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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

且听低谷新潮声》丛书，在全国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慎明同志于2005年就在文中科学、准确地

预测到了美国即将爆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5－2006〉——且听

低谷新潮声〈之三〉）。2009年3月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8－2009)——且听低谷

新潮声(之五)》，汇集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专家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58篇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包括专论、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党的

发展、全球金融危机、俄罗斯政治新思潮等方面权威性、前沿性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书对于我

们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聆听世界社会主义在低谷中的新潮声，更好地把握世界金融危机所

带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机遇，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

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全书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  李慎明同志的专论：《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已步入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缩

期中的衰退》  该部分是本书“压轴”之作，尤其值得认真研读。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世界的经济

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但实际

上，美国经济能否一如既往地保持其一战以来的绝对领先地位，能称霸世界多久，这尚需进一步的探

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等发展趋势使得其世界一霸的地位不可能永恒不变。李慎明同

志在文中深刻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研究了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

金融危机。认为美国金融垄断规模已达峰巅、美国金融垄断泡沫的破灭已经显现，进而指出美国经济

潜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说：“即使美国能依靠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摆脱正常商业周期危机，

也难以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事实表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

波论” 正在美国经济中起作用，认识到并把握这一点，是当前分析并把握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实

质的关键，也是美国经济复苏乃至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关键。 

第二部分  探讨国外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党的发展，包括37篇文章，分别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思

潮，亚洲、欧美、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党和左翼党派的最新发展状况等方面展开论述  （1）分析

了21世纪初国外共产党组织总体状况及发展前景。书中指出，苏东剧变至今已经将近20年，共产党组

织并没有如国外右翼人士预言的那样湮没消亡，它们经历了危机、分化、重组和更新，从捍卫生存到

谋求新的作为，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1世纪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调整，国外共产党组织的力

量有所恢复，目前约有100多个国家存在着共产党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共产党组织的总数

约有130个，国外共产党总人数约有1400多万人，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等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党员

人数约有730万人，其他非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共产党员约有700多万人。国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七

个，除越、朝、古、老4个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

党）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3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参政的共产党有11个，包括巴西共产党、保加

利亚共产党、圣马力诺重建共产党、南非共产党、斯里兰卡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尼

泊尔共产党（联合阵线）、叙利亚共产党（费萨尔派）、叙利亚共产党（巴格达什派）和乌拉圭共产

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共产党加强了联系和交流，组织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

交流彼此的经验，分析当前的形势，明确自身的任务。国外共产党还积极参加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斗争，来加强同左翼力量的合作。（2）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依然旺盛。西方两次影响重

大的有关马克思的民意测验，马克思依旧“人气最高”。西方学术界一再掀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



 

潮，一系列国际性大型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召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在今天仍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真理光辉照耀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征程。正如书中所言：“由《共

产党宣言》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就因为它

是科学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征服了人心，并赢得了世界上千千万万人们的敬

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

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

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

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2]特别是在

全球化进入高潮之际，人们必然会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很多预言，都在一一成为现实。美

国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又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甚至国外有的右翼学者都不得不承认

“马克思将会重返”。（3）在对亚洲国家的研究中，有的专家指出：在推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时

期，大力加强工人阶级研究与建设，是党、国家、政治系统、工人自身和全社会的重要和急迫任务；

有的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为例，从其各方面论述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

重要性；还有的专家指出，中、越虽在很多重要理论和实践认识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关于社会主义本

质的认识、关于党的执政思想、关于党的性质和目标、关于党的执政方式等方面也体现出各自不同的

国情和特点，越南社会主义革新并不是“抄袭中国改革”。中、越对比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认识

并相互借鉴，有助于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4）在对欧美国家的研究中，有的专家论述了苏东

剧变后乌克兰共产党的基本情况、主要理论主张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主要介绍了俄共修改纲领的

背景，以及新纲领草案中的若干重大改动；有的追溯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其进行了如实、深入

的研究，并发人深省地指出，“为历史翻案，往往是敌对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突破口”。对此，

我们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有的介绍和分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并

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客观评析，指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在新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的贡

献，但其某些社会主义主张是片面的。有的对加拿大共产党的纲领进行了编译，全面阐述了加拿大的

社会政治状况、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并就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加拿大，提出了自

己的主张。有的整理了多位学者对希腊大规模骚乱原因的剖析，指出希腊动荡源于社会深层次矛盾，

各种政治势力掺杂其中，但希腊政坛重新“洗牌”时机未到，全欧动荡的可能性也不大。（5）在有

关拉美的研究中，有的学者研究了美国阻挠和破坏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和主要手法；有的介绍和

研究了目前在拉美社会主义流派中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三大思潮，即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科

学社会主义、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具有拉美特色的“21世纪社会主义”和中左翼政党主张的社会民主主

义、民族爱国主义；有的对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出了两国的

相似之处和差异，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见解；有的介绍了卡斯特罗移交权力的主要原因和过程，

以及古巴国家新领导班子的组成和政策动向，并介绍了对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的评价，提出了如何

正确看待格瓦拉的问题，认为格拉瓦的革命精神应该永远受到尊崇。 

第三部分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共有7篇文章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深层次剖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

原因及其影响后果，着重指出，以美国次级贷款为主要特征的这场危机，不是一场普通的金融危机，

这是近6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这对我们正确分析和把握金融危机

的本质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把握机遇、稳步发展经济都大有帮助。书中指出，经济危机带来

冲击和挑战固然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危机也蕴含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可以进一步发挥世界市场和资

金提供者的作用，美国“次贷”危机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次贷”危机的爆发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在推行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有的学者

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及其影响，并着重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我国的渠道，然后对我国应对

金融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质、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

响、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有的整理了萨科齐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看法，最引人注目的是

提出了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有的则透过“次贷”危机来看美国的经济对“次贷”

和所谓“金融创新”、“次贷”和经济全球化以及“次贷”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有的记述了金融危

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反应，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成因、根源与实质，提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

策略主张。这些文章为我们科学认识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其危害，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最现

实的帮助。 

第四部分俄罗斯政治新思潮，这一部分共收录了13篇文章  主要分析了俄罗斯社会思潮的重大变化

及当前俄罗斯的政治走向，为我们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有的整理了“俄

罗斯政治新思潮和世界格局新动态”研讨会的情况，指出俄罗斯社会思潮的重大变化是历史虚无主

 



义，并认为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成为俄目前的主流思潮；有的记述了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出版引起的

思想界的强烈震动，教科书中提出重新评价苏联体制、斯大林等重大问题。有的则详细研究了“人道

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主要内容及其危害，最后深刻指出，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

高度的重视；有的记述了俄罗斯共产党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90周年的情

况，着重阐述了他们运用《宣言》的基本理论和原理分析当今世界的各种现象及发展趋势，论述当代

共产党人的使命和任务，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美好未来的行动纲领。 

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

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3]虽然世界社会

主义仍处于低谷，“资强社弱，资攻社守”的局面在一段时期仍然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还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严峻挑战，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研究与运动犹如

低谷中的新潮声，世界经济危机更是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认真研读该书以及之前的四本

《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趋势有了更加清晰和系统的认识，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2]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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