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社会党的发展演变与理论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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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政党的大家庭中，社会党（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同类型政党的总称）可以

说是比较鲜明的一族。它在政党光谱中属左翼派别，是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良主义政党。它

自成立以来几经兴衰沉浮，其纲领政策也历经几次重大调整，可以说是世界政党政治演进的典型缩

影，对于认识世界政党的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世界社会党的曲折发展历程 

    社会党同共产党一样，都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产物，首先产生于西方。第二国际后期，马克思、

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左右两派思想与政治分歧日显，作为右派的修正主义思潮抬

头并逐渐在第二国际内泛滥，左右两派分道扬镳，右派、中派合流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党。19世

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与传播，拉美、亚洲、非洲地区开始建立了第一

批社会党。一战期间，西方大多数社会党采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叛行为，致使自身形象受到污

损。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党遭到法西斯迫害与镇压，力量严重受损，不少党流亡、转入地下，并

在二战中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发展中国家社会党此时也参加了反对外来殖民压迫和本国封建统治的

斗争。 

    战后以来，社会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是西方许多社会党进行重建或创建，社会党国

际也于1951年正式创立，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过

程中，陆续产生了一批新的社会党，并相继在亚非拉地区各自成立了社会党的地区性组织。同时，

在上述地区还出现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流派，如亚洲地区的“非共、非暴力

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非洲地区的宪政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拉美地区的阿连德主义、合作

社会主义等。冷战结束后，社会党乘势谋求新的扩展，致力于填补“现实社会主义”失利后的政治

真空，尤其是借西方所推动的多党制、民主化浪潮，在转型国家、亚非拉国家招募成员，使得一批

前共产党、民族民主政党演变成社会党。 

    社会党的角色演变大都经历了从革命党向议会党再向执政党的“三部曲”。初期的社民党大都

带有一定的革命性、斗争性，20世纪初逐渐实现由革命党向议会党的转变，20年代后，西方多数党

陆续实现由议会党向参政执政党的转化，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进程。而发展中

国家社民党在这一进程中总体又要晚几十年，多数党至今仍未实现向执政党的演进。 

    世界社会党自成立以来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但在该过程中也有部

分党长期止步不前，处于政坛边缘，有的党甚至走下坡路。20世纪初，瑞典、德国社民党相继参政

执政。三四十年代，拉美也有极少数社会党参政执政。战后到五六十年代，社会党迎来了一个发展

高峰。西方社会党大都上升为本国主流政党，亚非拉也有一些社会党发展成为执政党。随着缅甸政

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退出、拉美阿连德主义失败，发展中国家社会党的发展一度受挫，乃至陷入

低潮。70年代以后，社会党从总体上看走上一个量的扩张期。社会党国际积极调整国际政策，其成

员从1951年成立时的34个增加到70个，党员从978万上升到1600万，但西方许多社会党在七八十年代

都是在野党，处于发展的低潮阶段。冷战后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社会党的力量在全世界又进入了

新一轮发展阶段，力量与影响上升，社会党曾在欧盟15国中的13国执政参政，在前苏东、亚非拉地

区成员大增，迄今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161个，党员4000万左右，选民3亿多，遍布世界五大洲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党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政党。 

    社会党理论纲领更加包容、多元 

    社会党在其历史上先后经历了数轮重大的纲领理论调整，总的态势是其纲领理论向日渐淡化意

识形态趋势转变，并最终形成今天的特征。 

    1、经历了由体制外力量到体制内力量再到向现存制度妥协的过程。社会党在创立初是一支反对



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外力量，声称要消灭或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而到社会党成为议会党特别是执政

党后，它则宣称要在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改造。在冷战结束

后，社会党乃至连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勇气都在不断丧失，更多地转向批判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

模式或思维方式，如新自由主义激进理念与做法。 

    2、经历了由制度目标到伦理目标再到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的转变。社会党起初都把建立社会主

义社会及制度作为其最终奋斗目标，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调整变化，社会党觉得追求制度目标“思维

过时”且“意义不大”，因而仅是泛泛地强调伦理性的社会主义，作为凝聚支持者的一面旗帜。近

期以来，因害怕失去众多的中间阶层，西方多数社会党甚至连社会主义的旗号都不愿举起，更多地

主张实现公平正义这类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目标。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党虽然仍主张和追求社

会主义，但对其支持者来讲多是遥不可及。 

    3、经历了从阶级党到人民党的深刻转变，致力于同中右政党争夺选民。社会党在成立前期曾坚

定地表明其阶级属性，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战后社会党特别是西方多数社会党执政后，为适

应这种变化需要，以德国社民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出台为标志，西方大多数社会党调整党的定

位，不断淡化党的阶级属性，拓展利益覆盖面，定位自己是一个“人民党”甚至“全民党”，强调

社会党不仅要代表劳动者阶层利益，也要代表中小企业、工商业集团等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而发展

中国家社会党则多以民族主义政党自称，努力淡化党的阶级属性。 

    4、对核心价值思想的主张更加务实，更贴近时代要求。社会党曾坚定强调公正、平等、互助、

福利等思想的原则性，强调分配平等，强调在保证有效率条件下的公正，强调积极的、可持续的福

利等。 

    社会党的政策策略日益务实、灵活 

    社会党始终注重以革新的原则来指导其政策实践。英美及欧洲一些国家社会党倡导的“第三条

道路”讨论，引发了社会党政策策略的新一轮调整，尽管一波三折，但有关思想政策主张基本代表

着大多数执政的社会党政策的调整趋向，这种调整的主要特点是： 

    1、政治上扩大包容性和代表性，争取更大的社会认同。许多社会党在新的阶段都在淡化意识形

态色彩，扩大政治包容性，认为这是确保民主体制永久性的重要保证。为了防止社会分裂，社会党

人主张跨越传统的左右分野，吸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精华，从而在多元化的

社会环境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它们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以争取更多选民、捞取更多的选票

作为目的，并通过其在政治上的适度右转来赢得更多的中间阶层和社会大众的支持。 

    2、在经济政策上，更加务实地适应全球经济的客观要求，进行深刻的改革调整。那些已参政执

政的社会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调整凯恩斯主义的治理方略，放弃计划模式，调整对公有制

的传统立场，认可混合经济制度，乃至推行私有化。它们推动放松管制，减少国家干预，重视市场

调节功能，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具体措施层面，多数社会党实行减税，鼓励创新，促进投资；灵活

改革劳动市场，放宽雇工和解雇条件，增加个人责任，致力于扩大就业。而那些未执政的社会党，

其经济政策仍比较传统，调整幅度较小。 

    3、在社会政策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党存在差别。前者更侧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充

分就业，建立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中下层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后者则强调要防止社会分裂，

关注弱势群体，反对社会市场化，主张扩大就业，防止劳动群众的基本福利水平急剧下降。同时，

强调福利政策应与时俱进，要适应全球化和未来人口变化的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建立积极的福

利制度。 

    4、在国际政策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党既有共同点，如它们都主张世界和平与安全，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单极行径，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主张维护联合国

的权威和作用，倡导可持续发展，缓和南北关系，重视解决南方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它们又有所不同，前者强调民族独立和自主，反对西方干预，主张不

同文明和平共处，重视南南合作。后者则较强调民主、人权、“良政”与自身发展模式的传播，致

力于同新自由主义一争高下，倡导并推动全球治理。 

    社会党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在当今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形势下，社会党同其他政党一样，都面临着

两种现实的挑战。但相比而言，正是由于社会党所倡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遭受巨大冲击，其所背



负的历史包袱比其他政党尤其是保守政党重一些，所面临的困难更多一些。在当今时代，它们至少

面临如下挑战。 

    1、面临新自由主义的挑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作为保守主义政党所执掌的思想

武器，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形势，从理论、政策上提出了一整套相对可行且具有一定操作性的应

对之策，并在一些国家取得一定成效。而社会党面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它

们虽然着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弊端，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党并未能提出一套替代新自由主义思

想和政策、为多数民众所认可的方案，因而短期难以撼动新自由主义占上风的格局，社会民主主义

的弱势地位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恐怕难以改变。 

    2、面临全球化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党所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

福利国家制度及传统的管理体制（官僚主义的行政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甚至出现危

机，其所推动的改革又遇到强大阻力。未来能否塑造一种符合全球化时代要求、反映社会民主主义

思想、确保社会党的重大主张顺利实现的现代发展模式，事关其在新世纪的前途命运。 

    3、面临信息化的挑战。在信息社会和媒体时代，多数社会党出现党员人数减少、年龄老化、基

层组织弱化问题；党的组织动员、宣传和管理机制失调；党的政治形象降低，对支持群体的吸引力

下降、党的政策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下滑；在更深层次上甚至出现党的信任危机。社会党在多大程

度上能够克服和解决上述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其未来。在这方面，西方社会党的挑战更直接、更严

峻。 

    4、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党普遍面临如何在本国扩大影响的现实课题。具体包括：如何把握社会

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度，如何更科学、巧妙地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本土化；如何利用社

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优势和西方社会党的支持同本国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竞争，并上升为主流政党；

如何把自己的思想理念投入到对现行社会的塑造和发展中，从而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

程中留下浓重烙印。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党估计很难摆脱当前的孱弱状态。 

    也要看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前尽管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有许多问题也是各类政党特别

是各国主流政党所普遍存在的。社会党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遭遇挫折尤其是在政坛失势，但它们都

是靠自身的改革调整而走出了困境乃至实现了复兴。社会党的发展潜力源于其革新精神和变革能

力，社会党未来能否以及何时能够实现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党的改革成效。更何况，

在近年来的选举中，社会党特别是西欧国家社会党已经显现出某种值得注意的回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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