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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三大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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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问题一 苏东剧变后，还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吗？ 

  首先要说一点，过去我们讲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常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名词，那么这里为什么要改

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提法呢？因为“国际”是特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领域，“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在同一国际组织领导下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名词据我考证是在

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首次使用的。19世纪时用的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名词，国际共运与世界共运二者实际含义是

一样的。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统一组织领导，因此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更为确切。 

  苏联东欧剧变后，好多共产党消亡了，有的是自行解散，有的更换了名称。这些党改变党名、党的性质，不是个别领

导人的决定，大多数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这很值得我们深思。我注意到，中西方很多学者对此均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但有的欠妥当。 

  西方有代表性的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

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长

期误解马克思主义，在苏共的理论、路线、方针、体制等方面严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无法实现体制内的改革和自我完

善。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层教训，但不能丧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苏共的失败并没有阻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继

续发展。 

  还有学者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条件的改善，在资产阶级

统治得到稳固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道路也就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依然存

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所讲的，当暴力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议会民

主又有所发展之时，工人阶级要善于利用合法条件，开展议会斗争，争取选民支持，进而掌握政权，逐步限制乃至最终消

灭资产阶级的剥削，从根本上使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得到彻底解放。因此，不能说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终结了，准确的

说法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和道路不同了。 

  可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早期现象。准确地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早期，而且在资

本主义中期、后期得到继续发展，但是共运的任务有所不同、发展的道路也有所不同。 

  热点问题二 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什么新情况、新特点？ 

  目前，全世界5大洲195个国家中有130多个共产党，约8800万党员，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当今各国共产

党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一是社会主义国家5个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朝鲜劳动党和古巴共产党。

共产党长期执政的5个国家的共产党共有党员约8100万，占全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90%以上。 

  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共产党，共有120多个，约有700万党员，占全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约8%。现在一些西方国家



还在不断出现新的共产党。如原芬兰共产党停止活动后，近年又新建立了芬兰共产党。当今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万人以上的

有30个党，大部分是小党。最大的是印共（马），有80多万党员。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在野党，都在为争取掌握政权而进行

合法斗争。还有极少数共产党正在进行武装斗争，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印度共产党（毛派）。 

  三是资本主义世界短期执政的共产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新情况。摩尔多瓦共产党原为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

苏联解体后，一些有共产主义信念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活动。1994年开始进行公开活动并于当年召开

代表大会，重新建党，2001年、2005年，摩共在第三、四次议会选举中分别取胜，摩尔多瓦现在还是共产党执政。实践证

明，当今共产党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议会合法斗争可以取得胜利，不必用暴力夺权。但是他们执政后不能马上宣布实行社

会主义，要采取渐进的方式，按照竞选纲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比如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进福利等。印共

（马）在印度的3个邦执政。从1977年起，印共（马）通过邦的民主选举，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它是联合左翼政党共同执

政。迄今执政已经30年了，经过六次改选，一直连选连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执政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出现贪

污腐败丑闻等不良现象。 

  那么，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哪些新特点呢？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各党独立自主发展、各党独立自主探索。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他们的任务和道路各不相

同。 

  一是长期执政的5国共产党。各自在探索如何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自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在

各自的发展中都要逐步改革苏联模式的弊病，但社会主义各国要彻底革除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弊病，真正全面形成本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依然任重道远。 

  二是前苏联东欧地区。它们的任务是总结苏联模式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建立共产党，争取群众，准备东山再起。当

前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大都认为，要使国家得到健全发展，不能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而要通过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

争取上台执政。同时也大都认识到，今后的社会主义不能恢复苏联模式，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其前途也

是任重道远，需要长期奋斗。 

  三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三种外部矛盾：南北矛盾、南南矛盾、东南矛盾。还有内部阶级矛盾、部族矛盾、

地区矛盾等。现在三南地区——南非、南美、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各有明显成就。南非共产党有8万多党员，参加以非洲

国民大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约占1/3职位。巴西共产党有20万党员，支持劳工党执政的卢拉政府。在南亚，如前所述，印

共（马）已在地方执政30年之久，尼共（联合马列）已经四度参加中央政府执政。 

  四是西欧、北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面临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广大劳动人民权

益的任务。美国和英国共产党比较弱，只有几千人，日本共产党比较大，有40多万党员。日共在议会中有几十个议席，在

地方也有不少当选参政的。日本共产党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例如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代表们中午是坐在山坡上吃盒饭。 

  第二，形成了三类共产党。 

  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以来，要求各国共产党一元化，统一为一个党，统一服从第三国际指挥。但是，一个不容回避

的问题是，很多国家在建立共产党之初，共产党人对发展道路、路线政策等就有不同的主张。所以，很多国家成立了两个

或多个共产党，均要求共产国际接纳。1920年，共产国际在二大上经过讨论决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超过两个

的一律要合并。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决定，当时美国的两个共产党就合二为一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后果并不好，

助长了党内残酷斗争。共产主义理论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即便只有一个党，党内也会形成不同的思

想派别。 

  20世纪历史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过两次大的分裂，形成了三类共产党——第一类，正统的共产党（苏共以及在苏

共扶植下建立的共产党）；第二类，20世纪20、30年代因苏共党内斗争造成分裂而形成的各国托洛茨基派；第三类，60、

70年代中苏论战中新形成的、拥护中共的各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苏联解体后，共产党更加多元化、多党化。 

  第三，注意加强国际联合。1956年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解散后，各国共产党曾经采取不定期召开国际会议形式，

加强联合与团结。1957年、1960年、1969年三次在莫斯科召开过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70年代、80年代各国共产

党没有大范围的国际联系。1998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采取年会制的形式，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现

在已经召开过9次，中国共产党派观察员参加了第7次、第8次和第9次国际会议。召开这样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国际会议，不

是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也没有产生领导机构，更没有以某党作为领导中心，也没有制定各国必须统一服从的决议。在这

些国际会议发表的声明中，表明各国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关注各国人民群众运动、工人贫困

化、失业和战争威胁等问题。近几年的国际会议尤其表明支持伊拉克共产党，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国际会议还

强调利用互联网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从会议文件看，各国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利用全球化剥削工人是正确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全球化是在当代新科技革

命推动下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能笼统地反对全球化，只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全球化谋求一己私利。当今世界共

产主义运动必须顺应并且迎接全球化新浪潮带来的新挑战，重新调整战略与策略，努力探索共产主义运动新的发展道路。 

  热点问题三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如何？ 

  我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要充满信心。应该看到，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共产主义理

想的实现是更加接近了；另一方面，从现实的道路来看，又更加长远了，只能渐进，难以突进。 

  过去，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依靠世界革命，采取狂飙突进的方式。现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

的主题。要实现共产主义不能进行世界革命，不能狂飙突进、疾风挺进、顶风强进。我们要乘新科技革命之风，和风徐

进、迎风渐进、顺风推进。当今既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迫，又要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共产

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与时俱进。从世界全局来看，要善于长期奋斗，通过逐步改良，来完成世界革命的任

务。这并不否定某些地区、某些国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而可能爆发革命。 

  总之，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因而，要总结新经验，明确新道路，要建立新型现代化的共产

党。各国共产党要独立自主探索共产主义道路，进行改革，还要经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收到比较全面的效果。当今世

界共产主义运动还在继续，总体上难以很快全面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同时也要有再次遭

受挫折的思想准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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