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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在京开幕

15 国学者和左翼党代表

共议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本报讯（记者邓之湄）2014 年 10 月 13-14 日，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

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社会主义是人

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成立二十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

长于洪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作题为《国际金融危机孕育

着社会主义的复兴》的主旨报告。原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

李力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作大会发

言。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

院长刘国光向大会提交论文。会议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学

东主持。

李慎明在报告中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典型的全

球性的产品生产相对过剩、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经济危机，

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当前仍未见底的国

际金融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各种观点都在解读，但只有马

克思所揭示的最为本质和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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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指出，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推

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些被推迟的巨大的

破坏性能量，远未被释放出来。由于全球范围的贫富两极分

化仍在加速拉大，有效需求仍在急遽缩小，所以我们说，更

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还在后头。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

复兴植根于全世界内财富占有与收入分配急遽两极分化的

丰厚经济沃土。辉煌与苦难相伴。当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

危机愈是深化，人们便愈是觉醒，社会主义便愈是复兴和发

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突尼斯、澳大利亚、朝鲜、老挝、印度、古巴、巴西、阿根

廷等五大洲 15 个国家的学者和左翼党派代表，以及中组部、

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联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新华社、北京市

委党校、辽宁省委党校、空军指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武汉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大

学、西南大学、苏州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郑州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南京财经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温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江汉

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南京审计学院、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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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云南农业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社会科学院、湖南社

会科学院等单位的 150 多位代表共聚一堂，围绕社会主义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金融资本垄断时代的阶级压迫和

阶级剥夺、世界左翼运动和思潮等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

讨。

如何认识全球化，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

的问题。当前，对于全球化存在多种不同的立场观点。美国

共产党经济委员会代表哈拉比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实际上意味着“世界上的工人们相互竞争”，甚至是“彼此

斗争”。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需要工人阶级的全球

化。为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必经步骤。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塔尼斯洛夫·爱德华多维

奇·阿尼霍夫斯基表示，必须把作为各民族彼此接近的客观

历史进程，形成统一的相互依赖的世界的“全球化”与“全

球主义”区分开。“全球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当代形式。

由于它的存在，全球化被改变了发展方向。“帝国主义的全

球主义是发展的绝境之路，应该用另一种全球性的制度——

社会主义抵制它。”

“全球化和社会主义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俄罗斯《真

理报》主编科莫茨基谈到，若彻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

法论进行分析，有理由确定全球化和社会主义有很深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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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共性”：二者都是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出现，并在社

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中成熟起来；直到 20 世纪初期，社会才

发展到允许社会主义和全球化变成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学说依据的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全球化的制度，

向这个全球化制度进行的跳跃（即社会主义革命）带有世界

性。

“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正是全球化的一种

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竞

争同时也是两种全球化类型的竞争。”科莫茨基表示，从国

际布局的角度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全球化的过渡阶段

本质相同，全球化和社会主义解决的是同样的矛盾。“人类

世界发展的历史实质就在于此。”

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前进之路。通过分析原苏

联解密档案和相关研究报告，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

格雷弗•弗发现，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斯大林领导时期的

苏联历史就受到了歪曲、捏造和篡改。比如，通过与原苏联

档案逐一核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 61 条

指控中有多达 60 条可论证为不实。又如，在哈佛大学霍顿

图书馆公开的关于列夫•托洛茨基的档案中，列夫•多谢夫与

父亲托洛茨基的通信证明了苏联内部存在托派分子和其他

反对集团组成的反苏联盟；而其他一些可能对托洛茨基声誉

造成负面影响的材料已经受到“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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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在西方出版的所有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的

书籍或文章，几乎都被所谓‘反斯大林范式’的框架所禁锢。

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关于斯大林时期的恐怖传闻，全都成为败

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名誉的工具。”格雷弗•

弗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显然犯下许多错误，但其最主要的错

误不是其他，而在于“先行者必然会犯错”。“我们应该认真

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崭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能通

过坚实的历史基础得以重建。”

据悉，本届论坛共收到来自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论文近

100 篇，之后将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同日还发行了社科文

献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格局与我国安全战略》和第四届世界

社会主义论坛论文集《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