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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些共产党回归传统本色 

 
—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三大亮点之一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激烈撼动着原有的世界格局，在大变革大调整的社会形势下，一度低迷的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再次显示出独特光彩，其中有三大亮点值得一提：一是国外一些共产党回归传统突出

自己的特色，二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或参政，三是拉美左翼崛起、出现一批中左翼

政府。本篇先来介绍其亮点之一— —国外一些共产党回归传统本色。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成为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普遍诉求，一些国家的共

产党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回归传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保持为工人和劳动人民利益代言的本

性，进一步突显了共产党的特色。 

  走自己的路 不断革新调整 

  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本国本党的实际进行理论革新和政策调整，走自己的路，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已成为普遍潮流。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主张在苏东剧变前就有很大

变化，苏东剧变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意大利共产党最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法国共产党（以下

简称“法共”）提出“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后来又出现“欧洲共产主义”、“新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潮和理

论，其实质都是要根据本国的特点来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生存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共产

党也对各自过去的传统理论普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反思，对过去的目标和实践模式进行了程

度不同的调整，革新党的活动方式，探索共产党生存、发展的新途径。 

  然而，多数发达国家共产党的改革调整并没达到预期效果，反倒使得力量日益下降，处境更加艰

难。法国共产党多年来虽不断调整纲领、路线、政策，试图淡化共产党色彩，但仍难解决民众关心的

问题，无力联合其他左翼和增加对传统选民的吸引力，力量不断下滑。在2007年总统选举中得票率由

2002年的3.4%下降到1.9%，议会选举中仅获得17席席位，比上次减少4席。面对失败，法共内部分歧

进一步加大，如何看待法共多年的“变革”成为党内很大的争议问题，不少人开始批评过去的“变革”。 

  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改革调整总体上不如发达国家共产党那样深刻，力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

化，有的还略有上升。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如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印度共产党

（马列主义）等始终保持左翼特色，坚持自己政策主张，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原有的支持者，力量还有

所发展。 



 

  为遏制影响力日趋下降的势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不断反思和调整政策的基础上，改变过去的

一些做法，在策略上开始显示出向传统回归和“左转”的新动向。目前，法共全国书记比费不再提“变

革”，表示要突出党的战斗性和政策的独立性，把反对新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旗帜和主要任务，进一步

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 

  立足根本 突出特色 

  经过冷战后的政策调整和理论反思，特别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外一些共产党认识到理论

政策可以不断调整，但共产党的本色不能丢。因而，他们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以维护劳动大众

利益为工作重点，积极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南非共产党（以下简称“南非共”）自成立后即以非暴力的、合法的形式开展争取工人权益和经济

社会平等权利的斗争，1990年恢复合法地位后一直与南非非洲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结盟，

坚定支持非国大的政策主张，并和非国大一起参与执政。近年来，南非共在发展理念上与非国大的分

歧逐步扩大，多次公开批评前总统姆贝基及其政策，强调公平优先，要求采取更激进政策维护穷人利

益。2007年南非共举行十二大，通过了《南非社会主义之路》的行动纲领，重申要努力“在国家权

力、工厂、社区及经济、意识形态和国际领域等方面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呼吁重启国有化，使

分配向工人阶级和穷人倾斜，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在2008年底举行的南非共政策会议上，多数领导

人再次呼吁要提升南非共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使南非共真正成为有决策权的政党，进一步表明南非

共保持独立自主、突出共产党特色、尽快进入执政和决策核心舞台的意愿。南非共这种做法提升了自

己的形象，在2009年初大选中巩固了在执政联盟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始终保持共产党的特性，拒绝政府补贴，拒绝与其他

大党结盟，在日本政坛中独树一帜，稳居日本第三大党地位。日共注重从实际出发来调整党的方针政

策：为适应国情，政策主张适时温和，将“社会主义革命”口号变成“民主改革”的提法。日本国民特别

是年轻人对现状日益不满，对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共产党的关注日渐升温。日共也以各种方式为劳动者

和社会弱者说话，志位和夫委员长应邀在电视上宣讲马克思《资本论》，揭露日企业大量采用“派遣

工”形式对年轻人进行剥削。日共议员在议会演讲中大力抨击资本家剥削年轻劳动力，令日本青年大

受鼓舞，认识到“只有日共是关心人民的政党”，一些年轻人为此纷纷加入日共。 

  同时，在新形势下众多国家的共产党希望加强左翼联合共同发展。近年来，一些左翼政党联合举

行各种国际会议、研讨会等，声讨资本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表示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

主义终结，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危机。欧洲左翼党二大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新政

策”，呼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欧洲左翼加强联合与协调，并与欧洲工会等其他社会运动联手在欧洲层

面改变现状，努力实现左翼替代。 

  总结经验教训 实现稳步发展 

  经过20多年的调整与反思，越来越多国家的共产党开始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他们普遍认识到： 

  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特性，处理好调整改革和保持特色的关系，始终成为批判和“超越”资本主

义的基本力量。苏东剧变前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打着革新旗帜，理论政策上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

淡化共产党色彩；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参与执政的过程中，为保持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向主导政权的大

 



党妥协，立场模糊，成为执政大党的附庸。这些短视的行为，由于缺乏依靠力量，最终失去了传统支

持者。相反，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也没有改变共产党性质，始终把自己看

作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力量。由于在调整改革中保持共产党特色不变，这些共产党依旧吸引着传统

的支持者，力量稳中有升。 

  共产党在实践中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共产党无论是加快改革步伐还

是“回归”传统，都需要维持在广大党员和支持者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不顾原则地改变策略只能是机

会主义的表现，最终会失去社会大众的支持。同样，固守一些过时的原则，斗争策略不与时俱进，也

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总体上看，当前国外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实践中

并不受传统教条束缚，积极调整政策，斗争方式比较灵活，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得比较

好。 

  “回归”或“左转”倾向，有可能吸引传统选民，保持自己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民主体制

下，共产党的影响大小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多少体现出来的。如果要上台执政或参政，

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民众支持，也就是要争取到一定的选票。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资本

主义弊端，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重视，马克思《资本论》在许多

国家再度成为畅销书。国外许多共产党人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本质，更加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

念。南非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在政策主张上向“左”转，其目的都在于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使自己

能在困境中获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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