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社会发展:

新情况、新问题、新对策
———第四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综述

汤兆云 孙应帅

2016 年 9 月 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华侨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和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协办

的“第四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在华侨大学召开。论坛主题为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社会发

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和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发表书面致

辞。邓纯东强调，本次学术研讨会是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背景下召开的，对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工作，坚定高校师生马克思主义理想

信念都具有重要意义。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关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华中师范

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主任聂运麟等作了专题报告。来自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

统、高校系统 140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就以下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外共产党发展态势

在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坚

定的理想信念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运动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邓纯东研究员认为，前

东欧和苏联国家一部分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动摇是其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总结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这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

他特别指出，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兴起复苏的重要历史时期，这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理

想信念，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重要机遇期。贾益民教授认为，进入新的

历史时期以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呈现出诸多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

功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可供借鉴

的生动范本。姜辉研究员认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形势和状况已与 20 世纪完全不同，在资

本主义世界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复苏乏力、矛盾重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却在许多国家被人们重

新认识，而进入了 “谋求振兴期”。他从 “科学社会主义从 1848 年－1917 年，1917 年－1989 年，

1989 年－2049 年三个‘七十年’的发展长的历史阶段”和“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

方案的现实高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21 世纪中叶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

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的伟大历史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必将对科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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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在新世纪的发展壮大产生重要的历史意义。

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载体。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

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面临着各不相同的问题，他们都在进行艰辛的探索。徐世澄研究员总

结了古共“六大”至“七大”期间古巴在更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模式方面发生显著的 “更新”，分

析了在趋势性、观念、法制、体制、经济政策、社会以及外交政策方面发生的变化。他认为，古巴

社会主义仍然面临诸如模式 “更新”的经济效果不明显、某些观念更新缓慢、体制更新困难重重、

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人口结构老化等问题和挑战，需要古共新领导层认真加以应对。聂运麟教授认

为，为了解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协商

一致”原则，对于今天我们如何与世界各类社会主义政党打交道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社

会科学院潘金娥研究员认为，目前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依旧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目标

方向，尽管发展方向和目标一致，但改革的实践却各具特色，并且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

创新和发展，形成了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

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和左翼思潮活动的现状与前景

国外诸多社会主义流派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他们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缓慢走出低谷而世

界多国共产党仍难以重振的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唐海军研究员总结了部分原因: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多国共产党改革调整没有找到相对适合的道路或方案，多国政党政治演变趋势

不利于共产党的生存发展; 另外，教条僵化、意识形态上的不宽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共产党的

“妖魔化”蛊惑宣传、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等等也是重要原因。中国政法大学林德山教

授通过对处于十字路口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社会

民主党在不同程度上所做的政策性调整只是为了应对选举的压力，并主要显示为向后的退却而非向前

的进一步改革。可以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正处在一个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主张社会主义的桑德斯赢得一大批选民尤其是青年选民的关注与拥护

这一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轩传树研究员认为，当今美国社会主义

主张之所以“意外”受到许多青年人的拥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桑德斯以社会主义为名

的竞选主张迎合了民众内心关切的主观因素，有国际金融危机深化、贫富差距扩大教育了民众进而

改变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既有偏见的现实原因，也有美国本土一直绵延不断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历史原

因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复兴带来的外在因素。美国国内社会主义受到热捧无疑再次证明: 历史并

没有终结，美国也有兴起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

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社会发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引

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华侨大学吴苑华教授提出，世界历史不是社会形态演变史而是世界

体系的演变史。作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的未来形态。世界体系论派肯定了社会主义是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承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坚信 “社会

主义世界体系”一定会来到人世间。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历史自信、未来自信，既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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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反思社会主义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贺钦助理研

究员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有其内在发展规律。面对这样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不同学科的发展与创

新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不同视角，而一个学科的内在张力和生命力在于其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

释力和说服力。国际共运学科的兴起、发展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国际共运学科

在历史反思和理论继承上具有一定的传统优势，在关照现实和前瞻未来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陕西师范大学刘传华博士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主义社会孕育新社会因素”观点的历史考察，

总结了其当代启示: 发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社会主义事业的全人类性、准确理解资本主义国

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解放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和发展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任务新课题。中央编译局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主编许宝友研究员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坚持和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背

景、途径和“可能性”。其途径主要为: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 “来”观 (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四个意识” ( 全局、世界、问题、规律意识) 、“三个必须” ( 必须深刻把握全球化的

逻辑、必须深刻把握资本的逻辑、必须深刻把握发展的逻辑) ，形成更加清醒的判断; 而时代发展

的需要、既有的建设基础、党和政府重视、主体力量增强等因素，将使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

展成为可能。

华侨大学王四达教授通过“总体史”与“三时段”的结合，构成一个 “点”“线”“面”“体”

的有机整体，再分别从中国历史的“三时段”和世界历史的“长时段”这双重视角，解析社会主义

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重要事件、客观情势和社会结构的特殊作用，并揭示这一思潮在中外历史时

段中双流汇合的关系，由此推进对该问题的立体解读。江西九江学院汪力平教授通过对文明发展的

历史困境与“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的辩证关系的分析，认为推进和平发展 “命运共同体”的文

明理念突破了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它肩负促进和谐社会的自觉意识，彰显多彩、平等与包容的价

值追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化，积极倡导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揭示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与会的专家学者在研讨中一致认为，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当代世界呈现出诸多新情况、新

变化和新特点。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进入深度调整期，至今复苏乏力，

其制度体系无法根除的基本矛盾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和矛盾对立。另一方面，国际共产主义

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低谷，进入谋求振兴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成功实践，使具有 500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

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人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和形成中国方案的实践勇气，将为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发展振兴，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 作者单位: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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