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 “第五届国际共运论坛: 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综述

赵彩燕

2017 年 8 月 26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山东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与山东社会科学院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 “第五

届国际共运论坛———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在山东济南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唐洲雁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季正聚研究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吴恩远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分别作主

题发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

院、山东大学等 40 多家单位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共聚泉城，围绕当代世界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十

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历史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1．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运动自诞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对当今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和判断，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和发展。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之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怎样的趋势和特征? 世界范围内的左翼运动有了哪些

新发展? 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邓纯东指出，对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探讨，能够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要加强四个方面的宣传和研究。第一，加强

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新发展的宣传。苏联解体后，针对一些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思想和看

法，邓小平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经过近三十

年的发展，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向复苏，方兴未艾，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一判断的科学性

和正确性。第二，当今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具体研究中，要将其置入社会主义

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分析它们是否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

实践的进步、未来前途是否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是否具有启发性意义。第

三，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左翼政治力量在多极化世界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国际

政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要加强研究它们在整个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评估他们对当代国际

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对重大国际事务的解决所发挥的作用。第四，加强对国际左翼力量与中国

共产党之间交流合作的必要性研究。双方的交流合作既有利于促进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发挥积

极作用、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也能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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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潘金娥研究员从比较视角对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变革实践进行

了探讨。她指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采取了所谓 “休克疗法”的 “激进式改革”，其

结果已证明，这种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为目标的改革将导致国家的倒退。而中国、越南、

老挝、古巴和朝鲜通过实行“渐进式改革”和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实现了国家的发展。

山东省委党校张传鹤教授则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流派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经典马克思主

义者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派别的划分，分别从 “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空想的还是科学的、阶级立

场、真的还是假的”等视角看问题，对我们分析目前社会主义派别具有方法论意义。只有对社会主

义流派的多样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甄别，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实践与制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2． 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历史问题

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就中国而言，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和先进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与中国革命道路

及历程息息相关。2017 年是十月革命 100 周年，也是我们对十月革命进行纪念与研讨的重要契机。

专家学者们就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十月革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进行了研讨。

关于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邓纯东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建立了第一

个工农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灾难

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救国救民道路上受到启发，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些都是基本的历史性事

实，也体现了十月革命的正义性、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然而在西方资产阶级长期妖魔化社会主义

运动的宣传下，理论界对十月革命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混乱的看法。因此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和

影响进行正本清源，关系我们的制度自信与意识形态安全。

关于十月革命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唐洲雁指出，

十月革命无论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

深刻改变了 20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为世界各国人民在发展道路方面提供了更好的尝试与选

择; 它深刻改变了 20 世纪的世界格局，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参与到世界体系中来提供了机会; 它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巨大，可以说，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中

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山东师范大学李爱华教授针对理论界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几点错误认识进行了反驳。他认为，第一，不能把毛泽东所说的“送来”混同于 “传来”。

第二，不能把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第三，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

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以变革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现实需求。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十月革命对俄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吴恩远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不意

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 “时代的终结”，相反，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傲然屹立世界，在

重重危机的资本主义迷雾中展现了新的曙光。总结十月革命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历程，可以更加

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淑春研究

员分析了俄罗斯官方、民众和学者三个群体对十月革命 100 周年纪念活动的态度，总结了今日俄罗

斯人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亚雄教授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

史过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问题。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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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理论基础、道路探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方略实践等议题进行了解读。

季正聚从四个自信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是社

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彰显了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主要表现

为: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既没忘“老祖宗”，又开辟了“新境界”，彰显了理论自信; 第二，中国改

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成功闯出了一条新路，彰显了道路

自信;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坚持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保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彰显了制度自信;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彰显了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表

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探索和开辟了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发展道路。

唐洲雁认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

来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

供了中国方案。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与西

方通过殖民侵略积累原始资本的道路完全不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

开始起步; 是在“一化三改造”等探索下逐步推进现代化道路; 是在学习苏联，又不断摆脱苏联模

式的基础上来探索现代化道路; 是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误，不断地拨乱反正，从而走向改革开放，

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从当初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等单项现代化走向了富强、文明的全

面现代化。中国开辟的新路径，为世界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增添了信心。

为了深入挖掘国际共运史的时代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院省马克思

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述森研究员认为，应当特别重视国际共运的著名领袖、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活

动家的晚期和晚年思想。他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有生理意义上的晚年，由于主客观原因，其

一生思想变化不是特别大、但在晚年也提出了某些新论断、新观点，例如马克思、斯大林和毛泽东

等。二是一生有较为典型意义的晚年，并且在晚年提出了较多的新观点、新论断从而形成了较为系

统的晚年思想，例如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等。三是有不十分严格意义上的晚年，但是在生命与

活动的晚期由于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因而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如普列汉诺夫、布哈林

和陈独秀等。四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主要是指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例如卡尔·考茨基、奥托

·鲍威尔、维克多·阿德勒等。

樊建新在总结中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许多宝贵经验需要大力宣传，许多科学结论需

要认真坚持。第一，对十月革命的理论研究要有正确认识。十月革命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没有任何

因果关系，苏联解体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结果; 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偶然事件，

不是早产儿。第二，要正确认识国际共运史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防

止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空心化、标签化、庸俗化。第三，要高度重视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

南作用。十月革命证实，伟大实践不能没有伟大理论的指导。第四，要辩证认识历史决定论与主观

能动性的关系，在科学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

创造历史。

( 作者单位: 山东社会科学院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 编辑: 张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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