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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民主社会主义迫使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

益。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都在其纲领中提出了改善劳动

人民生活状况的主张。在实践中，各国社会（民主）党在谋求私有经济发展的同时，力图减轻由此带

来的工人失业，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消极后果，缓解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等。尽管这些政策措

施不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消灭各种资

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病，但是却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扩大了他们的民主权利，改

善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物质生活待遇。 

  三是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是工人运动中一

支重要力量。如前所述，民主社会主义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产

物，并一直同工会和工人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是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股重要潮流。作为民主

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体系实践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国际组织— —社会党国际，控制了大多数资

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已发展成为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政治力量，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既

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工人运动，也有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和工人运动，相比较而言，社会

（民主）党领导的工会运动更为普遍和重要。可以说，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同时，社会（民主）党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

是欧洲许多国家中与右翼政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人都曾

单独或联合执政，并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维护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使部分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主张得以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出现。 

  （二）民主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极负面作用  

  一是淡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局限于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做文章。虽然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作为资本

主义的对立面来设计的，但它只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做文章，大都是对资本主义的完善与补充，而不

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根基。对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暴

力革命夺取政权更是持反对态度。它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局限于议会民主手段或和平手段，有的

还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通过外在的力量用革命或改良的方式

实现，而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自一战以来，所有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所主

张和确定的社会主义，都根本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是要建立一种

崭新的社会制度，而是只对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改良。目前在原东欧一些国家上台执政的社

会党更是毫不讳言地反复表示，他们决不奉行马克思主义、恢复共产主义，而要继续沿着使这些国家

发生剧变的路线走下去，经济上完成私有化目标，只是在速度和方法上作些调整。 

 



  二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直接促

成了苏东地区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作为一种改良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有一套反对科学社

会主义的系统理论，而且在实践中长期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抗争，对共产党采取敌对态度。在苏东剧变

中，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指引下，

原苏东地区执政几十年的各国共产党相继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多党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鼓吹“全民民主”；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推

行私有化。它们不约而同地、非强制性地完成了从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的改建，从固守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教条转而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纲领，从而丢失了政权、改变了制度性质，甚至造成了亡党

亡国的悲剧。 

  三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通过其改良主义理论和政策，调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

级对立，推迟了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到来。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和参政过

程中，通过一系列改良主义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主张，促使资本主义由极端贪婪和自私变得比较“文

明”和“人道”，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但同时，社会（民主）党推行的

政策措施及其后果，也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一种只要通过议会选举和政策调整就可以解决社会矛盾的

表象，使工人阶级把经济利益的满足作为斗争的最高目标，把通过工会与资方谈判、示威游行和罢工

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逐渐丧失了自身革命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一致

性，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力量，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过程。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