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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第七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冶 综述

许 峰摇 孙应帅

2019 年 6 月 1 日, 第七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 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和遵义师范学院共同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遵义师范学院中国

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承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研究》 编辑部、 《贵州

社会科学》 编辑部协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

辉出席会议、 致辞并做主旨报告。 贵州省委宣传部巡视员晏世忠、 遵义市委副书记陈代军、 贵州省社

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 遵义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大忠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樊建新主持开幕式。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共中央

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等 50 余家单位的 120 多名专家学

者参加了论坛。 本届论坛围绕 “世界社会主义与国外共产党发展新动态冶 “五四运动、 共产国际成立

100 周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冶 “新中国 70 年: 经验与成就冶 三个议题展开研讨。

一、 世界社会主义与国外共产党发展新动态

姜辉在主旨报告中指出, 21 世纪是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世纪。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以

雄辩的事实, 打破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关于 “资本主义重新一统天下冶 的狂言妄论, 粉碎了资本

主义战略家们长期推行的 “不战而胜冶 的和平演变图谋, 终结了所谓 “历史终结论冶 的神话, 并在

整个世界范围内有力而持续地印证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 重新恢复并提振了马

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柴尚金研究员认为, 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条件下来看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 既要看世界社会主义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还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自身的变化和特点来看。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胡振樑教授提出, 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就要从世界发展新阶段去把握, 要从下一个 50 年的主题

和中国的地位去把握, 而这个阶段肯定是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社会

主义研究所所长郭春生教授分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三次重心转移, 认为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进程中发生了从重心到中心的转移过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轩传树研

究员则认为, 发达国家共产党理论政策调整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尴尬: 一是面临自身理论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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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难选择, 二是面临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掣肘, 三是面临国家内部和国际外部的多重压力。 云南农

业大学中国南亚东南亚研究院老挝研究所方文副教授介绍了老挝社会主义革新 30 多年来的建设经

验, 主要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坚持处理好革新进程中的诸多关

系,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革新的领导。 正是在革新路线指引下, 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老挝社会

主义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潘金娥研究员介绍了促使中越形成

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的几个历史事件, 说明了共产国际对于中越关系和中国早期革命的影响。
关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一些学者也在反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我国的警示作用。 中国社会

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 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吴恩远研究员介绍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

论建设共运史教材 (第二版) 修改的重点情况, 以及俄罗斯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 认为当时苏联高

层和史学界对列宁、 斯大林等领袖人物的诋毁、 抹黑是审视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重要视角。 中国社

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瑞琴研究员认为, 在东欧国家经济和政治危机中, 正是苏联 “革新社

会主义冶 的过程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力量迅速增强, 加大了与政府的对抗, 使得这些国家的执

政党权威迅速衰落。 因此, 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各国的新政策是 1989 年 “天鹅绒革命冶 的关键因素,
这一政策实际上将东欧各国推向西方, 进行所谓的 “民主化冶 改革。 如今, 东欧各国转型 30 年仍

在途中, 新旧挑战交织而生, 成为当代中东欧政治社会状况的突出特点。
对于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认为, 中国共产党

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 中共十二大确立了 “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 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冶 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 在四项原则指导下, 中共突破了

主要与共产党交往的框框, 尝试与拉美民族民主政党开展交往并取得重大突破。 总的来说, 中拉党

际交往有经验也有教训, 但是为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合和发展动态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群教

授对第二十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此次会议对于资本主义危机、 帝国主义扩

张和民粹主义登台的国际形势等问题表达了看法, 介绍了各党的斗争实践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

成就与经验, 制定了共同行动方案和具体斗争策略, 通过了 《共同呼吁书》 和 15 份团结声明等。

二、 五四运动、 共产国际成立 100 周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今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 100 周年、 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 成立 100 周年。 这两个事件在国际共

运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百年来, 其对中国的影响绵延至今。
把五四运动放到更大的时空中去考察其历史意义, 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学者们从全球史的视野

考察了五四运动和世界革命的互动关系, 而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五四运动对当代青年发展

的启示等也是学者讨论的话题。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中心原主任王世谊教授就提出, 五四运动是

青年人开创的, 在此之前的文化启蒙浪潮也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先导的。 因此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

功绩首先应归功于青年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倡导的爱国与进步、 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正是我们的民

族和青年在向现代化进军中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始终是国际共运史的研究热点之一。 与会者以更翔实的史料、 更辩证的思

维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淑春研究员认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 没有共产国际, 就没有中

国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具有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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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对于因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给出的错误指示及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而否

认共产国际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观点, 则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进行评价, 不应因共

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而无视或否定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历史功绩。 同时, 我们应从中

找出经验教训, 为今后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借鉴。

三、 新中国 70 年的经验与成就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副所长金民卿研究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 对共产国际和中国革

命的关系进行了回顾和评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建华教授认为, 党的建设、 政权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的三大历史性贡献。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 二是坚持和加强政权建设, 中国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为实现最广泛、 最真

实、 最管用的人民民主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从而使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起, 共同成为五四运动以

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 筑就了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南京师范大

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俞良早教授则从独特的视角介绍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 “正能量冶、
“负能量冶 的正面化与中国改革开放。

四、 评价与展望

潘金娥在论坛总结发言中认为, 本届论坛探讨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世界社会

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 探讨了共产国际成立 100 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革

命的影响, 探讨了五四运动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当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 展

望了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专家学者们的研讨, 厘清了国际共运研究中的一些疑点,
关注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概念, 是对国际共运研究的一次高水平的深化。

展望未来, 国际共运研究仍有一些领域和节点值得关注。 第一, 朝鲜、 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这

几年的改革动向值得深度关注和研究; 第二, 新冷战思维、 逆全球化思潮、 民粹主义崛起等资本主

义国家的新动向需要密切关注和冷静思考; 第三,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革命对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发展的影响需要审慎评估、 预测和研究; 第四, 我国 “一带一路冶 倡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议题; 第五,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也是苏联解体 30 周

年, 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 应当提前做好研究, 适时推出重要研究成果。
最后, 本届论坛还发布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 (2018—2019)》 黄皮书。 黄皮书是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有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冶 的皮书系列。 黄皮书由姜辉、 潘金娥

主编, 包括 “总报告冶 “理论聚焦篇冶 “改革发展篇冶 “思潮运动篇冶 “资料篇冶 五部分内容。

(作者单位: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 张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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