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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效和罪恶上；其次，新社会主义更加强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而传统社会主义则强调效

率对社会主义的首要意义；第三，新社会主义更强调民主，甚至把经济民主当作全部民主的基础，传统社会主义则更

强调政治民主；第四，新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主义则排斥市场经济而恪守计划经济。  

《宣言》指出，新社会主义者是世界左翼运动理论和实践所有重要成果的继承人，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肯定了苏联

社会主义的功绩，同时也批判了它的缺陷，如官僚主义模式同生活的要求日益脱节，无法保证生产力的现代化水平，

无法保证对劳动的有效刺激，无法保证社会的公正和居民的生态安全。到80年代初，苏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落后于积

极发掘科技革命成果潜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民主制的优越性。由于官

僚主义的堕落，国家不再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不再促进先进技术的推广，不再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免遭野蛮

的践踏，结果，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管理质量急剧下降。1990年代根据新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社会进行激进改

革，但结果并没有使俄罗斯实现预期的繁荣和昌盛，相反使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下降，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降低。惟有社会主义思想仍被亿万人民所接受，但是退回到以专制统治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官僚主义模式上，也

不能被接受。所以，只能是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因此新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用最符合二十一世纪要求的人

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解释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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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Ideological Trend of Contemporary Russia‘s Marxism  

Abstract: The economic  educational circles of Russia gives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Marxism in 

Russia is need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Russia. The free discussion keeps 

lasting all the while. In 2004, E.Gaidar and V.Mau published thesis for defence of liberalism to 

Marxism in the magazine“economic question ” ,which impels entering the climax of the discussion. 

The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at Russian communist sternly condemns the Russian capitalist system 

and also holds the longing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future, and  the emerging school-“New 

Marxism”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the twisted changes from realm of necessity to realm of 

freedom ,and main viewpoints and ideology of great “New Socialist Sport” in Russia are also 

presente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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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拉季耶夫曾追随过盖达尔的自由民主青年派，但是俄罗斯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失败使他向政治左派靠拢。作为

俄共议员团代表在国家杜马任经济政策委员会主任，被称为温和的左派政治家和俄共经济政策代言人。在2003年12月

举行的俄罗斯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格拉季耶夫脱离俄共议员团，领导了人民爱国联盟“祖国”，并赢得了近10％

的选票。 

[2] “金十亿”指拥有10亿人口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这些主要游戏人主要是：跨国公司；超国家的跨国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以及

军事政治全球化机构北约；一些民族国家（美国和其他八国集团的国家）直接操纵跨国公司、北约、WTO、IMF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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