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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
巴
契
夫
出
任
蘇
聯
共
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總
書
記
後
，
在
一
九
八
五
年
四
月
蘇
共
中
央
全
會
上
毅
然

提
出
了
「
改
造
」

(
2
月
的
可
。
一
訂
)
的
新
戰
略
及
其
基
本
原
則
。
起
初
，
戈
巴
契
夫
改
造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克

服
蘇
聯
經
濟
發
展
停
滯
不
前
的
現
象
，
創
造
可
靠
而
有
效
的
機
制
以
加
速
蘇
聯
社
會
與
經
濟
的
發
展
。
稍

後
，
戈
巴
契
夫
發
覺
，
僅
在
經
濟
領
域
內
進
行
改
造
，
很
難
收
到
預
期
的
效
果
。
因
此
，
他
決
定
同
時
進

行
政
治
改
革
，
在
社
會
主
義
體
制
內
，
給
予
人
民
最
大
限
度
的
民
主
，
使
人
民
覺
得
自
己
就
是
這
個
體
制

的
主
人
和
創
造
者
。
他
認
為
，
只
有
透
過
民
主
和
依
賴
民
主
，
改
造
才
有
成
功
的
可
能
。

因
此
，
蘇
共
把
「
蘇
聯
社
會
主
義
進
一
步
民
主
化
」
列
為
迫
切
的
任
務
。
戈
巴
契
夫
曾
說
，
民
主
乃

是
「
健
康
的
和
新
鮮
的
空
氣
」
'
社
會
主
義
社
會
的
有
機
組
織
在
民
主
空
氣
中
才
能
生
氣
勃
勃
地
發
展
。

於
是
，
戈
巴
契
夫
作
出
了
大
膽
的
決
定
，
進
行
較
極
端
的
、
多
層
面
的
改
革
。
在
政
治
方
面
，
他
於

一
九
九
0
年
蘇
共
二
月
全
會
上

，
正
式
提
出
了

「
人
道
的

、
民
主
的
社
會
主
義
」
概
念
血
二
系
列
關
鍵
性

的
改
革
，
包
括
實
施
總
統
制
和
容
許
非
共
政
黨
的
存
在
。
在
經
濟
方
面
，
考
慮
向
市
場
經
濟
過
渡
。

關
於
經
濟
改
革
，
以
及
政
、
經
改
革
所
帶
動
的
其
他
社
會
層
面
的
變
化
，
本
書
皆
有
專
章
析
述
，
本

章
將
分
別
敘
陳
蘇
聯
政
治
民
主
化
與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進
程
。

一

、
民
主
化
的
起
步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底
三
月
初
，
蘇
共
召
開
第
二
十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
部
分
修
改
黨
的
綱
領
。
戈
巴
契



48 新蘇聯
.、

夫
在
大
會
的
總
結
報
告
中
提
出
「
進
一
步
社
會
民
主
化
與
深
化
人
民
社
會
主
義
自
治
」

。

他
認
為
，
如
果
不

進
一
步
發
展
社
會
主
義
民
主
，
要
加
速
發
展
社
會
是
不
可
能
的
，
也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因
此
，
在
蘇
共
「
二

十
七
大
」
之
後
，
蘇
聯
曾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以
促
進
民
主
化
。

首
先
，
戈
巴
契
夫
強
調

「集
體
領
導
原
則
」

0

以
往
，
蘇
共
領
袖
皆
獨
攬
大
權
，
戈
巴
契
夫
上
台
後

一

再
指
出
，
不
但
在
上
層
要
實
行
集
體
領
導
，
而
且
要
各
階
層
一
律
實
踐
此
一
原
則

。

從
此
，
一
切
重
大
決

策
必
須
經
過
政
治
局
決
議
，
總
書
記
僅
以
政
治
局
成
員
身
分
參
加
表
決

。

一
九
八
七
年
元
月
，
蘇
共
一
月

全
會
通
過
了
「
關
於
改
造
與
黨
幹
部
政
策
」
決
議
案
，
其
中
特
別
強
調
「
黨
內
民
主
」

。

按
照
這
項
決
議
，

基
層
黨
組
織
選
舉
黨
委
員
會
書
記
時
，
全
體
黨
員
皆
有
表
達
意
見
的
機
會

﹒

'
區
委
會
以
上
，
選
舉
書
記
的

程
序
己
修
改

。

各
級
書
記
(
包
括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第
一
書
記
)

一
律
以
秘
密
投
票
方
式
產
生
，
各
級
委
員

會
中
任
何
一
名
委
員
皆
有
權
推
選
候
選
人
，
候
選
人
人
數
不
限
。
此
外
，
在
政
府
與
社
會
選
舉
中
，
選
舉

辦
法
也
作
部
分
修
改

。

以
前
，
蘇
聯
境
內
各
種
選
舉
皆
採
取
同
額
選
舉
方
式
﹒
'
改
革
後
，
已
採
取
差
額
競

選
.

，
同
時
，
非
黨
員
亦
可
成
為
候
選
人

。

自
共
黨
政
權
成
立
以
來
，
蘇
共
組
織
深
入
每
一
個
政
治
、
社
會
及
企
業
機
構
，
致
使
黨
組
織
與
政
府

細
細
川
的
其
他
社
會
組
織
相
互
重
疊
、
職
能
不
分
、
權
責
混
淆

。

戈
巴
契
夫
初
期
的
政
治
改
革
的
主
要
任
務

之
一
，
就
是
劃
分
黨
、
政
職
能
，
黨
負
責
領
導
，
政
府
從
事
治
理

。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
蘇
聯

「國
營
企

業
法
」
生
效
，
蘇
聯
中
央
政
府
權
力
部
分
下
放
，
經
濟
管
理
體
系
徹
底
改
革
。
因
此
，
蘇
聯
中
央
政
府
大

幅
精
簡
，
若
平
部
會
合
併
，
各
部
會
的
工
作
進
行
調
整

。

以
往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的
「
國
家
計

畫
委
員
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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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功
能
不
再
是
為
全
國
經
濟
發
展
制
定
細
部
規
劃
，
而
是
以
制
定
「
戰
略
規
劃
」
為
主
，
原
有
的
成
千
上

萬
的
職
員
大
量
裁
減
，
予
以
再
訓
練
，
分
派
新
任
務

。

在
各
勞
動
集
體
內
，
推
行
自
治

。

按
照
蘇
聯
的
「
勞
動
集
體
法
」
'
各
生
產
單
位
的
全
體
員
工
享
有
充

分
的
自

治
權
。

他
們
可
以
通
過
全
體
會
議
或
代
表
會
議
決
定
本
單
位
一
切
生
產
、
分
配
及
幹
部
選
拔
等
問

題
.

，
各
企
業
單
位
的
領
導
幹
部
一
律
以
普
選
方
式
產
生

。

男
外
，
一
九
八
六
年
蘇
聯
通
過
了

「全
民
討
論

國
家
事
務
重
要
問
題
法
」

。

按
此
一
法
律
規
定
，
凡
是
法
律
草
案
及
國
家
重
大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案
，
在
正
式

通
過
或
決
議
前
，
先
交
付
全
國
人
民
進
行
討
論
﹒
，
然
後
由
有
關
機
關
蒐
集
各
方
面
的
意
見
，
作

為
修

訂
的

參
考
。在

戈
巴
契
夫
所
推
動
的
民
主
化
過
程
中
，
「
公
開
性
」
(
空
白
白
。
已
)
占
有
相
當
關
鍵
性
的
地
位
。
他
認

為
，
公
開
性
是
社
會
主
義
民
主
最
有
效
的
形
式

。

其
基
本
含
意
是
，
凡
事
公
開
，
沒
有
可
隱
藏
之
事

。

如

此
，
每
一
個
公
民
才
能
表
達
自
己
的
立
場
，
積
極
參
與
重
大
社
會
問
題
的
討
論
與
決
定
，
才
能
深
化
改
造

的
過
程
。

戈
巴
契
夫
所
說
的
公
開
性
，
也
就
是
一
般
所
說
的
言
論
公
開
表
達
的
自
由
與
政
府
決
策
的
透
明

化
。
他
表
示
，
蘇
聯
已
開
始
草
擬
確
保
公
開
性
的
立
法
草
案
。
同
時
他
指
出
，
蘇
聯
推
動
改
造
，
依
靠
兩

股
力
量
，
一
是
共
黨
的
各
級
委
員
會
，
一
是
大
眾
傳
播
工

具
。
在
公
開
性
的
倡
導
下
，
蘇
聯
社
會
的

言
論

與
新
聞
控
制
逐
漸
放
鬆
，
出
現
了
俄
羅
斯
及
蘇
聯
歷
史
上
從
未
見
到
過
的
言
論
自
由
與
政
治
、
社
會
等
活

動
的
自
由

。

批
評
黨
、
政
以
及
其
政
策
與
作
風
，
也
成
了
司
空
見
慣
的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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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蘇
共
於
一
九
八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全
蘇
黨
代
表
會
議
，
七
月
一
日
閉
幕
。
蘇
共
黨
章
規
定
，

在
蘇
共
代
表
大
會
休
會
期
間
，
蘇
共
中
央
得
視
需
要
召
開
「
全
蘇
黨
代
表
會
議
」
(
黨
代
會
)
，
以
討
論
迫

切
的
、
重
要
的
政
策
問
題
。
早
期
，
蘇
共
定
期
舉
行
這
種
會
議
，
但
是
自
一
九
四
一
年
蘇
共
第
十
八
次
黨

代
會
後
，
就
長
期
停
止
舉
行
二
九
八
九
年
所
召
開
的
是
「
第
十
九
次
黨
代
會
」
，
其
任
務
是
總
結
蘇
共
第

二
十
七
次
代
表
大
會
決
議
的
實
踐
情
形
，
第
十
二
個
五
年
計
畫
前
半
期
的
成
果
，
以
及
黨
組
織
在
深
化
改

造
過
程
中
的
任
務

.• 
最
重
要
的
是

，

討
論
關
於
黨
與
社
會
生
活
進
一
步
民
主
化
的
措
施

。

黨
代
會
的
決
議
之
一
是
「
蘇
聯
社
會
民
主
化
與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

。

按
照
黨
代
會
的
決
議
，
蘇
聯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任
務
如
左

﹒
.

給
予
蘇
聯
社
會
儘
可
能
的
、
廣
泛
的
自
治

，

創
造
有
利
條
件
以
鼓
勵
個
人
、
民
選
管
理
機
構
、

黨
及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及
勞
動
集
體
的
最
大
主
動
精
神

﹒
'

設
置
一
個
靈
活
運
作
的
機
制
，
以
便
發
現
或
形
成
各
階
級
和
社
會
團
體
的
利
益
與
意

志
.
，
並
使

其
相
互
和
諧
，
在
蘇
聯
國
內
與
對
外
政
策
的
框
架
內
予
以
實
現
﹒
'

確
保
必
要
的
條
件

，

以
利
每
一
個
民
族
和
每
一
個
部
族
的
自
由
發
展
，
以
利
各
民
族
在
國
際
主

義
基
礎
上
加
強
友
誼
與
平
等
合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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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
速
加
強
社
會
主
義
法
制
、
法
律
和
秩
序
，
避
免
權
力
被
宴
奪
和
濫
用
，
有
效
地
克
服
官
僚
和

形
式
主
義
態
度
，
確
保
人
民
的
憲
法
權
利
和
自
由
，
並
使
公
民
對
社
會
與
國
家
克
盡
其
義
務

﹒
，

明
確
地
劃
分
黨
與
政
府
的
功
能
，
按
照
列
寧
主
義
原
則
，
使
黨
的
角
色
成
為
社
會
的
政
治
先
鋒

隊
，
政
府
角
色
成
為
組
織
與
管
理
人
民
權
力
的
實
體

﹒
'

建
立
有
效
機
制
，
以
便
因
應
國
內
與
國
際
環
境
變
化
，
使
政
治
體
制
能
夠
及
時
自
我
更
新
﹒
，
同

時
，
確
保
各
社
會
階
層
能
夠
發
展
和
促
進
社
會
主
義
民
主
和
自
治
原
則

。

蘇
聯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最
主
要
目
標
是
，
在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制
度
內
，
充
分
發
揮
人
民
代
表
蘇
維
埃

的
權
力
。

也
就
是
，
確
保
蘇
維
埃
的
立
法
、
管
理
及
監
察
的
功
能
，
把
關
於
政
府
、

經
濟
及
社
會
重
大
問

題
的
決
策
權
轉
移
給
蘇
維
埃

。
共
黨
所
主
張
的
經
濟
、
社
會
和
民
族
的
政
策
，
將
透
過

人
民
代
表
機
構
予

以
實
行
。
蘇
聯
政
府
權
力
與
功
能
將
被
分
散
和
重
分
配
，
以
提
高
地
方
層
次
的
主
動
精
神
與
獨
立
性
。
與

此
同
時
，
蘇
聯
政
府
將
厲
行
法
治
，
充
分
保
障
公
民
的
權
利
與
自
由

。

三
、
修
憲
後
的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通
過
憲
法
增
修
法
案

。

此
次
蘇
聯
憲
法
增
修
的
特
點
是
，
新
設
立
全
蘇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
以
下
簡
稱

「
人
代
會
」
)，
並
使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成
為
專
任
、
常
設
機
構

。
人
代
會
是
蘇
聯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
其
代
表
由
行
政
選
區
、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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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及
全
蘇
社
會
組
織
三
方
面

，

各
選
出
七
五

0
名
，

共
二
千
二
百
五
十
名
組
成

。

人
代
會
例
會
由
最
高
蘇

維
埃
召
開

，

每
年
一
次

，

必
要
時
可
召
開
臨
時
會
議

，

人
民
代
表
任
期
五
年

。

以
下
是
人
代
會
獨
有
的
權

力•. 之
任
命
.
，

• 

通
過
和
修
訂
蘇
聯
憲
法

﹒
'

通
過
關
於
蘇
聯
結
構

問
題
的
決
定
﹒
'

確
定
蘇
聯
國
家
疆
界

，

批
准
加
盟
共
和
國
之
間
疆
界
的

變
更
﹒
，

確
定
蘇
聯
圍
內
與
對
外
政
策
的
基
本
方
針

﹒
'

批
准
長
程
國
家
計
畫
及
全
蘇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計
畫

﹒
'

選
舉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
'

選
舉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
.

選
舉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第
一

副
主
席
.
，

准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之
任
命

﹒
'

准
蘇
聯
人
民
檢
查
委
員
會
主
席
、
最
高
法
院
主
席
、
蘇
聯
總
檢
察
長

、

蘇
聯
國
家
仲
裁
首
長

選
舉
維
護
憲
法
委
員
會

﹒
.

撤
銷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所
通
過
的
法
案

﹒
'

批
准
關
於
全
民
投
票
的
決
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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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列
人
代
會
權
力
中

，

有
三
點
含
有
特
殊
意
義

。

第
一
，

選
舉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 

第
一
了
選
舉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及
第
一
副
主
席

.• 
第
三
，

成
立
維
護
憲
法
委
員
會

。

這
三
點
也
是
蘇
聯
上
層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重
心
。

按
照
蘇
聯
憲
法
(
增
修
本
)
第
一
一
一
條
規
定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是
蘇
聯
國
家
權
力
的
常
設
立
法
、

管
理
與
監
察
機
構
。
最
高
蘇
維
埃
由
人
民
代
表
中

，

以
秘
密
投
票
方
式
選
出

，

向
人
代
會
負
責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為
兩
院
制

，

聯
盟
院
和
民
族
院

，

人
數
相
等
，
權
力
相
等

。

聯
盟
院
從
行
政
選
區
及
社
會
組
織

的
人
民
代
表
中
選
出

﹒
，

民
族
院
從
民
族
選
區
及
社
會
組
織
的
人
民
代
表
中
選
出
。
目
前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的
兩
院

，

各
有
二
七
一
名
成
昌
了
人
代
會
年
會
上

，

每
院
成
員
各
更
換
五
分
之
一

。

每
院
各
選
出
主
席

一
名
，

副
主
席
兩
名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每
年
有
春
、
秋
兩
個
會
期

，

每
一
會
期
為
三
至
四
個
月

。

經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提
議

，

或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等
之
建
議

，

得
召
開
特
別
會
議

。

最
高
蘇
維
埃
的
主
要
權
力
如
次

﹒
.

決
定
蘇
聯
人
民
代
表
的
選
舉

，

批
准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的
組
成

﹒
'

但
派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批
准
部
長
會
議
所
建
議
的
部
長
會
議
的
組
成

，

或
予
以
更
送

，

經

部
長
會
議
的
建
議

，

新
創
或
撤
銷
部
與
委
員
會

﹒
'

組
織
蘇
聯
國
防
會
議
並
批
准
其
組
成

，

指
派
及
撤
換
蘇
聯
武
裝
力
量
的
最
高
指
揮

﹒
'

選
舉
蘇
聯
人
民
檢
查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蘇
聯
最
高
法
院
主
席

，

指
派
蘇
聯
總
檢
察
長
及
蘇
聯
國
家

仲
裁
首
長

.
，

批
准
蘇
聯
檢
察
長
辦
公
廳
成
員
及
蘇
聯
仲
裁
處
成
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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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蘇
聯
法
律
•• 

斬 草草聯

批
准
蘇
聯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的
國
家
計

畫
及
蘇
聯
國
家
預
算

﹒
'

批
准
與
撤
銷
蘇
聯
的
國
際
條
約

﹒
'

決
定
防
衛
及
確
保
國
家
安
全
有
關
的
基
本
措
施

﹒
'
官
一
布
全
面
或
局
部
動
員

﹒

，
當
蘇
聯
遭
遇
武
裝

攻
擊
時

或

必需
須要

履履
行行
國共
際同

條防

且喜
務略
以的
維國
護際
和體

2 昌
安個

時
全令

可言
作品

出主
使再

里接
一 .

聯

武
裝
力
量
特

遣
隊
的

決

{
疋。

此
外
，
最
高
蘇
維
埃
的
兩
院
分
別
設
立
各
種
常
設
委
員
會

，

其
成
員
由
最
高
蘇
維
埃
代
表
中
選
出

，

以
執
行
立
法

、

審
查
、
籌
備
等
諸
多
工
作
。
最
高
蘇
維
埃
代
表
改
為
專
任
職
務

，

不
擔
任
其
他
工
作
。
最

高
蘇
維
埃
之
上

，

設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

'

對
最
高
蘇
維
埃
負
責

，

安
排
蘇
聯
人
代
會
及
最
高
蘇
維
埃

的
工
作

，

並
執
行
憲
法
及
法
律
所
賦
予
的
權
力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也
是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的
主
席
。

四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在
此
次
修
憲
之
前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祇
設
「
主
席
團
主
席
汁

，
修
憲
後
改
為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

(
參
見
圖
二
)
。

後
者
是
較
具
有
實
權
的
國
家
元
首

，

前
者
多
年
來
是
一
個
有
銜
無
權
的
國
家
元
首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對
蘇
聯
人
代
會
及
最
高
蘇
維
埃
負
責

，

其
權
責
包

括•. 



圖
二
-
-
蘇
聯
設
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之
後
的
最
高
權
力
結
構

全蘇選民

人民代表大會

最高蘇維埃主席

最高蘇維埃

部長會議
最高蘇維埃
主席團

領
導
制
定
議
案
，
以
便
提
交
蘇
聯
人
代
會
與
最
高
蘇
維
埃
審
議

.• 

簽
署
人
代
會

、

最
高
蘇
維
埃

及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所
通
過
的
法
律
或
其
他
法
案

﹒
'

尺
人
代
會
與
最
高
蘇
維
埃
就
蘇
聯
國
情
、
內
政
外
交
及
國
防
能
力
和
安
全
等
重
大
問
題

，

提
出

報
告
•• 

政治體制改造

凡
人
代
會
提
出
最
高
蘇
維
埃
第
一
副
主
席
的
候
選
人

，

以
及
蘇
聯
維
護
憲
法
委
員
會
成
員
的
建

議
案
.
，

第三章

R

最
高
蘇
維
埃
提
各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人
民
檢
查
委
員
會
主
席
、
最
高
法
院
主
席
、
總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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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長
、
國
家
仲
裁
首
長
人
選

，

請
求
任
命

.
，

其
後
向
人
代
會
提
出

，

請
求
批
准
.• 

領
導
蘇
聯
國
防
會
議
﹒
'



新蘇聯

領
導
談
判
並
簽
署
蘇
聯
的
國
際
條
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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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前
述
權
力
中
，
最
重
要
的
一
項
是

「領
導
蘇
聯
國
防
會
議
」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的
一
段
漫

長
的
時
間
內
，
由
蘇
共
總
書
記
擔
任
蘇
聯
國
防
會
議
的
主
席

。

至
此
，
憲
法
明
文
規
定
，
由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擔
任
。
這
不
僅
是
蘇
聯
最
高
軍
事
領
導
權
的
制
度
化
，
而
且
也
顯
現
黨
、
政
功
能
分
離
的
跡
象
。
其

次
，
是
內
閣
總
理
(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的
提
名
權
。
這
兩
項
大
權
已
使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與
法
國
的

總
統
相
似

。

這
也
是
蘇
聯
推
行
總
統
制
的
第
一
步

。

五
、
首
屆
人
代
會
的
產
生

一
九
八
九
年
三
月
，
蘇
聯
實
行
普
遍
選
舉
，
選
舉
蘇
聯
首
屆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代
表

。

按
憲
法
規
定
，

依
行
政
區
、
民
族
區
及
全
蘇
社
會
組
織
，
各
選
出
七
五

0
人
。

各
社
會
組
織
按
比
例
分
配
，
蘇
聯
共
黨
獲

得
一
百
個
名
額

。

三
月
十
五
日
，
蘇
共
中
央
全
會
選
出
蘇
共
的
代
表
，
戈
巴
契
夫
名
字
在
這
個
百
人
的
各

單
中
。
其
餘
兩
類
代
表
(
一
五

O
O

人
)
，
則
於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差
額
競
選
、
秘
密
投
票
的
方
式
產
生

。

此
次
，
各
地
投
票
率
在
百
分
之
八
十
與
九
十
七
之
間
(
以
往
投
票
率
都
在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以
上
)
。
有
些
地

方
，
仍
舊
是
同
額
選
舉

。

按
規
定
，
同
額
競
選
時
，
候
選
人
的
得
票
率
必
需
超
過
有
效
選
票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
，

因
此
在
第
一
次
投
票
中
，
有
二
九
二
名
代
表
未
曾
選
出
，
於
五
月
中
旬
補
選
中
才
全
部
選
出

。

在
二

二
五
0
名
代
表
中
，
百
分
之
八
十
以
上
是
共
產
黨
員
或
候
補
黨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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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次
普
選
是
蘇
聯
歷
史
上
首
次
自
由
選
舉
，
也
是
民
主
化
的
第
一
步
。
就
蘇
聯
政
治
制
度
言
，
這
是

一
項
重
大
的
轉
變
，
其
影
響
極
為
深
遠

。

這
次
選
舉
過
程
雖
然
不
很
完
善
，
但
它
是
蘇
聯
民
主
政
治
的
起

步
。

在
這
次
選
舉
中
，
很
多
共
黨
候
選
人
落
選
。
落
選
中
，
最
著
名
的
共
黨
幹
部
包
括
莫
斯
科
市
長
沙
衣

金
，
基
輔
市
長
茲
古
爾
斯
基
，
立
陶
宛
共
和
國
總
理
沙
卡
勞
斯
卡
斯
及
列
寧
格
勒
市
蘇
共
第
一
書
記
梭
羅

維
奧
夫
。

相
反
地
，
前
莫
斯
科
共
黨
第
一
書
記
葉
爾
欽
自
行
參
選
，
獲
高
票
當
選
.
，
其
餘
多
名
非
共
黨
人

士
皆
擊
敗
共
黨
領
導
人
物
而
獲
當
選

。

這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現
象
。
在
這
次
選
舉
中
，
顯
示
了
男
外
幾
個
特

點•. 

保
守
勢
力
受
.
睦
，
改
革
廣
被
接
受
﹒
斗
穌
共
權
威
下
降
，
人
民
不
再
盲
目
投
票
。

這
是
歷
史
的
轉
換
點
，

真
正
革
命
的
開
始

。

一
九
八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蘇
聯
首
屆
人
民
代
表
舉
行
第
一
次
大
會

。

大
會
首
先
選
舉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

戈
巴
契
夫
以
二
一
二

八
票
當
選
，
有
八
十
七
票
反
對
，
這
也
是
空
前
的

。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
人

代
會
選
舉
改
制
後
的
第
一
屆
最
高
蘇
維
埃
代
表
，
聯
盟
院
與
民
族
院
各
二
七
一
人
(
共
五
四
二
人
)

.
，
月

底
，
選
出
魯
基
揚
諾
夫
(
〉
﹒
F
C
E
E口
。
〈
)
為
最
高
蘇
維
埃
第
一
副
主
席
，
即
戈
巴
契
夫
的
副
手

。

最
後
，

人
代
會
通
過
「
關
於
蘇
聯
國
內
與
對
外
政
策
基
本
方
針
」
的
法
令

。

這
是
人
代
會
代
表
全
體
人
民
對
蘇
聯

政
府
下
達
的
任
務
。

I 

/\ 

、
新
制
最
高
蘇
維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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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第
一
次
會
議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三
日
開
始
，
八
月
四
日
休
會
。
這
是
蘇
聯
歷
史

新蘇聯

上
第
一
次
存
在
的
常
設
國
會
，
也
是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首
次
發
揮
最
高
立
法
、
管
理
與
監
察
的
功
能

。
以

往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共
有
一
千
五
百
名
代
表
，
每
年
開
會
兩
次
，
每
次
通
常
兩
天
.
，
一
切
法
案
通
常
是

無
異
議
通
過

。
因
此
，
最
高
蘇
維
埃
被
諷
稱
為
「
橡
皮
圖
章
」

。

但
是
，
在
新
制
最
高
蘇
維
埃
首
次
會
議
中
，
情
形
已
完
全
不
同
。
最
高
蘇
維
埃
開
議
之
初
，
先
通
過

雷
日
可
夫
為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的
提
名
，
尚
算
順
利
。
接
著
，
在
審
議
各
部
、
會
首
長
候
選
人
時
，
就
與
以

往
大
不
相
同
。
每
一
個
部
、
會
首
長
皆
經
過
嚴
格
審
議
﹒
主
(
中
，
六
名
部
、
會
首
長
、
一
名
部
長
會
議
副

主
席
被
否
決
.
，
另
提
候
選
人
後
，
方
獲
批
准
。
在
這
次
會
期
中
，
有
二
十
多
項
法
律
草
案
被
提
出
，
但
大

多
未
能
及
時
通
過
。
獲
得
通
過
的
主
要
決
議
有
﹒
﹒
付
裁
減
蘇
軍
五
十
萬
官
兵
.
，
臼
修
改
有
關
叛
國
罪
刑
法

條
款
的
命
令
.
，
臼
在
刑
法
條
文
中
，
取
消
關
於
「
進
行
反
蘇
宣
傳
」
的
條
款
。
此
外
，
通
過
的
重
大
法
律

案
件
有
﹒
-
H給
予
波
羅
的
海
三
個
共
和
國
以
經
濟
獨
立
核
算
權
﹒
，
口
改
善
養
老
金
保
障
措
施
﹒
'
臼
修
訂

「
國
營
企
業
法
」
。
在
會
議
期
問

，
最
高
蘇
維
埃
曾
通
過

一
項
「
向
美
國
建
議
暫
停
試
爆
與
終
止
核
子
試
驗

的
呼
籲
書
」
。
男
通
過
三
個
圓
際
文
件
﹒

-
H關
於
建
立
聯
合
企
業
及
蘇
聯
國
外
質
易
辦
事
處
的
法
令
﹒
，
叫

關
於
與
外
國
國
會
互
訪
的
計
畫
﹒
，
日
聽
取
並
通
過
關
於
蘇
聯
對
外
活
動
的
報
告
。

由
於
這
是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首
次
自
由
議
事
，
出
現
不
少
缺
點
，
如
缺
少

則
，
徒
然
浪
費
寶

貴
的
時
間
。
一
方
面
，
有
些
人
過
分
搶
著
發
言
或
使
用
過
分
高
雅
的
詞
藻

.• 

男
一
方
面
，
代
表
們
之
間
缺

少
議
會
文
化
。
最
大
的
缺
點
是
，
議
事
效
率
太
低
，
趕
不
上
蘇
聯
國
內
局
勢
的
發
展
。
不
過
，
這
個
議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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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有
著
多
重
意
義
﹒

-
U
U這
是
民
主
化
的
初
步
成
果
，
為
法
制
政
府
奠
定
了
基
礎

﹒
﹒
口
最
高
蘇
維
埃
角
色

的
蛻
變
，
一
切
權
力
歸
於
蘇
維
埃
的
開
始

.
，

臼
蘇
聯
權
力
基
礎
開
始
轉
移

，

蘇
共
權
力
將
相
對
削
弱
。

最
高
蘇
維
埃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開
始
秋
季
會
期
，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休
會

。

此
次
會
議

的
日
程
表
上
，
至
少
有
八
十
個
議
案
，
其
中
五
十
多
個
為
法
律
草
案
，
包
括
所
有
制
法
、
土
地
與
土
地
利

用
法
、
租
質
與
租
貿
關
係
法
、
加
盟
共
和
國
經
濟
及
社
會
領
導
總
則
、
地
方
自
治
與
地
方
經
營
總
則
、
工

會
法
及
出
版
法
等
。
同
時
，
這
次
會
議
還
要
審
議
一
九
九

0
年
國
家
計
畫
和
財
政
預
算

。
在
此
次
會
期
中
，

通
過
的
主
要
案
件
有

.. 

罷
工
法
、
修
訂
合
作
社
法
、
批
准
一
九
九

0
年
預
算
及
經
濟
計
畫
、
土
地
法
、
所

有
制
法
、
租
質
法
、
波
羅
的
海
共
和
國
經
濟
自
治
法
等
。
此
外
，
最
高
蘇
維
埃
已
擬
定
了
「
關
於
修
改
憲

法
」
、
「
關
於
人
民
代
表
會
議
規
程
」
、
「
關
於
維
護
憲
法
」
、
「
關
於
代
表
身
分
與
罷
免
」
等
法
案
，
交
人
代

會
下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

後
者
在
十
二
月
中
、
下
旬
舉
行

。

此
次
修
訂
憲
法
部
分
條
文
中
，
最
重
要
的
是
，

取
消
社
會
團
體
分
配
的
七
五

0
名
人
民
代
表
。
在
這
次
人
代
會
中
，
有
代
表
提
出
，
修
訂
憲
法
第
六
條
，

即
取
消
有
關
共
黨
專
權
的

條
文
﹒
，

經
戈
巴
契
夫
激
辯
後
並
經
表
決

，

未
被
列
入
議
程

。

在
這
次
會
期
中
，
蘇
聯
外
長
曾
提
出
重
要
的
外
交
報
告

。

七
、
總
統
制
的
誕
生

一
九
九
0
年
初

，
蘇
聯
在
政
治
改
革
方
面
出

現
了
新
突
破
，
使
剛
被
修
改
的
上
層
政
治
體
制
，
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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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發
生
重
大
變
化
(
參
見
圖
三
)
。

圖
三
﹒
#
蘇
聯
設
立
總
統
制
之
後
的
最
高
權
力
結
構

全蘇選民

人民代表大會 蘇聯總統

總
聯

最高蘇維埃
統 邦
委 委

最高蘇維埃
部長會議

主席團

二
月
五
日

，

蘇
共
召
開
中
央
全
會

，

討
論
新
的
「
蘇
共
中
央
綱
領
」
(
簡
稱
「
黨
綱
」
)

.
，
經
過
激
辯

，

新
黨
綱
草
案
獲
得
通
過

.
，

並
決
定
於
七
月
召
開
的
蘇
共
第
二
十
八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新
黨
綱
的
主
要
內

容
為
.. 

改
革
的
意
義
與
理
想
是
建
設
人
道
與
民
主
的
社
會
主
義

，

一
切
政
策
以
人
民
為
中
心

，

實
行
計
畫

市
場
經
濟
.• 

保
障
廣
泛
的
社
會
主
義
民
主
和
人
民
自
由

，

成
立
新
聯
邦

，

在
國
際
上
主
張
和
平
發
展

﹒
﹒
並

進
行
黨
的
革
新
。
在
政
治
民
主
化
方
面

，

有
兩
項
重
大
決
議
。
第
一

，

蘇
聯
決
定
實
行
總
統
制

.• 

第
一
了

決
定
修
改
「
蘇
聯
憲
法
」
第
六
條

，

容
許
其

他
政
黨
存
在
。

三
月
中
旬

，

蘇
聯
人
代
會
召
開
第
三
次
會
議
。
會
議
通
過
了
「
關
於
設
置
蘇
聯
總
統
職
位
與
修
訂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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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充
相
關
憲
法
條
文
」
議
案

.

，
同
時
修
改
「
蘇
聯
憲
法
」
第
六
條

，

容
許
多
黨
並
存
。

按
修
訂
後
的
憲
法
規
定

，

蘇
聯
總
統
由
全
蘇
人
民
直
接
普
選

，

任
期
五
年

，

可
連
任
一
次
。
但
是

，

為
爭
取
時
效
並
避
免
籌
備
費
時
與
選
舉
期
間
的
混
亂

，

首
任
總
統
由
人
代
會
選
出

，

但
其
任
期
縮
短
為
四

年
。
經
投
票
結
果

，

戈
巴
契
夫
當
選
為
蘇
聯
第
一
任
總
統
。
三
月
十
五
日
正
式
就
職

。

按
照
蘇
聯
憲
法
規
定

，

蘇
聯
總
統
的
權
責
達
十
六
項
之
多
。
其
要
者
包
括

.. 

每
年
向
人
代
會
提
出
國

情
報
告

，

重
大
政
策
問
題
知
會
最
高
蘇
維
埃

﹒
﹒

向
最
高
蘇
維
埃
提
名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人
民
檢
查
委

員
會
主
席

、

最
高
法
院
主
席
、
總
檢
察
長
等
之
候
選
人

，

亦
可
提
請
撤
免
(
最
高
法
院
主
席
除
外
)
.
，
擔
任

蘇
聯
武
裝
力
量
最
高
統
帥

﹒
，

代
表
蘇
聯
主
持
國
際
談
判

﹒
'

簽
署
國
際
條
約

.

，
當
蘇
聯
遭
受
軍
事
攻
擊
時
，

宣
布
戰
爭
狀
態
.
，
在
局
部
地
區

，

宣
布
戰
爭
或
緊
急
狀
態

.

，
最
高
蘇
維
埃
兩
院
有
爭
執
時

，

總
統
負

解
，

如
無
法
協
調

，

則
建
議
人
代
會
改
選
最
高
蘇
維
埃
。
這
些
權
力
部
分
原
屬
於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團
，

部
分
原
屬
於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
因
此

，

本
章
前
文
所
列
舉
的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的
權
職
」
己
作
相
應

的
削
減
。
同
時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不
再
是
國
家
的
元
首
，
僅
是
國
會
的
議
長

。

總
統
不
能
視
事
時

，

由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代
現
了
，
其
次
為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

八
、
總
統
委
員
會

61 

總
統
之
下
，
設
有
兩
個
重
要
組
織

，

一
是
「
聯
邦
委
員
會
」
二
是
「
總
統
委
員
會
」

o

聯
邦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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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最
高
政
府
負
責
人
組
成
﹒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及
其
兩
院
主
席
有
權
出
席
聯
邦
委
員
會
，

總
統
領
導
該
委
員
會
。
聯
邦
委
員
會
的
任
務
在
檢
討
聯
盟
條
約
是
否
被
遵
守
的
問
題

﹒
'
制
定
措
施
以
實
現

蘇
聯
政
府
的
民
族
政
策
.
，
就
解
決
民
族
爭
議
、
調
解
民
族
衝
突
，
向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提
出
建
議
案
﹒
﹒
協

調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活
動
等
。

總
統
委
員
會
的
任
務
在
擬
定
措
施

，
以
實
踐
蘇
聯
內
政
、
外
交
政
策
基
本
方
針
與
確
保
國
家
安
全
。

總
統
委
員
會
成
員
由
總
統
指
派

，
蘇
聯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為
當
然
成
員

，
最
高
蘇
維
埃
主
席
有
權
出
席
會
議
。

蘇
聯
政
、
黨
及
安
全
部
門
的
主
要
領
袖
人
物
，
皆
被
納
入
了
總
統
委
員
會
，
該
委
會
已
成
為
蘇
聯
決
策
的

核
心
組
織

。

(
參
見
表
二

。

蘇
聯
建
立
總
統
制
不
僅
是
蘇
聯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一
個
非
常
重
大
的
突
破
，
也
是
蘇
聯
政
治
發
展
史

上
的
一
個
里
程
碑

，

意
義
重
大

，

影
響
深
遠

，
因
此
廣
受
世
界
各
地
注
目
。
這
個
制
度
的
設
立

，
使
蘇
聯

立
法
權
與
行
政
權
分
開

，

與
司
法
權
鼎
足
而
立

，
逐
漸
形
成
三
權
分
立

﹒
'
同
時
，
也
使
黨
、
政
功
能
劃
分

。

由
於
蘇
聯
人
代
會
同
時
通
過
憲
法
修
正
案
，
容
許
其
他
非
共
政
黨
存
在
和
活
動
，
蘇
聯
總
統
制
無
疑

為
蘇
聯
未
來
多
黨
政
治
體
系
的
建
立
邁
出
第
一
步
。
蘇
聯
總
統
的
權
力
與
美
國
或
法
國
總
統
相
近
，
權
力

集
中
。
因
此
，
蘇
聯
一
些
激
進
分
子
曾
力
加
反
對
，
認
為
這
可
能
形
成
獨
裁
。
但
是
，
就
實
際
情
形
看
，

這
是
多
餘
的
顧
慮

。
第

一
，
蘇
聯
總
統
所
有
的
權
力
遠
不
及
往
昔
蘇
共
總
書
記
，
總
統
制
祇
是
使
權
力
來

源
合
法
化
。
第

二

，
蘇
聯
總
統
權
力
雖
大
，
但
其
任
期
受
限
，
且
可
由
人
代
會
予
以
罷
免

。

從
另
一
方
向

看

，
蘇
聯
總
統
的
權
力
來
自
人
民

，
自

然
不
會
因
黨
內
權
力
閩
爭
而
有
隨
時
下
台
之
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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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聯
總
統
制
的
建
立
是
蘇
聯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成
果
，
也
為
蘇
聯
建
立
法
治
國
家
奠
定
了
基
礎
。

《表
一
》
總
統
委
員
會
成
員

trl 立日立 〈奧 三馬 P 考 〈包 :〈巴 們艾 姓
玄瑞 己斯 口斯 出爾 門爾 :〈卡 z d馬
可馬 > 匹 只契 只斯 E 定 ∞金 吋 托
個司電

「51T Z區司口 去科
po> 

一
po> 吉夫5 可 已 0. 間，

一
_. 

其夫 '。 EF 夫
(f) 2 位2

句: 門 位2_. 
。門。

已3 。
口 名< 2 < <

1929 1931 1937 1924 1938 1935 1937 1928 出
生10 2 10 7 11 12 日

29 15 30 29 15 9 6 12 期

對 科 經 國 農 幕 公 文
外 島~主a 家 業 僚 拉/、 化 負

政 與 安 工 責

策 技 書 全 作 領

術 域

盟世 蘇 蘇 蘇 拉 蘇 蘇 爾蘇
院界 聯 聯 聯 脫 土Jt、 聯 吉聯

主經 科 部 國 維 中 內 斯最 其
席濟 學 長 家 爾 央 政
。 與 院 會 安 農 總
國 副 議 全 工 務 長 聯維 他
際 院 第 委 綜 部 盟埃( 

關 長 一 員 Ä 部
一 主民口

係 。 副 會 企 長 九 席族
重

研 主 業 。 九 。 院( 

Ji: 席 K 主 O 文
所 。 G 席 年 化

要
所 B 。 十 主日五口

) 

長 亡3

主 月' 委
席 底 職耳E弓J< 貝

離局 。 會

此蘇 主
職 務維 席
) 

埃 。 ' 
聯 τ七

t:l 



新 .n聯 64

( 

一〈梅 早'"已雅 〈雅 P 雅 已謝 的沙 Z 雷 的李 :〈拉

一→佐 〉瑞 Z 可 瓦 的怯，口 -日 〈文 C 斯

〈因 叫夫 巴林 :?科 同科 :::0 主自立
位2 其列 已3 EL 夫

(1) 

巴金『 r令 <

一 。 - 位3 (1) 弋3

5「夫
A fU月圭P <

口 2 夫 一
;.;-

已 已_. 
。口 ;.;- r恥

< F-<D < -。 已

1923 1940 1923 1928 193吐 1929 1936 1937 
11 12 8 9 4 3 
8 2 25 24 28 29 15 

大 軍 工 及法 對 社 全 民 生
眾 事 人 意律 外 會 面 族 態

媒 運 識執 政 經 經 問 、

體 動 形行 策 濟 濟 題 文
態機 政 化
構 策

蘇 蘇 工 蘇 蘇 蘇 蘇 烏 蘇
正/土、 聯

人 拉/ 、 聯 聯 聯 克 聯

國 ' 中 外 科 蘭 及
防 俄 央 f二Xt、f TgF z 基 俄

書 羅 重E司主 部 院 會 輔 羅
記 斯 記 長 經 議 省 斯

。 工 。 濟 主 址/、 作
( ( 

已 人 一
部 席 黨 家

離 統 九 店~主L 。 省 聯

此 九 術 委 盟

職 陣 O 書 會 書

) 

線 年 記 第 記

。 主 七 。 一 。
席 月 書

。 離 記

1ft 。

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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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首
任
總
統
的
當
務
之
急

戈
巴
契
夫
就
任
蘇
聯
總
統
後
，
必
須
著
手
下
列
幾
項
急
務
。
第
一
，
完
善
行
政
機
制
。
目
前
蘇
聯
的

情
況
相
當
不
安
，
因
此
必
須
立
刻
改
善
行
政
機
制
，
以
便
有
效
地
加
速
與
深
化
改
革
。
到
目
前
為
止
，
蘇

聯
很
多
改
革
措
施
落
實
得
不
夠
快
，
皆
是
由
於
行
政
機
制
的
效
力
不
佳
。
第
一
了
激
化
經
濟
改
革
。
戈
巴

契
夫
在
就
職
講
詞
中
說
，
他
任
總
統
後
，
首
要
任
務
是
減
少
經
濟
與
社
會
的
緊
張
，
實
徹
所
有
制
、
土
地

法
、
承
包
制
及
其
他
許
多
法
律
的
權
利
，
建
立
良
好
的
國
內
市
場
.
，
立
即
採
取
消
除
經
濟
壟
斷
的
法
規
.
，

保
障
低
工
資
階
層
的
生
活
，
包
括
根
據
物
價
上
漲
發
給
補
給
。
第
三
，
立
即
更
新
聯
邦
制
。
戈
巴
契
夫
認

為
，
蘇
聯
改
革
的
命
運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決
於
國
家
的
完
整
。
他
一
方
面
主
張
，
加
強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主
權
和
經
濟
、
政
治
的
獨
立
性
，
一
方
面
主
張
制
定
新
的
聯
盟
條
約
。
新
盟
約
將
清
清
楚
楚
地
劃
分
聯
盟

與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權
限
。
至
於
立
陶
宛
獨
立
問
題
，
他
認
為
，
必
須
以
立
陶
宛
全
民
投
票
為
基
礎
，
並
經

過
必
要
的

序
，
兼
顧
立
陶
宛
與
蘇
聯
的
利
益
。

此
外
，
作
為
蘇
聯
擁
有
實
權
的
總
統
，
戈
巴
契
夫
勢
必
採
取
最
堅
決
的
措
施
，
加
強
社
會
安
全
，
確

保
人
民
的
權
利
與
自
由
。
蘇
聯
能
否
解
決
當
前
的
各
項
難
題
將
與
「
改
造
」
與
「
民
主
化
」
的
前
途
息
息

相
關
。
政
治
體
制
改
革
的
躍
進
或
許
會
使
民
主
化
更
加
具
體
，
改
革
難
以
逆
轉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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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聯
盟
改
制
的
爭
議

66 

一
九
九
0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立
陶
宛
宣
布
獨
立
後
，
愛
沙
尼
亞
與
拉
脫
維
亞
準
備
跟
進
。
後
囡
戈
巴

契
夫
對
立
陶
宛
進
行
經
濟
制
裁
，
其
他
加
盟
共
和
國
才
稍
加
自
我
抑
制
﹒
，
最
後
，
立
陶
宛
也
凍
結
了
獨
立

宣
言

。
言
論
上
，
戈
巴
契
夫
並
不
反
對
加
盟
共
和
國
脫
離
蘇
聯
成
為
獨
立
國
家
。
不
過
，
他
認
為
在
目
前

的
情
況
下
脫
離
蘇
聯
，
將
對
全
面
改
革
造
成
重
大
傷
害
﹒
'
縱
然
非
脫
離
不
可
，
也
應
依
法
定
程
序
進
行

。

一
九
九
0
年
六
月
中
旬
，
俄
羅
斯
共
和
國
發
表
了
「
主
權
宣
言
」
。
該
宣
言
的
要
點
是
，
俄
羅
斯
共
和
國
擁

有
其
所
有
領
土
的
主
權
，
俄
羅
斯
共
和
國
的
法
律
高
於
蘇
聯
中
央
所
頒
布
的
法
律
，
俄
羅
斯
共
和
國
有
權

脫
離
蘇
聯
。
不
久
，
烏
克
蘭
和
白
俄
羅
斯
採
取
了
同
樣
的
動
作
。
至
一
九
九

0
年
年
底
，
十
五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
五
個
己
宣
布
獨
立
，
十
個
發
表
主
權
宣
言
。
俄
羅
斯
領
土
占
全
蘇
領
土
的
百
分
之
七
十
六
，
人
口

占
百
分
之
五
十
一
了
果
真
脫
離
蘇
聯
，
蘇
聯
勢
必
解
體
。
因
此
，
蘇
聯
聯
邦
體
制
的
改
革
己
刻
不
容
緩

。

就
在
這
個
時
候
，
蘇
聯
官
員
宣
布
說
，
蘇
聯
總
統
戈
巴
契
夫
提
議
，
改
組
蘇
維
埃
聯
盟
，
使
成
為
一

個
較
鬆
散
的
「
主
權
國
家
聯
邦
」
。
男
一
方
面
，
蘇
共
已
準
備
擬
制
和
簽
署
新
的
「
聯
盟
條
約
」
和
「
聯
盟

成
立
宣
言
」
。

目
前
，
蘇
聯
學
者
開
始
就
此
一
問
題
展
開
熱
烈
討
論
，
竟
見
紛
耘
莫
衷
一
是
。
不
過
，
主
要
趨
向
大

致
相
同
，
即
.. 

主
張
較
鬆
散
的
「
主
權
國
家
聯
邦
」
體
制
。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
列
寧
的
蘇
維
埃
聯
邦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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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想
的
本
質
就
是
「
自
由
民
族
的
自
由
聯
盟
」
。
易
言
之

，

個
別
民
族
可
以
建
立
自
己
的
主
權
國
家

，

再
由

這
些
主
權
國
家
自
願
地
組
成
聯
邦

，

其
目
的
在
為
各
民
族
共
同
的
國
際
目
標
服
務

，

也
是
為
了
有
利
各
民

族
的
經
濟
和
文
化
的
發
展
。
因
此

，

這
一
派
認
為

，

新
的
「
聯
盟
條
約
」
必
須
以
列
寧
的
「
民
族
自
由
、

主
權
自
決
、
充
分
民
族
平
權
」
原
則
為
基
礎
。
在
這
種
情
形
下

，

不
僅
應
由
加
盟
共
和
國
派
全
權
代
表
簽

署
聯
盟
條
約

，

而
且
各
自
治
共
和
國
和
較
低
層
的
民
族
自
治
行
政
區
也
應
派
全
權
代
表
簽
署
。
然
後

，

在

新
「
聯
盟
條
約
」
和
「
聯
盟
宣
告
一
旦
的
基
礎
上

，

重
建
新
的
蘇
維
埃
聯
邦
。

另
一
派
學
者
則
認
為

，

應
採
取
西
歐
「
經
濟
共
同
體
」
的
模
式
。
經
濟
共
同
體
的
整
合
過
程
沒
有
損

及
西
歐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的
主
權

，

而
是
以
一
個
條
約
、
一
個
政
治
結
盟
及
一
個
共
同
市
場
為
基
礎
。
歐
洲

經
濟
共
同
仲
維
埃
聯
盟
的
根
本
差
異

，

在
於
其
成
員
國
家
每
隔
四
或
五
年
可
以
重
新
作
一
次
選
舉

，

決
定
要
不
要
留
在
這
個
組
織
內
。
不
過

，

若
採
取
這
個
模
式

，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應
先
轉
向
市
場
經
濟

﹒

，
而

向
市
場
經
濟
過
渡
並
不
是
短
期
內
可
以
完
成
的
。

一
九
九
0
年
七
月

，

蘇
聯
共
產
黨
等
二
十
八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通
過
了
蘇
共
「
二
十
八
大
」
綱
領
聲

明.. 

「
邁
向
人
道
的
、

民
主
的
社
會
主
義
」
。
在
解
決
民
族

問
題
上
，

該
文
件
主
張
「
主
權
共
和
國
的
自
願

聯
盟
」
'

也
就
是
「
各
民
族
的
自
願
聯
盟
」
。
蘇
共
認
為

，

若
要
阻
止
離
心
傾
向
的
發
展

，

應
使
蘇
聯
內
各

民
族
相
互
關
係
和
各
民
族
政
府
組
織
民
主
化

、

各
地
區
經
濟
順
利
發
展

，

和
全
蘇
統
一
市
場
及
早
形
成
。

蘇
共
雖
然
正
式
承
認
各
民
族
的
自
決
(
包
括
脫
離
)
的
權
利

，

但
並
不
把
「
脫
離
蘇
聯
的
權
利
與
脫
離
蘇

67 

聯
的
合
理
性
混
為
一
談
」
。
蘇
共
表
示

，

考
慮
各
民
族
的
自
身
利
益
和
世
界
統
合
過
程
的
傾
向

，

認
為
有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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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維
持
新
聯
盟
的
完
整
性
。

蘇
共
認
為
，
必
須
為
各
民
族
和
各
部
族
的
發
展
創
造
有
利
的
條
件
﹒
.

|
|
加
強
沒
有
行
政
區
之
各
民
族
共
同
體
的
法
律
保
證
'
加
強
他
們
向
蘇
聯
和
共
和
國
提
交
法
律
草

案
的
權
利
，
保
證
他
們
在
代
表
中
有
一
定
的
名
額
.
，

採
取
緊
急
的
經
濟
、
法
制
、
生
態
措
施
，
加
強
維
護
生
存
環
境
和
重
新
創
造
條
件
，
確
保
為
數

極
少
之
民
族
的
正
常
發
展
﹒
'

確
認
過
去
被
放
逐
民
族
對
於
其
歷
史
故
土
或
傳
統
居
住
地
方
的
權
利
，
並
確
認
公
民
由
國
外
重

返
歷
史
祖
國
的
權
利
。

此
外
，
蘇
共
「
二
十
八
大
」
通
過
了
關
於
民
族
問
題
的
決
議
，
其
標
題
是
「
民
主
的
民
族
政
策

向
各
民
族
自
願
聯
盟
、
和
平
與
和
睦
之
路
」

。
在
這
個
決
議

中
，
蘇
共
除
檢
討
當
前
「
各
民
族
聯
盟

」
所
面

臨
危
機
的
原
因
與
現
象
外
，
再
次
強
調
關
於
「
主
權
國
家
的
聯
盟
」
構
想

。
蘇
共
認
為

，
這
個
聯
盟
的
基

少

礎
應
當
是
.
，
所
有
簽
署
盟
約
者
的
權
利
應
真
正
平
等
，
明
確
界
定
加
盟
者
的
地
位
，
劃
分
聯
盟
與
加
盟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權
力
，
它
們
之
間
關
係
的
多
樣
性
、
自
願
性
與
互
利
性

。

蘇
共
「
二
十
八
大
」
之
後
不
久
，
戈
巴
契
夫
以
蘇
聯
總
統
身
分
召
開
了
一
個
「
總
統
委
員
會
」
與
「
聯

邦
委
員
會
」
聯
合
會
議
。
會
中
，
戈
巴
契
夫
表
示
，
蘇
聯
將
對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放
鬆
統
治
，
並
透
過
新
的

聯
盟
條
約
，
成
立
較
鬆
散
的
聯
邦
。
他
列
舉
了
八
大
事
項
，
由
蘇
聯
中
央
控
制

.. 

H
國
防
、
邊
界
與
國
安

會

(
K
G
B
)
.
，
叫
圳
市
場
關
係
協
調
，
統
一
的
貨
幣
政
策
，
物
價
與
標
準
.
，
目
能
源
﹒
'
回
運
輸
協
調
.• 

因
對



外
政
策
、
對
外
貿
易
和
關
稅

﹒
'

的
環
保
管
制
與
自
然

災
難
救
助
﹒
，

怕
個
人
權
利
與
法
律
權
利

，

設
立
機
構

以
防
止
民
族
衝
突

﹒

'
的
確
保
科
技
進
步
。

十

、
新
聯
盟
條
約
草
案
與
聯
盟
權
力

一
九
九
0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蘇
聯
正
式
公
布
新
「
聯
盟
條
約
」
(
草
案
)
全
文

，

草
案
共
分
三
個

部
分
.. 

基
本
原
則

、

聯
盟
體
制

、

政
權
與
管
理
機
關
。

新
聯
盟
的
正
式
名
稱
是
「
主
權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聯
盟
」

B
Z

C
旦
g

丘

ω
0
1
月

2
穹
的

o
i
z

P
E
E
-
2
)
。

也
就
是

，

將
原
來
的
「
社
會
主
義
的
」
改
為

「主
權
的
」
，

在
俄
文
和
英
文
中

，

這
兩
個
字

都
是
S

字
母
開
頭

，

因
此
「
U
S

S

R

」
(
蘇
聯
)
縮
寫
稱
號
未

變
，

也
算
是
煞
費
苦
心

。

第三章 政治體制 改造

在
其
本
原
則
方
面

，

條
約
草
案
共
列
出
七
條

.. 

付
每
一
個
共
和
國
都
是
主
權
國
家

.• 

口
組
成
聯
盟
之

各
共
和
國
承
認

，

每
一
個
民
族
有
不
可
割
讓
的
自
決
權

.
，
已
各
共
和
國
承
認

，

重
視
人
權
為
最
重
要
的
原

則
﹒
﹒

個
各
共
和
國
認
為

，

民
間
社
團
的
形
成
與
發
展
是
自

由

與
繁
榮
的
最
重
要
條
件

﹒
，

因
各
共
和
國
將
獨

立
地
決
定
自
己
的
政
體

、

行
政
區
域
劃
分
、
政
權
與
管
理
機
關
體
系

﹒
'

的
各
共
和
國
認
為

，

維
護
民
族
傳

統
和
支
持
教
育
、
科
學
與
文
化
是
自
己
的
重
要
任
務

﹒
﹒

伯
各
共
和
國
聲
明

，

其
在
國
際
舞
台
中
主
要
的
目

69 

標
是
永
久
共
和
國

、

核
子
及
其
他
集
體
屠
殺
武
器
的
銷
毀

、

國
際
合
作

。

在
聯
盟
體
制
部
分

，

該
草
約
明
定

，

盟
員
國
加
盟
係
自
願
性
質

，

各
共
和
國
人
民
航
是
本
國
公
民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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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新
聯
盟
帳
約
(
草
案
)
所
規
劃
的
蘇
聯
最
高
權
力
結
構

全蘇選民

各共和國

蘇聯總統 民族院 聯盟院

蘇聯最高蘇維埃

聯邦委員會

蘇聯內閣

是
蘇
聯
公
民
，
蘇
聯
的
領
土
由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領
土
組
成
，
各
共
和
國
互
不
平
涉
內
政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
第
二
部
分
第
五
條
，
規
定
蘇
聯
所
擁
有
的
全
權
，
這
些
權
力
係
由
各
共
和
國
賦
予
蘇
聯
的
，
共
有

八

項
，
與
稍
早
所
宣
布
者
大
致
相
似
，
茲
摘
要
如
左

•. 

l

通
過
蘇
聯
憲
法
及
其
修
訂
與
補
充
﹒
.

Z

保
護
蘇
聯
主
權
與
領
土
的
完
整

﹒
，

確
定
與
保
護
蘇
聯
國
家
疆
界

﹒
'
確
保
國
家
安
全

.

，
組
織
國
防
並

領
導
蘇
聯
武
裝
力
畫

.
，

1

制
訂
並
執
行
蘇
聯
對
外
政
策
，
簽
訂
國
際
條
約
.
，
代
表
蘇
聯
與
其
他
國
家
交
往
和
參
加
國
際
組

織
﹒
'

協
調
對
外
經
濟
活
動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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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與
各
共
和
國
一
起
共
同
確
定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戰
略

，

創
造
條
件
以
利
社
會
市
場
的
發
展

，

在
共
同

貨
幣
基
礎
上
執
行
統
一
的
財
政
、
信
貸
與
通
貨
政
策

•• 

制
訂
並
執
行
聯
盟
預
算
，
與
各
共
和
國
共
同
維
護

與
利
用
黃
金
與
鑽
石
蘊
藏

﹒
.

5

與
各
共
和
國
共
同
管
理
全
國
統
一
燃
料
與
能
源
系
統

，

鐵
路
、

航
空
、

海
洋
及
導
道
幹
線
運
輸

.• 

管
理
國
防
工
業

，

一一商
務
調
查
，

聯
盟
通
信
與
資
訊
系
統
等

﹒
'

6

與
各
共
和
國
共
同
確
定
社
會
政
策
的
基
礎

，

包
括
勞
動
條
件
與
勞
動
保
護

、

社
會
安
全
與
保
險

、

保
健
、

照
顧
母
親
與
兒
童
問
題

.
，

?
在
文
化
與
教
育
、
基
本
科
學
研
究
及
促
進
科
學
與
技
術
進
步
領
域
內

，

協
調
各
共
和
國
之
間
的
合

信
γ
•
• 

,aq
EI 

8

就
若
干
與
共
和
國
達
成
協
議
的
問
題
上

，

確
立
法
律
基
礎

.
，

在
維
護
社
會
秩
序
與
打
擊
犯
罪
上

，

協
調
彼
此
行
動
。

此
外
，

草
案
特
別
規
定

，

聯
盟
的
權
力
非
經
所
有
共
和
國
同
意

，

不
能
更
改

。

同
時
，

聯
盟
權
力
的

執
行
必
需
有
共
和
國
的
參
與
。

十
二

、
新
聯
邦
的
政
權
與
管
理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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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聯

盟按
政照

權聯

與盟
管條

理約
機(
關草

的案
組 γ

成蘇
斗聯

巨盟
主黨
和三
國按
目的
廣結

泛睡

袋得
性在
軍和
ZE 現
眼 f丁
同盟
時呆

量和
用同
格

遵基
可玄

聯上
》品4 , 
條未

約
的
規
定

。

茲
分
述
如
左
﹒
.

蘇
聯
最
高
蘇
維
埃
.. 

是
蘇
聯
的
立
律
機
關
，
執
行
蘇
聯
的
立
法
權
。
最
高
蘇
維
埃
分
為
兩
院
，
即
聯

盟
院
與
民
族
院

。

聯
盟
院
由
蘇
聯
全
民
按
選
區
選
出
﹒
，
民
族
院
由
各
共
和
國
及
各
民
族
區
政
權

代

表
組
成
，
其
名
額
由
協
議
決
定

。

蘇
聯
總
統
•• 

是
蘇
聯
國
家
的
元
首
，
擁
有
最
高
的
管
理
權

。

總
統
確
保
聯
盟
、
蘇
聯
憲
法
與
法
律
的

施
行
，
是
蘇
聯
武
裝
力
量
的
統
帥
﹒
，
在
國
外
，
代
表
蘇
聯
.
，
監
督
蘇
聯
國
際
義
務
的
履
行
。
總
統
由
蘇
聯

全
體
公
民
選
舉
，
在
蘇
聯
境
內
獲
多
數
票
者
當
選

。

副
總
統
.. 

與
總
統
同
時
選
舉
，
執
行
總
統
的
部
分
職
權
，
當
總
統
缺
席
和
不
能
執
行
職
務
時
，
代
理

總
統
。聯

邦
委
員
會
•• 

在
總
統
領
導
下
組
成
，
其
成
員
包
括
副
總
統
、
各
共
和
國
總
統
(
國
家
元
首
)
.
，
其
任

務
在
確
定
蘇
聯
內
政
外
交
政
策
的
基
本
方
針
，
協
調
各
共
和
國
的
行
動

。

蘇
聯
內
閣
.• 

蘇
聯
部
長
內
閣
由
蘇
聯
總
統
提
名
、

經
最
高
蘇
維
埃
同
意
組
成
，
其
成
員
包
括
總
理
、

副
總
理
、
各
部
部
長
、
及
其
他
政
府
機
關
首
長

。

各
共
和
國
政
府
首
長
應
成
為
內
閣
閣
員

。

蘇
聯
內
閣
從

屬
總
統
，
對
最
高
蘇
維
埃
負
責

。

內
閣
組
成
內
閣
會
議
，
其
成
員
包
括
各
共
和
國
相
關
部
會
首
長
，
以
協

同
解
決
國
家
管
理
問
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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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蘇
聯
政
權
與
管
理
機
關
尚
有

•• 

蘇
聯
憲
法
法
院
，
聯
盟
法
院
(
包
括
蘇
聯
最
高
法
院
、
蘇
聯

經
濟
法
院
及
軍
事
法
院
)
、
蘇
聯
檢
察
院
等

。

這
個
聯
盟
條
約
(
草
案
)
，
也
就
是
未
來
蘇
聯
中
央
政
權
的
基
礎
，
最
大
的
特
點
是
，
其
中
不
含
有
任

何
意
識
形
態
色
彩

。

在
全
篇
條
約
文
字
中
，
沒
有
見
一
個
「
社
會
主
義
」
或
其
他
教
條
性
的
語
彙

。

儘
管
這
個
條
約
從
頭
到
尾
一
直
在
強
調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主
權
，
但
是
蘇
聯
中
央
所
保
留
的
各
項
全

權
卻
受
到
一
些
加
盟
共
和
國
的
批
評

。

因
此
，
在
一
九
九

0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提
到
蘇
聯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討
論
，
已
遭
到
若
干
共
和
國
抵
制

。

這
個
條
約
能
不
能
原
件
通
過
或
修
訂
後
通
過
，
尚
是
一
個
疑
問

.

，
即
使
通
過
，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會
不

會
簽
署
，
也
是
一
個
疑
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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