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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论坛、世界社会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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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的发展及其意义 

  1990年，巴西劳工党邀请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左派进步组织在巴西圣保罗市召开会议，讨论世界和

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重大问题，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势。这一举措得到拉美众多左派进

步力量的积极响应，13个国家的48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了会议。1991年拉美左派于墨西哥城再度聚首时

正式更名为“圣保罗论坛”。论坛大约每年举行一次，到2008年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会议是第14次会议，

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左派政治力量的大聚会，与会者来自世界五大洲。 

  2001年，以巴西劳工党为主的拉美左派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旗帜鲜

明地指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世界社会论坛至今已经举行了9届，先后走过了拉美、亚洲和非洲等

主要发展中地区，每届都有数万人甚至十几万人与会，参与者也从一般左翼组织扩大到社会党国际、

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团体，被称为“穷人的联合国”。 

  上述两个论坛都是以巴西劳工党为主的拉美左派组织发起的，其背景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拉美地区左派在思想和理论上陷入混乱和困惑，迫切需要一个讨论空间，

以明确和把握政治方向。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给包括拉美国家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不良影响，这为拉美左派批判资本主义、辨析社会主义、寻求新自由主义的替

代方案提供了条件。 

  圣保罗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批判资本主义、辨析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达到高潮，提

出“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断言人类发展道路的历史争论已经解决。对此，圣保罗论

坛第9次大会《基础文件》指出，实践证明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模式— —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

困扰拉美大陆的落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财富在增长的同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社会边

缘化和社会排斥愈加残酷等问题。 

  为了寻求基本政治共识，“社会主义”并未见诸论坛历次大会的基本文件中，但论坛中很多成员组

织对社会主义的讨论和探索从未停止过，而且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曾任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文化部长的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指出：对于第三世界和大多数穷

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

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相反，失败了的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非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



 

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 

  发展拉美左派政治力量。制定战略计划、积蓄力量、取得国家政权是圣保罗论坛为左派进步力量

提出的主要战略建议。“在所有国家，需要左派成为政府的有效选择，超越反对派角色，成为有条件

左右国家命运的力量，拥有切实可行的、有内在联系和实效的方案，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圣保罗

论坛能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极端多元化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并形成一些基本的政治共识，显示了它的

生命力。通过合法斗争赢得选举、在本地区推行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善社会分配结构，是当前

论坛所关注和追求的主要斗争目标。参与合法政治和选举成为论坛成员的主要从政方式。 

  在论坛成立之初的1990年，左派政党执政的拉美国家不多。当时，除古巴共产党继续执政外，尼

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选举中落败。到2008年，左派政党已经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美主

要国家执政。论坛确实对左派政治力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寻求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制定什么样的战略计划以及如何加以实施，圣保罗论坛对此进行了

分析。它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就是论坛成员的基本政治共识，即替代新自由主义。在圣保罗论坛历次大

会的文件中，都多次出现“替代模式” “替代秩序” “替代社会” “替代战略” “替代方案”等概念，实质上就是

替代新自由主义。 

  拉美各左派政党的主张不尽相同，但在寻求替代模式的过程中都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除古巴共

产党坚持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外，论坛的核心力量巴西劳工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劳工社会主义)，委

内瑞拉的查韦斯提出了“新社会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张，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提出了“社群社

会主义”的主张，这些都可以被看作对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探索，也是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 

  各国共产党在论坛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参加论坛的左派政治力量除了拉美国家民族主义左派政党

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除古巴共产党外，拉美地区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论

坛的成员。迄今为止，论坛规模最大的会议是2001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10次会议，来自世界86个国家

的138个政党和组织的3000名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将圣保罗论坛定性为“左派、反帝、

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团结互助和参与制定‘替代方案’的空间”。古巴共

产党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分析，关于“互助的全球化”的主张基本上被论坛所接受。在古巴共产

党的参与下，论坛多次击败了力图使其右翼化的种种企图。 

  世界社会论坛与拉美当代社会主义 

  批判资本主义，反对战争和霸权主义，论坛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世界社会论坛成立以来，

通过各种方式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人的剥削、人与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对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

的践踏。在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挫折处于低潮的时候，世界社会论坛中无论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

判，还是对其替代方案的探讨，都为新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借鉴。在世界

社会论坛的参与者当中，也包括了世界各地众多的社会主义者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 

  世界社会论坛自创立之日起，就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战争，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每年的论坛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一些著名左翼学者也号召人民

通过世界社会论坛组成“南方人民阵线”，反对帝国主义。被称为“21世纪万隆会议”的世界社会论坛对

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反抗霸权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左翼力量的联合，对拉

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寻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探索可能的另一个世界，其中也包括了对社会主义的探

索。“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是世界社会论坛的中心口号，而与会的拉美左派党和组织的口号则是“一个

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世界社会论坛探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也包含着对全球化

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的探索。2005年1月26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第五届世界社会论坛的演讲中

指出：“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他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但指出“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超越资本主义

强权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2006年世界社会论坛加拉加斯分会被认为是论坛转

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以往谈论战争和全球化相比，议题越来越倾向于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成为了此届论坛的关键词。 

  但是从根本上讲,圣保罗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不属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范畴，无论是参与力量、组织

方式、主旨原则，还是斗争方式，都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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