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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共产党第三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23-26日在巴黎近郊的布尔热市举行。来自法国全国

各地的958名代表及外国政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中纪委委员、河南省委副书记李清林作为中国共产

党代表应邀出席大会，笔者随行前往。 

    此次党代会的任务是总结三十二大以来的工作，选举产生党的新一届领导机构，制定党的纲领

政策和2007年竞选战略，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为法共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法共三十三大是在法国全民公投否决“欧洲宪法条约”、右翼政府推行“首次雇用合同”引发

大规模社会风潮、各党积极筹备2007年总统和立法选举背景下召开的。为开好此次党代会，法共进

行了精心准备。党代会组织有序，运作民主，气氛热烈。党代会筹备期间，法共全国理事会（相当

于中央委员会）提出题为“共产主义目标”的提案经全体党员投票表决，在党内获得63.4%的多数支

持，成为大会筹备文件。大会期间，代表们畅所欲言，对筹备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并通过投票表

决，将其作为全党的政治方针确定下来。最后，大会根据男女人数对等原则，选举产生了由242名成

员组成的党的新一届全国理事会，比费以91.3%的高票第三次当选全国书记（即总书记）。大会还修

改通过了法共新党章。 

    法共三十三大的主要特点 

    （一） 进一步阐明“超越资本主义”的内涵，提出“21世纪共产主义观”。大会指出，法共在

最近几次党代会上不断丰富“超越资本主义”的主张，强调其最终目标始终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

会。法共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剥削、统治和商品化，它不能超

越自身引发的矛盾，只会使矛盾不断加剧并产生新的矛盾，而这正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根源。

“超越资本主义”意味着一个变革进程，需要汲取人类文明发展中最解放的因素和资本主义在社会

领域中最有效的成份，通过劳动者、领薪者的自我管理和公民的自我治理来实现对人类自由发展手

段的社会占有，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根据加强社会协商和摒弃金钱至上逻辑，使全世界人民将

其个人发展愿望与集体愿望统一起来。法共必须从现存社会矛盾中显现的进步因素着手，促进社会

的解放。关于“21世纪共产主义观”，法共强调，共产主义在法国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法

共主张同历史上共产主义的中央集权原则相决裂，争取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和公民的监督。法共的共

产主义目标不再只是替人民和个人创造幸福，而是要推动他们行动起来，自己去争取符合自身需要

和追求的美好未来，建立一个摒弃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世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 高举反新自由主义旗帜，进一步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大会对法国右翼政府的现行经

济、社会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法国目前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发展模式乃

至文明危机，其根源是右翼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出法全民公投否决“欧宪”并不是对欧洲一

体化建设的否决，而是对右翼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否决。大会号召同右翼新自由主义政策彻底决裂，

坚定不移地推行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真正的社会变革。大会提出了法共今后对法国人民的四项基

本承诺和十大行动领域，包括促进经济增长，人人享有就业，提高最低工资和民众购买力，加强公

共服务，将右翼政府私有化的电力公司等法国大企业重新实行“国有化”，实行税制改革，增加教

育和研发投入，反对社会排斥和歧视，建设一个社会的、民主的、互助的欧洲。大会号召左翼各派

政治力量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纲领基础上联合起来，力争在2007年选举中击败右

翼。 

    （三） 强调法共今后将更加注重社会斗争，努力建立最广泛的人民联盟。大会认为，近20年

来，左翼在法国三次执政，但都失败了，应深刻反思左翼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法国左翼各政

党还未能就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达成一致的政治纲领。社会运动和左翼政党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

大会强调，法共今后应进一步突出其革命性、战斗性、创新性、代表性，争取在反新自由主义的社

会变革纲领基础上建立以法共为核心的最广泛的人民联盟。大会开幕当天，比费全国书记带领全体

与会代表前往巴黎市区参加游行示威，要求右翼政府立即撤销“首次雇用合同”法。 



    （四） 制定了法共2007年的竞选战略。总结2002年竞选失败的教训，力争2007年大选取得佳

绩，是此次党代会的一项重要议程。以全国书记比费为首的党内多数派主张在积极参与和领导当前

反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的基础上，重新赢得左翼选民的信任。为此，大会决定要加强做左翼选民的工

作，争取让比费成为代表全体反自由主义力量的候选人。大会还强调法共与法社会党联合竞选和参

加未来左翼政府的先决条件是社会党必须奉行真正的左翼政策，并称法共今后是否参政将由全体党

员投票表决。 

   法共愿积极发展法中两党关系 

    大会期间，李清林同志会见了法共全国书记比费和国际部长西雷拉，转达了我党领导人对法共

领导人的问候，转交了中共中央致法共三十三大的贺信。李清林同志还有针对性地介绍了当前中国

国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着重介绍了“十一五”规划、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比

费对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会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称这是对法共的有力支持和声援，表示法共高

度重视发展同中共的高质量的、建设性的友好合作关系，愿进一步深化法中两党关系。法共十分钦

佩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国

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感到由衷高兴。法共对中国最近召开的“两会”特别是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任务非常关注。认为“两会”做出的决定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也将产生极为重要

的政治影响。现在世界上有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但法共坚持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

各国来说更多是机遇，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尽管法中两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挑

战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共也面

临着维护社会进步成果的艰巨任务。法共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同中共的交流，共同探讨

解决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办法。 

    李清林同志还参观了法共执政的博比尼市，与法共基层党员干部见面；并与参会的越共、日

共、古共等外国代表进行了友好接触。 

    法共现状和未来发展动向 

    （一） 法共处境仍很困难。法共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曾是法国第一大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乃

至国际共运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尤其是苏东剧变以来，法共开始走下坡

路，党员人数和政治影响持续下降，党员人数从1996年二十九大时的27万锐减至目前的13.4万，

2002年总统选举得票率仅为3.4%，法共和党报《人道报》的财政也极其困难，甚至举债度日。法共

目前还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但同欧洲其他共产党一样，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力量和影响削弱

的势头并未改观。 

    （二） 导致法共力量和影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传统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减少；其二，法共理论政策调整滞后；其三，苏东剧变极大破坏了社会主义

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对法共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其四，90年代中期法共前领导人罗贝尔•于

在党内倡导变革，但变革过于表面化，有些做法也欠妥，导致党内分歧和矛盾加剧，党的组织更加

涣散，党员思想混乱。法共在国内政策上同社会党加强了合作，参加了1997-2002年以社会党为主的

左翼联合政府，却忽视了同群众的联系，在参政期间没有提出有别于社会党的政策主张，结果被法

共传统选民看成是社会党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同谋”，因此在2002年大选中惨败。 

    （三）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仍需经历很长的过程。2003年法共三十二大后，比费全面

主持党的工作，认真总结和反思法共选举失败的教训，及时调整了法共的纲领政策和党建思想：一

是政策更趋左倾，不再提变革，而是突出党的战斗性，把反对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党的旗帜

和主要任务；二是强调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把积极参与群众运动作为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主要手

段；三是加强组织建设，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四是注意加强党内团结，避免派别纷争，并

适当安排部分少数派人士参加党的领导机构。 

    法共三十三大贯彻了比费的上述党建思想，对扩大法共的影响、稳定党的队伍具有一定作用。

但从长远看，由于包括医疗保险和就业政策等在内的法国社会福利制度势在必行，法共如何处理好

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关系，如何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还面临许

多新的课题，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索，明年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对法共来说又将是一次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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