5031 谢基诺联合企业采用各种主要措施所裁人员的比重(1967-1971年6月)
        5.消费品供应紧张
            5032 国营、合作社营商业(包括公共饮食业)零售商品销售额
        6.城乡低收入阶层人数
            5033 1965年城市四口之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开支及其构成
            5033--附表一 美国贫困线收入水平和贫困者人数
            5034 城乡家庭成员人数
            5035 1966年按家庭人口平均月收入分类的职工及其家属人数
            5036 1970年按家庭人口平均月工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职工及其家属人
数
            5037 1970年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低收入职工情况
            5038 1972年按家庭人口平均每月劳动报酬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庄大田作业
人员及其家属人数
            5039 领取优抚金者中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数
            5040 1971年6月调整后的农庄庄员优抚金标准
    (四)苏联新资产阶级按权力和地位高低攫取人民的劳动果实
        1.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高额收入
            5041 党、政、军大头目利用权力取得优厚收入和特殊待遇的部分资料



            5042 军队系统高级军官与低级军官的工资差距
            5041--附表一 西方报刊关于苏联新资产阶级奢侈腐朽生活的一些评述
        2.经济部门新资产阶级的高额收入
            5043 各部门1类大型工业企业经理和总专家的基本工资和收入
            5044 1970年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2，018个企业经理的月平均工资
            5045 农场场长和农庄主席每月的工资收入
            5046 爱沙尼亚两个农场场长的工资收入
            5047 农庄主席、专家的高额收入与大田作业庄员的劳动报酬差距
        3.科技文教界新资产阶级的高额收入
            5048 1967年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各类人员的工资对比
            5049 高级科研人员应邀演讲的报酬
            5050 1964年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教职工收入的差距
            5051 几个资产阶级文学权威出版文集所得稿费的估算
            5052 1960-1965年肖洛霍夫五部再版作品的稿酬
            5052--附表一 1960-1965年肖洛霍夫五部再版作品稿酬估算
            5053 电影故事片导演和一般摄制人员月工资的比较
            5054 电影界名演员和一般演员月工资的比较
            5055 影片摄制组人员月薪之外每拍一部影片加发的酬金
            5056 各种文艺奖
六 苏修新沙皇对国内非俄罗斯民族的压迫和掠夺
    (一)政治上的歧视和压迫
        1.俄罗斯族新资产阶级分子控制党政要职，排挤和打击非俄罗斯民族干部
            6001 俄罗斯族新资产阶级分子把持党政机关要职
            6002 各加盟共和国第二书记大部分是俄罗斯族新资产阶级分子
            6003 苏修大量撤换非俄罗斯民族干部
        2.打着民族融合的幌子，强制推行俄罗斯化
            6004 苏修强制推行俄语的言论和措施
            6005 苏联境内部分民族使用本族语言的人比重下降情况
            6006 在城市中非俄罗斯族人使用本族语言的比重
            6007 苏联用俄语和其它语种印刷书籍的比重
            6008 各加盟共和国用本民族语言发行的书籍种数
            6009 各加盟共和国用本民族语言发行的杂志与定期刊物种数
            6010 俄罗斯人向各加盟共和国移民的情况
            6011 部分加盟共和国内当地民族比重下降和俄罗斯人比重上升情况
            6012 各加盟共和国城市居民中俄罗斯人所占的比重
            6013 苏修鼓励异族通婚的情况
            6014 苏联的异族通婚率
        3.随意吞并和重新划分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疆域
            6015 苏修随意吞并和重新划分各非俄罗斯共和国领土疆域
        4.残酷镇压非俄罗斯各族人民
            6016 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残酷镇压的典型事例
        5.一些小的民族人口锐减，有的濒于种族灭绝的境地
            6017 苏联境内某些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减少情况
    (二)经济上的掠夺和剥削
        1.疯狂掠夺资源，经济畸形发展



            6018 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人口同其所提供的农矿产品比较
            6019 各加盟共和国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及所占比重
            6020 各加盟共和国农业原料和相应工业品产量占全国比重比较
            6021 各加盟共和国棉纺工业的纱锭数
            6021--附表一 各加盟共和国农业原料和相应工业品的产量
            6022 乌兹别克棉花、粮食等播种面积比重的变化
            6023 乌兹别克籽棉和棉布生产发展的比较
            6024 乌兹别克棉纺织品占全苏的比重
            6025 乌兹别克按人平均的棉纺织品产量同全苏比较
            6026 乌兹别克棉纺织机生产萎缩情况
            6027 摩尔达维亚的农业构成
            6028 摩尔达维亚的工业构成
            6029 摩尔达维亚主要工、农业产品占全苏的比重
            6030 摩尔达维亚部分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情况
            6031 摩尔达维亚农用化肥、机械、电力的生产量与使用量对比
            6032 摩尔达维亚的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萎缩情况
        2.实行粮食高征购
            6033 各加盟共和国的粮食采购率
            6033--附表一 各加盟共和国的粮食产量
            6033--附表二 各加盟共和国的粮食采购量
            6034 哈萨克共和国的粮食采购率
            6035 哈萨克共和国农村留粮不足情况
            6036 哈萨克共和国牲畜发展与粮食生产发展比较
        3.通过财政预算进行剥削
            6037 联盟预算和加盟共和国预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6038 苏联国家预算中联盟预算与加盟共和国预算所占比重的变化
            6039 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征收的全部财政收入增长情况
            6039--附表一 1965年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征收的全部财政收入细目表
            6039--附表二 1971年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征收的全部财政收入细目表
            6040 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征收的全部财政收入与财政基建拨款比较
        4.榨取廉价劳动力
            6041 各加盟共和国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情况(一)
            6042 各加盟共和国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情况(二)
    (三)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极不平衡
        6043 各加盟共和国的社会总产值
        6044 各加盟共和国的国民收入
        6045 各加盟共和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
        6046 各加盟共和国工业产值
        6047 各加盟共和国按人口平均的工业总产值
        6048 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6049 各加盟共和国农业产值
        6050 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情况
        6051 各加盟共和国的农庄公积金情况
        6052 各民族人民的教育程度
        6053 各加盟共和国的医生数与病床数



        6054 各加盟共和国的书报发行量
        6055 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生活水平
        6056 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生活水平
        6057 各加盟共和国城乡居民分布状况
        6058 各加盟共和国居民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及其比重
        6059 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的社会职业状况
        附表一 苏联各民族人口及其所占比重的变化
        附表二 苏联各民族区域的土地面积及其比重
        附表三 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行政区划情况
        附表四 各加盟共和国概况
        附表五 各自治共和国概况
        附表六 各自治州、民族区概况
七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加紧与美帝争霸
    (一)苏修的庞大军费开支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7001 苏联实际军费估算
        7002 苏联实际军费与官方公布军费数比较
        7003 苏联实际军费增长速度
        7004 苏、美军费支出比较(一)
        7005 苏、美军费支出比较(二)
        7005--附表一 苏联中央统计局在按统一口径计算苏美国民收入对比时所用的卢布对美
元的比价
        7006 苏、美军费构成对比
        7007 苏联实际军费占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支出的比重
        7007--附表一 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军费占国民收入、国家预算的比重
        7007--附表二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7008 美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支出的比重
        7009 苏美军费占按统一口径计算的国民收入的比重
        7010 苏联居民的军费负担
        7011 苏、美经济实力比较
        7001--附表一 军人生活费
        7001--附表二 职工生活费
        7001--附表三 复员费
        7001--附表四 军人及职工公务费
        7001--附表五 武器装备购置费
        7001--附表六 武器维修费
        7001--附表七 其它装备购置费
        7001--附表八 军事科研费
        7001--附表九 军事物资储备
        7001--附表十 公安部队和边防部队经费
        7001--附表十一 油料费
        7001--附表十二 工程建筑与维修费
        7002--附表一 各国对苏联1970年军费的估计
        7002--附表二 伦敦战略研究所对苏联军费的估计
        7002--附表三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对苏联军费的估计
        7002--附表四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苏联军费的估计



        7002--附表五 西方对苏联军事费用支出细目的估计
        7002--附表六 西方对苏联军费及宇宙开发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估计
        7002--附表七 美国《空军》杂志对苏联军费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估计
    (二)苏修的军工拨款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7012 军事工业拨款占工业拨款的比重
        7012--附表一 工业管理体制下放前后联盟工业拨款情况
        7013 军工拨款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7014 军工拨款的增长速度
        7015 实际军费和军工拨款共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三)苏联的军事力量及其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争夺
        7016 1975年苏联兵力分布
        7017 苏联驻外军事人员(不包括驻在“华约”的军事人员)
        7018 1960-1975年苏联武装力量变化情况
        7019 苏美在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的竞争
        7020 苏美战略核弹头数量增长情况
        7021 1974年苏美核弹头对比
        7022 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情况
        7023 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概要
        7024 苏美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与战略武器现状对比
        7025 苏美在战略核弹头方面的竞争
        7026 苏美核试验次数对比
        7027 1975年苏美常规武装力量对比
        7028 1975年华约和北约战区力量对比
        7029 苏美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争霸
        7030 苏美向中东提供武器的部分情况
        7031 1974年苏联海军舰艇配备情况
        7032 1975年苏美海军舰队对比
        7033 苏美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军基地或使用的港口
        7034 苏联舰艇在地中海、印度洋的活动情况
        7035 苏美舰艇在印度洋上的巡弋情况
        7036 苏联海洋船舶的拥有量
        7037 苏美争夺空间的部分情况
八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及其同美帝的经济争夺
    (一)打着“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幌子，在“经互会”内推行新殖民主义
        1.借口“生产专业化”和“生产协作”，把“大家庭”成员变为自己的经济附庸
            8001 “经互会”正式成员国
            8002 “经互会”机构图
            8003 “经互会”内的部门常设委员会
            8004 1973年“经互会”各国主要经济指标中苏联所占比重
            8005 苏修在“经互会”内强制推行“生产专业化”和“生产协作”
            8006 “经互会”国家“分工”生产EC型电子计算机情况
            8007 苏联同“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签订的关于“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的“多边”
和“双边”协定
            8008 苏联同“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签订的关于机器制造方面的“生产专业化与协
作”的“多边”和“双边”协定



            8009 “经互会”国家规定实行“专业化”生产的机器制造业产品种数
            8010 “经互会”国家规定实行“专业化”生产的化学工业产品种数
            8011 “经互会”国家规定实行“专业化”生产的各种型号的船舶种数
            8012 1973年“专业化”生产的机器制造业产品在“经互会”各国机器和设备出口
总额中所占比重
        2.通过“联合计划”、“共同投资”等“多边一体化措施”，控制、掠夺和剥削“兄
弟国家”
            8013 苏修通过“计划活动”加紧控制“大家庭”成员
            8014 苏修从“经互会”其他国家取得贷款情况
            8015 苏修利用“大家庭”成员的资金、设备和劳力建成的三项大型跨国工程
            8016 苏修掠夺“大家庭”成员的劳力、资金和设备在本国境内建设的几项大型工
程
        3.建立超国家经济组织，加强对“经互会”成员国重要工业部门的控制
            8017 “经互会”内苏修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
            8018 苏修在“经互会”内操纵建立的“国际经济联合公司”
            8019 苏修控制的“双边”经营的“联合公司”
        4.以“科技合作”为名，在科技领域强制推行“一体化”
            8020 “经互会”内苏修操纵建立的“国际科技组织”
            8021 苏联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各种“科学技术合作”
        5.建立“国际信贷组织”，加强对“大家庭”成员的金融控制
            8022 “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资本总额
            8023 “国际经济合作银行”的业务活动情况
            8024 “国际投资银行”的资本总额
            8025 1971-1972年“国际投资银行”提供贷款的工程项目
            8026 1973年“国际投资银行”贷款的部门分布
            8027 “国际投资银行”的贷款活动
        6.通过对外贸易掠夺“经互会”其他国家的工农业产品、稀有金属和其他矿产资源
            8028 “经互会”成员国历年对外贸易额
            8029 苏联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收支状况
            8030 “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在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8031 “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
            8032 “经互会”各成员国在“经互会”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8033 1974年“经互会”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相互贸易所占比重
            8034 “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对苏贸易额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8035 1974年苏联机器设备进出口贸易中东欧五国所占比重
            8036 1973年苏联在“经互会”东欧成员国消费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
            8037 1963-1974年苏联对“经互会”成员国部分商品的掠夺情况
            8038 1970年苏联对“经互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部分原料、燃料和金属出口价格
对比
        7.利用“援助”输出资本，倾销陈旧设备，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命脉
            8039 苏联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部分经济和技术“援助”额
            8040 苏联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援”建工程数
            8041 苏联向“经互会”成员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部门分布
            8042 “经互会”国家中苏联“援”建企业的生产能力
            8043 苏“援”企业在“经互会”成员国某些工业部门生产中所占比重



            8044 苏修利用技术“援助”向“经互会”各国倾销的设备和材料
        8.“国际分工”和“一体化”给“大家庭”成员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8045 苏联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石油产量
            8046 苏联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煤产量
            8047 苏联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电力生产
            8048 苏联和“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铁产量
            8049 苏联和“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矿肥产量
            8050 1971-1973年“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从苏联进口燃料、原料的数量
            8051 “经互会”成员国在燃料、原料方面对苏联的依赖情况
            8052 1973年“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从苏联进口石油和铁矿石数量
        9.“经互会”内部离心倾向日益增长，控制和反控制斗争日趋加剧
            8053 苏联同“经互会”东欧成员国的贸易发展速度
            8054 “经互会”成员国相互间的贸易发展速度
            8055 “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发展速度
            8056 “经互会”国家同西欧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长期贸易协定
            8057 苏联和西方国家在“经互会”东欧各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
            8058 “经互会”某些东欧成员国向西方国家购买许可证情况
            8059 “经互会”东欧五国从西方获得的贷款
    (二)通过经“援”、军“援”、“经济合作”和贸易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和剥
削
        1.以经济“援助”为名，加强对受“援”国的控制和掠夺
            8060 苏修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扩张
            8061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和条件
            8062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额
            8063 对亚洲、中东国家经济“援助”额
            8064 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额
            8065 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援助”额
            8066 对外项目“援助”额
            8067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净额
            8068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技术“援助”的部门分布
            8069 发展中国家在苏修技术“援助”下建立的企业、设施和其他项目数
            8070 发展中国家苏“援”企业的生产能力
            8071 派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人员数
            8072 发展中国家派往苏联受训的技术人员数
        2.军“援”是苏修对外渗透、控制和剥削的重要工具
            8073 对发展中国家的军“援”
            8074 苏、美等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火贸易额
            8075 苏、美等国对中东、北非主要国家供应军火的数额
            8076 苏修对埃及的军事“援助”
        3.“合营企业”是苏修对外掠夺的新形式
            8077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合营企业”
        4.通过贸易，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
            8078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
            8079 发展中国家对苏贸易额在苏联对外贸易额中的比重
            8080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商品结构



            8081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结构
            8082 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情况
            8083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原料数量
            8084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和半成品数量
            8085 1973年从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料所占的比重
            8086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农产品数量
            8087 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工业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及其交换
比价
            8088 对发展中国家的不等价变换(一)
            8089 对发展中国家的不等价变换(二)
        5.对印度的经济掠夺
            8090 利用经济“援助”，控制和掠夺印度的种种表现
            8091 对印度各个时期的经济“援助”额
            8092 各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额
            8093 对印度的“援”建项目
            8094 苏“援”企业在印度某些工业部门生产中所占比重
            8095 印度对苏贸易额
            8096 印度对苏、美等国的出口贸易
            8097 印度从苏、美等国的进口
            8098 对印度出口的商品结构
            8099 从印度进口的商品结构
            8100 苏修低价掠夺印度传统出口商品
    (三)苏、美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经济争夺
        1.在第三世界的经济争夺
            8101 苏联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及增长速度
            8102 美国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及增长速度
            8103 苏、美等十国对亚非拉地区出口额及所占比重
            8104 苏联对中东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8105 美国对近东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及军事“援助”
            8106 美国对埃及提供的部分经“援”
            8107 苏联在埃及的主要“援”建工程和企业
            8108 苏、美对第三世界军火贸易额的比较
            8109 苏、美争夺中东石油的斗争
        2.在第二世界的经济争夺
            8110 苏联同“经互会”东欧五国的贸易额及增长速度
            8111 美国同“经互会”东欧五国的贸易额及增长速度
            8112 苏联同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及增长速度
            8113 美国同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及增长速度
            8114 苏联同日本的贸易额
            8115 苏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数量
            8116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8117 同苏联签订经济、工业和科技合作十年协定的西欧国家
            8118 苏联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合营企业”
            8119 苏联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设的银行
            8120 苏联莫斯科人民银行和北欧商业银行在国外的营业情况



            附表一 同苏联有贸易联系和接受苏“援”的国家数
            附表二 苏联对外贸易额
            附表三 历年苏联对外贸易额
            附表四 苏联同各类国家的贸易额
            附表五 苏联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附表六 苏联对外贸易额在世界贸易额中的地位和比重
            附表七 苏联出口贸易额在世界出口贸易额中的地位和比重
            附表八 各类国家在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附表九 苏联出口商品结构
            附表十 苏联进口商品结构
            附表十一 苏联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的出口额
            附表十二 苏联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的进口额
            附表十三 苏联石油和煤的出口数量
            附表十四 苏联在国外的“援”建企业和项目
            附表十五 苏联利用技术“援助”向受“援”国倾销设备和材料情况
九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陷于严重困境
    (一)国民经济计划不断破产
        1.计划指标增长率不断降低
            9001 国民经济几项主要计划指标增长率不断下降情况
            9002 “八五”计划中电力、煤气、煤、钢等产品的计划变动及完成情况
            9003 1973年以来压低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增长率的情况
        2.完不成计划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9004 “五五”--“九五”计划几项主要指标增长率完成情况比较
            9005 “六五”计划和七年计划铁、钢、钢材、煤等产量未完成计划情况
            9006 “八五”计划46种主要工业产品完成计划情况
            9007 “九五”计划的主要经济增长计划指标执行情况
            9008 15种轻工业产品没有完成“九五”计划
        3.农业计划执行情况十分糟糕
            9009 农业计划的执行情况
            9010 “六五”--“八五”计划主要农牧产品的计划执行情况
            9011 “九五”计划主要农牧产品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
            9012 “八五”、“九五”计划农业投资和向农业提供机械设备的计划指标完成情
况
        4.某些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完不成计划的情况更为严重
            9013 格鲁吉亚“九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9014 格鲁吉亚“九五”计划主要工业品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
            9015 哈萨克“九五”计划中主要计划增长指标前四年的完成情况
            9016 哈萨克“九五”计划主要工业产品生产指标前四年的完成情况
            9017 哈萨克“九五”计划前四年主要农畜产品计划产量的完成情况
            9018 亚美尼亚“九五”计划主要计划增长指标的完成情况
    (二)国民经济畸形发展
        1.工农业比例关系极不平衡
            9019 农业、工业产值增长速度的比较
            9020 工、农业产值及其比重
            9021 农业和工业基建投资的比较



        2.工业各部门发展极不协调
            9022 工业产值中甲、乙类产值的比重
            9023 甲、乙类工业产值发展速度的比较
            9024 1955-1975年工、农业产值发展速度的比较
            9025 农业、甲类工业、乙类工业产值及比重
            9026 1960-1974年全部工业和采掘工业、加工工业产值发展速度的比较
            9027 1960-1974年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工业和燃料工业、黑色金属工业产值发展
速度的比较
            9028 1960-1974年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工业和轻工业、食品工业产值发展速度的
比较
            9029 1960-1974年机器、仪表制造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工业产值发展速度的比较
        3.消费品生产及其供应同居民购买力严重脱节
            9030 居民可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收入和消费品生产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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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财政困难，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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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5 苏联拖欠未还公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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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6 劳动力流动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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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9 某些工业部门的设备利用率



            9050 主要生产过程中设备停工的各种原因
        3.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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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2 新产品数量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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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产品质量低劣
            9057 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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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9 冷背残次商品积压情况
            9060 商品中的废品与次品率
            9061 轻工业品中列为废品的商品
        5.原材料浪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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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 1957的来苏修官方公布的粮食产量和扣除虚数后的实际产量
        10002 粮食总产量和收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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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5 农机手和汽车司机的不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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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水利化严重落后
            10060 灌溉土地和排干土地面积
            10061 1974年农庄、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灌溉土地和排干土地的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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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3 灌溉土地和排干土地每年交付使用数和报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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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5 1970年和1959年比较苏联农村人口减少情况
        10066 1964-1970年全苏农庄青年人减少的比重
        10067 1959和1970年苏联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
        10068 新西伯利亚州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数
        10069 新西伯利亚州的农场工人流动情况
        10070 1970年国营农场、附属企业及其他农业生产性企业中季节工人数及其在固定工
人和季节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重
        10071 农机手和汽车司机外流数
        10072 农村人口外流原因
        10073 1972年格鲁吉亚某些农庄不参加农庄劳动的庄员比重
        10065--附表一 1970年种植业每个劳动者平均负担的耕地数量和工作量
十一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
    (一)政治上的全面反动
        11001 苏修历年颁布的部分反动政治法令条例
        11002 法西斯专政机构
        11003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组织机构简况
        11004 法西斯专政的辅助机构
        11005 广设监狱、劳改营、“疯人院”
        11006 内务部特务在列宁格勒“特种精神病医院”分部主任以上人员中所占比重



    (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争斗
        11007 苏修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争斗的实例
    (三)苏联社会日益腐朽
        11008 离婚率越来越高
        11009 乌克兰1952-1971年一万对婚姻中的离婚数
        11010 宗教情况
        11011 70年代初某些农村地区各社会阶层中信教者所占比重
        11012 耗酒量不断增加
        11013 公开发行的彩票
        11014 吸毒、青少年犯罪、赛马、卖淫等腐朽现象实例
        11015 贪污盗窃实例
    (四)苏联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
        11016 苏联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
        11017 苏联人民反对苏修统治的斗争实例
        11018 苏联国内的部分革命组织和其他地下组织
        11019 苏联国内的部分地下刊物
    附表
        11001--附表一 苏修叛徒集团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条例举例
        11005--附表一 苏联一些监狱、劳改营、“疯人院”举例
        11006--附表一 列宁格勒“特种精神病医院”的部分工作人员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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