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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学者探讨国际共运发展规律 推进国际共运学科建设

2013-09-29 13:23: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7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讯（记者邓之湄）9月24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

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王学东到会致辞。 

  李慎明在讲话中就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若干问题谈了几点看法。在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时，李

慎明指出，当前仍在深入发展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此次危机虽被推迟多年，推迟

多次，但终因穷尽主要红利而爆发。未来二三十年，世界将一直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占有和收

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社会有效需求持续衰减，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乃至全球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反作用，这一反

作用将使得生产力中人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呼之而出，从而推动社会革命的爆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就是“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球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必然表现。所以我们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虽然至今仍处于低潮，并极可能还要持续一个时期，但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的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不管

任何人喜不喜欢，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理论都有所复兴，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复兴的先兆和先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为世界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复兴尽一份心力。 

  会议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发展规律、经验教训及启示，国外共产党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建设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时，有专家指出，国际共运的历史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若干宝贵的借

鉴：理论决定方向，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是实现使命的途径；制度生发活力，制度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保障；群众是“上帝”，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 

  虽然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低潮，但专家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低潮中仍取得了新的进

展，从运动的目标、策略、国际合作形式、阶级力量配置，到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形态、工作方式和方法等，均发生了深刻的变

革与转型，并呈现出多样性、渐进性、大众性的发展趋向。 

  与会者一致认为，当今世界仍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尤其是2008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国际格局发生变动，世界各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运动此起彼伏，这一切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带来契机。同时，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资强社弱”的力量对比，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一切都需要国际共运学界同仁审

时度势，深入研究。会上，不少学者就如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与合作、加强国际共运学科建设，提出了建设性的见

解。与会者对国际共运部举办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主任刘淑春主持开

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编译局、中联部、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

近20家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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