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

——

第 三届 国 际共产 主义运动论坛综述

遇 荟 邢文增

为深入了解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探求 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发展规律 ， 进而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由 中 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华中师范大学主办 ，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部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共同承办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主义研究 》 杂志社和

《社会主义研究》 杂志社协办的
“

第三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
”

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 。 来 自 中国社科院 、 中央编译局 、 中联部 、 中央党校 、 教育部 、 北京大

学 、 华中师范大学等 ５０ 家单位的 １２０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 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充

分的交流与研讨 。

一

、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 总体态 勢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 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

新社会运动重新得以开展 ， 尽管没有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 ， 但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与挑战 。 因

此 ， 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 ， 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 具有重要意义 。

中 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 党委书记邓纯东在致辞中指 出 ， 金融危机以来 ， 当代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深度调整期 ， 复苏前景不明 朗 ，
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及部分左翼政党执政的

国家发展良好 。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孕育着新的发展 内涵 ， 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仍在继续 ， 需要

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 新特点 ， 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和规律的认识 。 当前世界社会

主义出现了 以下新特点 ： 发展模式多元化 ，
左翼力量有所壮大 ， 国际合作形式出现新变化 ， 世界社

会主义理论研究再次成为各国的新热点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志民教授认为 ， 世界社会主义已走 出苏东剧变的阴影 ， 进人新的发

展时期 。 具体表现为 ：

一是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 互利合作 、 相互竞争 ；

二是社会主义力量

的和平发展 ；
三是各国工人党 、 共产党独立 自 主探索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问题 ， 呈现 出 多元化和多

样化 。 世界社会主义进人新阶段后 ， 将进人量变的新常态时期 。

中央编译局许宝友研究员认为 ， 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态势意味着 ： 第一 ， 从内部或主观方面看 ，

苏东剧变后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正在形成以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中流砥柱的新态势 ，
社会主义

发展的多元化态势正得到巩固和加强 ， 世界左翼运动也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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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人人心 ； 第二 ， 从外部或客观方面看 ，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 社

会主义正在得到较好的发展 。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主任聂运麟教授谈道 ， 危机爆发后 ， 资本主义国家

共产党积极开展应对危机的斗争 ， 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迈出 了新的步伐 。 但从总体看 ， 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仍处于低潮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仍处于边缘地位 。 要解决这一困局 ， 必须

从 自身存在的问题入手 ： 第一 ， 解决历史遗留的和现实产生的内部分歧 ， 实现社会主义运动 自身的

团结和统一 ； 第二 ， 排除
“

左
”

彳质和右倾思潮的干扰 ， 创造性地制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策略 ； 第

三
，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 第四 ， 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 第五 ， 坚持左翼联盟

政策 ； 第六 ， 突破现行政治体制的禁锢 ， 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 改变被边缘化的状态 。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季正矩研究员认为 ， 首先 ， 从总体上看 ， 当前的世界社会主义

还处于回升过程中的低潮 ， 但低潮中有亮点 ， 局部上有所建树和突破 ； 其次 ，
工人的国际联合呈现较

好的势头 ； 第三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效应持续发酵和增强 ； 第四 ， 多样性和 自主性等维度正在

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
全球化也正在并 日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变化 、 发展的平台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姜辉研究员认为 ， 世界社会主义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

Ｗ ： 世界范围 内反对和变革资本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集中开展时期 ， 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

化趋势与加强联合的国际化合作并存发展时期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且引领

示范作用上升时期 ， 处于新一轮衰退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与处于新一轮上升期的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

竞争和博弈更趋激烈时期 。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胡振良教授强调了时代变迁与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 认为

应重视从社会技术形态的角度去深化社会主义的研究 ， 重视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去深化社会主义

．的研究 ， 重视从互联网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角度深化社会主义的研究 ， 即从互联网是人 （ 自 由 ） 的时

代 、 民主的时代 、 社会的时代 、 民族和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角度去看待和深化互联网和社会主义之

间关系的研究 。

《社会主义研究》 副主编王建国认为 ，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面临 的仍然是在多元化的现实与

趋势 （ 国际共逢史的常态 ） 的基础上如何取得共识的问题 。 这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发展特点和趋势

的共识 ， 也包括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多元化等取得共识 ， 这样才能深

化对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运动的理解 ， 从而在现实层面上达成合作与联合 。

二
、 国 外共卢 免及左翼連动 的发展现狀

近年来 ， 国外共产党和左翼政党都对其理论政策进行了调整 ， 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

中 国社科院马研院李瑞琴研究员认为 ， 危机以来 ， 世界左翼运动发展较快 。 各国共产党工人党

国际会议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 ； 世界各类左翼论坛声势浩大 ， 提出 了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利益

的政策主张 。 这些都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缓慢复兴 。 但她同时强调 ， 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不

能低估 ， 未来左翼力量仍然要做好面临长期挑战和困境的准备 。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员分析了拉美左翼的情况 。 他指出 ， 目前拉美国家的左派执政地

位虽然相对稳固 ， 但也在经受着新的考验 。 美国千方百计想搞垮委内瑞拉等左派政权 ， 拉美各国国

内的右派也在利用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发动进攻 ， 拉美政坛左派占优势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 。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刘淑春研究员在分析苏东剧变以来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整体情况时指出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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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独联体地区至少有 ３０ 多个以共产党命名或以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 目标的共产

党 ， 总人数 ７０ 多万 。 它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 根据国 内外形

势的变化 ， 制定新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 其面临的困境是 ：

一方面 ， 国内政治生态环境艰难 ， 地区地

缘政治环境复杂 ； 另
一方面 ， 共产党内部存在分歧 ， 选择议会道路令其陷人两难境地 。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群副教授 、 山东大学 （威海 ） 马列部焦佩副教授 、 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建礼副教授 、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李亚洲教授 、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余

维海副教授 、 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文社科教研部禚明亮讲师 、 中 国社科院马研院李凯旋助理研究员

等都就该专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

三
、 中 国 特笆社会主义的軒发展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备受瞩 目 ， 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中流砥柱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成为与会学者集中讨论的问题 。

信阳师范学院副校长李俊教授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

论断的价值 ， 认为这一论断宣告了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 ， 指 出 了中 国共产

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 ， 揭示了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成功的根本原因 。

教育部社科司原司长奚广庆教授强调 ，

“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

理论范畴的提出是对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 这是我们党 ９０ 多年来坚持正确理解和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结

晶 。 这个理论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逻辑 ， 同时又深深扎根于 ２０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

史发展和丰富经验之中 ， 为我们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

河北省社科院郭强副研究员论述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 指出 中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

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 ， 其国家治理既要符合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
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 ， 还

要符合东方文明的发展逻辑 。

中 国社科院马研院张福军副研究员对中国道路和中 国模式进行了分析 ， 认为中 瞎道路的特点表

现为 ： 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 特色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 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有机统一 。 而

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 ， 是中 国 自 己选择的创新模式 。 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 的
“

四个全面
”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略 ， 为完善中 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提供了战略指引 。

中 国社科院马研院副院长樊建新研究员最后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 他指 出 ， 苏东剧变后 ， 本学科

陷人低潮 ， 研究力量屈指可数 。 为把本领域的研究力量汇集起来 ， 马研院从 ２０ １ ３ 年开始筹建此论

坛
，
已举办了三届 ， 规模越来越大 ， 议题越来越深人 ，

对推进学科发展、 培养研究队伍会起到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 他指出 ， 本次论坛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包括 ： 如何判断当今时代的主题 ， 如何用
“

新常态
”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 、 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概括 ， 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通 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 。 总之 ， 对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的判断既不能盲 目乐观 ， 要看到问题 ；
也不能悲观失望 ， 要看到新的变化 。

另外 ， 中央编译局林德山研究员 、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冯颜利研究员 、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鲁长安讲师 、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张剑副研究员等对国外左翼思潮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了大会发言 。

（ 编辑 ： 马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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