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最新导读

民主社会主义的流变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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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诸多国外理论流派中，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比较悠久，影响比较广泛，是最具影响力的全
球性政治思潮之一。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方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政治舞台上与右翼、极右翼势
力相抗衡的一支重要的左翼政治力量，他们常以西方社会广大民众政治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对欧洲

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冷战期间，曾有30多个欧洲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或

参政，有的执政时间甚至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苏东剧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推出“第三条道路”来

应对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福利国家危机等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种种挑战，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

效，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盟15国中社会民主党在13国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的盛况。目前的社

会党国际已发展成为遍布世界五大洲、拥有近170个成员党和4000多万党员的重要政治力量。基于民

主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鉴于民主社会主义思

潮近年来在我国不断蔓延的趋势，本文拟着重探讨民主社会主义的嬗变、实质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嬗变 

  作为西方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统称，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

的理论内容和表现形式。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萌发于19世纪中叶。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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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在第二国际晚期之前，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内容和目标

战略，几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恩格斯一度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列

宁也曾直接把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等同起来。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中以伯恩施坦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扩大，民主社会主义开始与科学社会主义分

道扬镳，并在日后的发展演进中逐步拉大了距离。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最终确立起来的。从1899年伯恩施坦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明确提出用社会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积极

鼓吹通过合法的、改良的、阶级合作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至今，在100多年的时间内，民主社会主义

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 

  （一）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基本理论的构建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等人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公然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论证社会主义，提出要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主张用“民主改良和经济改

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实现社会平等和分配公正。社会民主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成为了一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明显区

别的社会思潮。相应地，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也普遍放弃了暴力革命理论，确立

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念，寄希望于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

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脱掉那件‘穿惯了

的’、‘可爱的’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 把社会（民主）党改名为共产党。在他的号召下，各国

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普遍成立了共产党并于1919年3月组建了共产党的世界组织— —共产国际

（也即第三国际），原第二国际各党的右派和中派，则继续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明确表述自己的改

良主义观点。 

  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建立公有制，推行国有化以及实现社会主

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等方面并没有太大分歧。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实现

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问题的认识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强调要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废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和改良的方

式对资本主义逐步进行改造，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二）民主社会主义进一步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倡导改良主义时期 

  二战结束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对其基本理论和政策

纲领进行了新一轮调整，并在调整中进一步放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 

  1951年6月30日— —7月9日，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推动下，社会党国际成立并在

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

《法兰克福声明》），该声明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正式将实现“民

主社会主义”，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并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1959年11月13-1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通过

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即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首次提出自由、公正、互助三项社会

主义的基本价值，明确宣称“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

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同时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根植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

学”，把马克思主义排除在了其“三大理论来源”之外。这两个纲领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战后几十年的基

本理论框架，并逐步衍生为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这一时期，奉行民主社会主

义的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领中，明确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追求，转而追求伦理社会主义，并日

渐放弃了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目标，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同时，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

的“民主”，社会民主党人将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以此区别于当时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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