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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共（毛）是冷战后兴起的党。该党一经踏上尼泊尔政坛，便在冷战后的世界共产党中独树一

帜：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陷入低潮时依然坚持武装斗争；取得重大成就后又决定走和平的议会道

路，在2008年4月10日举行的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即将执政。这个党自踏上

政治舞台以来，备受争议。在长达十年的内战期间，曾被视为反政府的非法组织，被美国等西方国家

视为恐怖组织。 

一、经历两次跨越的尼共（毛）：从武装斗争到议会道路 

尼共（毛）的英文全称为the CommunistParty of Nepal（Maoist），翻译成中文应为尼泊尔共

产党（毛泽东主义者）。现在的报刊译为尼共（毛主义）是不准确的。该党的历史比较复杂，渊源于

1949年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尼共成立后不断分裂。1974年，前尼共党员成立了尼共（四大），4年

后尼莫·拉玛成为该党的总书记，由于他反对毛泽东的“持久战”，主张参加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

于1983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尼共（四大）更名为尼共（马萨尔）。1984年3月12日，尼共（马萨

尔）作为唯一代表尼泊尔的成员党，与其他18个信奉马列毛主义、主张武装斗争道路的共产党，共同

成立了“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在成立宣言中，该组织宣称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和毛泽东的后继者，表示坚决继承这些伟人的思想和传统，致力于联合和团结世界上所有坚持武装

斗争的毛主义者共产党组织。有人把“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看成尼共（毛）联合其他党于1984年

3月成立，这不是事实。当时的尼共（毛）还没有出现。 

尼共（马萨尔）成立后不久，党内在围绕如何发动“持久战”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于1986年分裂

成尼共（马萨尔-COC）与尼共（马萨尔-CC）。COC派成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的代表。1991年

12月，尼共（马萨尔-CC）独立出来，并联合其他3个党派成立尼共（团结中心）。受国内搞多党制的

民主化运动的影响，尼共（团结中心）成立后不久也发生分化，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形成了两派，即

“四大”派和毛主义者派。“四大”派倾向于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道路，而毛主义者派则主张使用暴

力恢复民主。经过两年半激烈的党内斗争，1994年5月“四大”派被清除出党。随后，尼共（团结中

心）更名为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即现在的尼共（毛）。1995年3月，该党召开了具有历

史性意义的大会，决定开展符合尼泊尔国情的人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以后经过

一年的准备，1996年2月13日，以普拉昌德为首的尼共（毛）宣布开展“人民战争”。即以秘鲁的

“光辉道路”游击队为榜样，先夺取全国政权，推翻君主立宪制，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然后迈向社

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尼共（毛）发动武装斗争后，引起了“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的关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该组织开辟专栏，积极介绍尼共（毛），给予道义上的声援。1993年，“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宣

布以马列毛主义作为该组织的指导思想。1998年，该组织又以反对尼共（毛）开展的“人民战争”为

由，把尼共（马萨尔）（主要是COC派）开除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运动”。2004年，尼共（毛）成

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为加强对外宣传，尼共（毛）还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工人》，英文名为The 



 

Worker。1993年2月创刊。当时是尼共（团结中心）的党刊，后沿用为尼共（毛）的党刊。有人把

《世界工人的胜利》当成尼共（毛）党刊，这不是事实。实际上，把“世界工人”作为某个党的党刊

名，显然不合逻辑。 

尼共（毛）宣布开展人民战争后，武装力量与政治影响急剧扩大。截至2005年，该党领导下的人

民解放军从1996年起事时的100来人，发展到2006年11月的3万多人。在32个县（全国75个县）建立了

自己的政权或根据地，活动范围波及68个县，控制加德满都和中心城市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影响的人

口有1000多万。在尼泊尔，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并存的局面。 

2006年11月，尼共（毛）在武装道路有望夺权的有利局势下，又审时度势，决定捐弃前嫌，接受

代表政府的“七党联盟”的和谈请求，走和平的议会道路。随后双方签订了多个和解协议。决定停止

内战，库存各自的武装，结束王权的统治，推行议会政体，共同建立一个和平、民主与稳定的新尼泊

尔。 

2008年4月10日，一拖再拖的尼泊尔制宪会议代表大选开始。目前尼共（毛）的胜局已定。尼共

（毛）的胜利表明，在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多数民众相信党且党掌握武装的有利形势下，

选择和平的议会道路是明智而正确的。这是一条既不同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单纯靠武装斗争取得政权

的道路，也不同于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单纯依靠议会选举取得政权的道路。应该可以看作，该党为

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如何实现执政踏出了一条新路，作出了一个独特的尝试。当然，这条道

路不会一帆风顺，必然充满曲折甚至还不排除反复。 

二、对尼共（毛）成功实现两次跨越的原因分析 

尼共（毛）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后又转向议会道路，并取得这次大选的胜利，其中的原因值得

思考。 

首先，尼共（毛）选择走武装斗争这条路，总的来说，是由于尼泊尔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矛

盾、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分化、分裂直至对抗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践证

明，这也是该党科学分析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经济与社会状况后作出的正确选择。尼共（毛）在农村

建立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土地革命与社会革命，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同时，倡导人人平等，解放妇女，移风易俗，还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些措施符合广大尼泊尔人民尤其

是广大农民的意愿，得到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支持。这是尼共（毛）领导的力量快速发展的群众

基础，也是革命力量快速发展的源泉。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总的形势是趋向和平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

面临这样的形势。在有些国内矛盾异常尖锐的国家，当革命形势已经具备的时候，共产党组织顺应人

民的愿望，自主地开展革命活动，无可厚非。恐怕不能简单地如某些人所言，开展武装斗争在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不合时宜，甚至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仿佛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只有走议会道路才是唯一

的选择。同时，我们更不宜按照西方的标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看成另类甚

至是恐怖组织。美国是把包括尼共（毛）在内的所有开展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当作境外的恐怖组织。

即便尼共（毛）合法后，美国也不愿把该党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去除。这表明，美国实际上是按自身的

利益标准来定义境外的恐怖组织。 

其次，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总体形势有利的条件下，尼共（毛）又决定走议会道路，这是该党思

想上理论上成熟的表现。尼共（毛）是把马列毛主义以及普拉昌德路线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

目标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然后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

共产主义。党的现实纲领是要在尼泊尔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

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党在现阶段的策略是领导并联合国内的民主力量包括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

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尼泊尔建立一个新型的人民民主国家。当反民主势力联合起来镇压革命力量的时

候，党只有领导人民开展人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条道路。而当人民的力量发展

起来了，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民族资产阶级又愿意合作，国内出现了和平希望的时候，

党也可以走合法的议会道路。党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权，进而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

 



截至2006年11月，尼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尼共（毛）的转化。一方面，尼共（毛）的武

装斗争取得很大成就，并于2005年宣布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人民的民主与革命意识已经觉醒，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王权的倒行逆施，令尼泊尔民众包括议会各党派的强烈不满，王

室权势式微，而难以承担领导国家重任的议会党派主动要求与尼共（毛）和谈。这时，尼共（毛）高

举和平的旗帜，采取新的策略，以顺应民意，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持，这是大势所趋。毕竟尼泊尔人民

饱受了10年内战之苦，民众普遍希望和平。这表明尼共（毛）在如何实现革命目标这个重大问题上，

审时度势，思想理论上的认识更加成熟。 

第三，关于2008年4月大选获胜的原因。尼泊尔的这次制宪会议代表选举很重要。之后召开的制

宪会议中多数派将决定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也决定将由哪个党来组成新政府。尼共（毛）这次获胜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民革命期间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源于不少民众对以往执政党的失望。

和谈前，尼共（毛）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有的还建立了政权。拥有的正规军与

地方民兵武装有数十万之多。尼共（毛）还领导着有400多万成员的共青团组织。这些人被部署在全

国2万多个投票站，鼓动并协助投票工作。一些民众不满于过去的政府，也将信任票投给了尼共

（毛）。《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一位刚到投票年龄的大学生说，他和同学们将投票给尼共（毛），

因为其他政党在过去几十年曾多次执政，但尼泊尔政局混乱、经济停滞，没有发展，尼共（毛）至少

给了民众一个新的选择，“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此外，尼共（毛）成功利用国家电视台、广播电

台以及《崛起中的尼泊尔报》等重要新闻媒体为其助选，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摘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8年第13期，原文标题为《制宪选举中获压倒性胜利的尼共

（毛）是什么样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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