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欧各国共产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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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之后，北欧地区的芬兰、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仍存在多个共产

党组织。这些党党员数量多则几千人，少则几百人。尽管它们对北欧各国社会的影响已非常微弱，

但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顽强地坚持着斗争。 

    北欧各国大都存在多个共产党组织 

    北欧各国共产党大多成立于上世纪初。上世纪中期，普遍因内部分歧而多次发生分裂，形成两

个或多个小党。如丹麦有丹共、丹麦的共产党、丹共（马列）、丹麦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共同路线

党；芬兰有芬共和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瑞典有瑞典共和瑞典共（马列）革命派；挪威则有挪共和

工人共（马列）。 

    北欧各国属发达国家，尤其是二战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福利水平明显提高，中下层

群体的生活也有较好保障。因此民众对北欧资本主义现存发展模式的认同感较普遍，求稳怕变的心

理较强，另外北欧各国社民党、工党历史悠久，组织系统较为完善，政治影响力强大。在此条件

下，北欧各共产党处境一直较为困难，各党党员人数长期以来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整个国家政

治中的影响也比较小。 

    芬兰共产党是1986年4 月由原芬共中分裂出来的“少数派”组成的。1990年芬共停止活动并入

“左联”后，该党以芬共（团结派）的名义继续开展活动，宣称要继承芬兰共产党的传统。1994年

11月决定改称共产党。现有党员6500名，此外，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有1000名党员。 

    瑞典左翼党(曾名瑞典共产党)在1948年党员人数曾高达到5.2万，此后党的力量逐渐下降。1967

年改名为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1990年，该党再次改名，取消党名中的“共产党人”字样。该

党虽仍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但实际上已向社会民主党转变，现有党员1万多名。 

    丹麦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1932年进入议会。1945年，丹共参加联合政府，党员曾一度增至5万

人。后来党内斗争不断，几经分裂，至1979年，该党在议会大选中失去全部议席。20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党的组织力量进一步削弱，成为一个力量和影响都微不足道

的小党。丹麦共产党、丹麦的共产党和丹共（马列）共有1000名党员，三党正酝酿合并。此外，丹

麦共同路线党也有5000名党员。 

    挪威共产党在1923年成立之初，有党员1.3万，战后，挪共曾短暂参政，党员人数一度增至1.6

万，此后因无力适应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政策失误，其政治影响力日益萎缩，党员人数不

断下降，现仅有500名党员。 

    北欧共产党目前的力量确实与这些党当年最强盛时不可同日而语，各党现在全国议会没有席

位，只有少数党在地方议会拥有少量席位和影响。 

    造成各党力量和影响下降的原因 

    一、内部分歧引起党的分裂。北欧各国共产党普遍因内部分歧而多次发生分裂，形成两个或多

个小党。如丹麦有丹共、丹麦的共产党、丹共（马列）和共同路线党；芬兰有芬共和芬兰共产主义

工人党；瑞典有瑞典共和瑞共（马列）革命派；挪威则有挪共和工人共（马列）。分裂导致本已影

响不大的共运力量更加分散，如芬共原是战后欧洲各国共产党中参政时间最长的党，但几经分裂，



至90年代初已成为芬兰政坛上一个小党。 

    二、苏东剧变对共运的冲击。苏联和东欧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对北欧地区共

产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各党在国内的地位不断下降，如何走出困境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结构变化造成各党群众基础萎缩，党员队伍老化。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结

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产业部门如钢铁、造船、纺织等逐步萎缩或消失，服务业日

益发展，中间阶层人数不断增加。由于产业工人的队伍日渐缩小，各国党在新兴服务业部门的工作

薄弱，造成党的阶级基础大为削弱。一些党虽试图向中间阶层自由职业者开放，但成效并不明显。

同时北欧各国共产党在思想方法上长期受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教条主义倾向较重，所提目

标及各项主张往往脱离本国实际，难以实现。对国内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判断失误，造成党

的政策与国内实际存在较大距离，因而难以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加之活动形式和内容单调枯燥，难

以发展新党员，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对群众失去了吸引力。 

    四、生存空间受到左右翼政党的挤压。该地区传统上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社民党和保守政

党，各国共产党或因受保守政党的打压和限制，仅能勉强维持生存，或因被迫依附于社民党而难以

发展。共产党和社民党（或工党）同产生于工人运动之中，长期以来两党一直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

导权。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社民党在工人中的影响逐渐占上风，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逐步减

小。社民党在北欧国家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把持工会，使共产党很难在工会及广大工人中站稳脚

跟。此外，80年代以来，主张环保的绿党在北欧各国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走了共产党的部分支

持者。 

    五、活动经费不足。北欧各国共产党实力比较小，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大，因而没有足够的经费

来从事大量的政治活动，这也客观上限制了北欧共产党的影响力。 

    困境中坚持理想和调整政策 

    苏东剧变后，右翼政党及其追随者在国际上掀起反共逆流，一些左翼性质的政党纷纷更名、更

改党纲，与共产党的历史“划清界限”。在瑞典，当左翼党（共产党人）决定去掉党名中的“共产

党人”称谓时，瑞典工人党（共产党人）则在此时更名为共产党，并强调指出，“左翼党1990年取

消党名中的‘共产党人’，标志该党彻底脱离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传统。如今，工人党愿接过瑞典共

这一名称，并以此为起点，总结历史经验，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重建和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朝着社会主义的未来继续前进”。在芬兰，在原芬共因资不抵债，宣告破

产并决定加入左翼联盟后，芬共（团结派）向当局重新以芬兰共产党名义注册登记，恢复芬共在芬

兰的存在。 

    在总结苏东剧变及本国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各党修订并调整了国内政策。在党纲中，各

党不再沿袭过去的一些传统提法，如不再坚持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也不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等

主张。对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有状况的分析比以前较为具体，不再笼统地用“垄断资产阶级专

政”等提法。在保留实现社会主义最高纲领的同时，更加注重实现党的最低纲领，提出了更加务

实、符合底层群众利益的主张。如芬共提出了“缩短工时行动纲领”；主张维护社会福利，要求银

行和主要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集体管理和分配工作成果；要求建立一个没有金钱势力、没有失

业、没有不平等、没有环境与战争威胁的芬兰与世界。苏东剧变后，瑞典共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和加强世界上一切为维护和平与缓和、争取经济和社会进步、争取社会

主义的力量之间的团结；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争取充分就业，改善社会环境等。随着形势的变化，瑞

典共更加注重国内实际问题。在国内政策上，瑞典共提出将重要公共资源国有化；强化对资本和高

收入者征税；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提高福利待遇等要求。在对外政策上，要求瑞退出欧盟，反对瑞

典加入北约，反对政府支持美在前南斯拉夫、阿富汗以及中东的政策。 

    芬共、瑞典共、挪共、挪工人共及丹麦各共产党组织等除了保留以前所办报刊、杂志甚至简易



电台等作为宣传手段之外，目前大多建立了党的宣传网站，在网上展开宣传、讨论和对话等各种活

动，试图扩大党的影响力。 

    总之，北欧各国共产党目前虽组织力量弱小，却仍坚持建党初期的奋斗目标，只是在实现目标

的手段和途径上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进行了调整。有一些党也认识到应联合起来以壮大斗争力量，如

丹麦的三个共产党组织将于近期进行合并，它们的行动势必会对北欧其他共产党产生影响。在北欧

有可能出现共产党组织在分裂多年之后走向合并的趋势。 

（《当代世界》第28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