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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和斗争中，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对“两个必然”的实现充满信心的同时，在现实的发展有利于实现“两个必然”的条件下，推动“两

个必然”思想进入新境界，要展现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肩负的崇高责任和表率作用，发挥

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主体作用，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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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the Thought of “Two Necessities”

HU Xiaome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Work,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In the coexistence and struggle of the “two systems”, the socialist system is becoming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While maintaining confiden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wo historical 
necessities”, we should also recognize the current conditions that are favorable for their achievement. To promote 
the “two necessities” into a new realm, we should show the lofty responsibility and exemplary role that socialist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should shoulder,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its 
political partie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publicit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rld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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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

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

的。”[1] 此为学术界所称的“两个必然”，即“资

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

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

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

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

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

的科学依据。”[2] 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3] 。当前，

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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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的上升期，以美欧为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

则在经历了由衰而盛的过程后，开始走下坡路。

在 21 世纪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实现“两

个必然”的前途是光明的。资本主义发展面临危机，

世界社会主义则进入了一个谋求复兴和发展的新

时期。世界范围内，反对和变革资本主义的运动

集中开展，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与博弈日趋激烈。坚定社

会主义必胜信念，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

在理论和实践中丰富发展“两个必然”思想，推

动其进入新境界是一个重要课题。

一、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肩

负崇高责任、发挥表率作用

伴随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史上划时

代的事件，标志着“两个必然”从理论到制度的

飞跃。列宁、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带

领苏联人民在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下对社会主义

建设进行艰辛探索，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由

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明显，好的

改革措施未得到有效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

问题逐渐增多，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障碍。

主要表现为：经济方面，强调公有制的同时未充

分考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管理经济时未充分将

行政手段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过分强调重工业

优先而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等；

政治方面，民主法制不健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

的矛盾等；党的建设方面，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蔓延。

这些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共产党的形

象。因时代条件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各国未能

正确处理学习借鉴苏联模式同本国实际结合的关

系，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历了曲折，在改革

中继续发展。

（一）中国的发展和对外战略增强了世界社会

主义的吸引力

中国以建设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

位，发展和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在一段时间内，

中国也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建设和政治

建设方面经历过曲折。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

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建设和发展

的任务十分艰巨。然而，中国以排除万难的气魄

建设社会主义，先虚心学习苏联经验，再结合本

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最大的贡献就是建设和

发展好本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做

到了，并且中国共产党正带领本国人民、团结世

界其他国家人民努力做得更好。21 世纪头 20 年，

中国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民族复兴

的光明前景 [4]7 。从 2010 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稳居全球第 2 位，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00 万亿元，这是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重视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结果。中国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如科技创新、制度成熟定型、文化建设、乡

村振兴、生态环境等。国家空前强大，人民生活

水平空前提高，社会空前和谐安定，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随着“十四五”

规划的顺利实施，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些成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中国的成功实践深刻

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

经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关注，国外

越来越多的政党和组织开始研究中国，寻找可以

借鉴推广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基于时代问题，基于世界格局的

深刻变化，基于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和塑

造了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全球治理体

系的扬弃 [5] ，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

的新贡献。这一方案已先后被写入中国的党章和

宪法，被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成为国际社会的

广泛共识。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宋吉·苏

格萨瓦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从概念的提出到与各国的交往，特别是“一带一

路”倡议的逐步实施，已逐渐深入各国人心，其

光芒开始普照世界 [6]。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副主席德·根·诺维科夫认为，中国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世

界提供了除由美国财团控制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以

外的另一种方案和选择”[7]。尼泊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书记苏伦德拉·库马尔·卡尔基认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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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挑战的良方，是

社会主义的最新发展趋势 [8]95。南非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委员诺尔曼·舒舒指出：“全球帝国主义反

共议程对南非造成巨大挑战，其目的是阻碍南非

追求社会主义，为此，必须勇往直前、团结一致，

致力于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主义的发

展。”[8]104 世界人民从中国的发展和对外战略中看

到了 21 世纪社会主义振兴的希望。

（二）越、老、朝、古的不断探索捍卫和发展

了世界社会主义

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朝鲜劳动党、

古巴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重塑党的形象，

积极应对时代变化，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执政党

领导地位，在理论革新和执政实践中推动经济社

会与党的建设取得新发展。四国执政党注重执政

能力系统建设，加快执政方式转变 [9]；优化经济

结构，调整增长模式，促进经济稳定发展；重视

理想信念教育，加快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

同时，四国政党寄希望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期待打造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共同体。

越南自社会主义定向革新以来，在本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下，其改革取得了显

著成就。经济方面，人均 GDP 由 1986 年的不足

100 美元达到了 2023 年的约 4284 美元，2023 年

GDP 总量约 4300 亿美元，且增长质量不断提高 [10]。

政治方面，积极贯彻党领导、国家管理和人民作

主的方针，认真处理党、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

不断朝着建成“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迈进。

近十余年，越南共产党大力推进自身建设和反腐

斗争 [11]，取得了积极成效。越南共产党近 40 年的

发展历程，始终守住“变革而不变色、融入而不

溶化”的革新底线，保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革新开放以来，老挝人民革命党不断深化党

的理论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领域革新，经过

艰辛探索，带领全国人民开辟了具有本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老挝人民革命

党十一大以来，其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深化革新，

多措并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减贫工作取得实绩，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党的全面领导、思想

理论建设、作风建设及党员队伍建设持续加强 [12]。

此外，老挝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行动，

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为“一带一路”高质

量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不断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

建设行稳致远。

朝鲜在美国及国际社会持续高强度的压力下，

自力更生，坚持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朝

鲜将农业作为经济强国的主攻方向，继续推进经

济调整；强化党的唯一领导体系，强化基层支部

堡垒作用，强化思想管控，维护社会稳定。2021
年 1 月，朝鲜劳动党在八大上确立了争取社会主

义建设划时代进展的主要目标，三年来，新的国

家发展战略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意识形态和

国家动员、外部环境塑造、组织保障和领导机构

职责等方面展开和实施，效果比较明显，国民经

济发展取得了不小成就 [13]。

古巴经历了自主探索、学习他国建设经验的发

展过程，捍卫和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基本形成了具

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古巴共产党和政府根

据形势变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更新”经济社

会模式，在新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近十余年，

古巴在政治体制上制定和通过了新宪法，并不断

推进国家和政府机构改革、立法机构改革 [14] ；经

济上稳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外开放 [15] ；文化

上忠实继承历史革命文化传统，发展多元民族文

化，将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质量作为目标；坚持

党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视拉

美左翼、中国等为外交重要依靠力量。古巴已开

启了一条在变革与开放中坚持、在巩固与发展中

完善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将自身发展好、把自己的事情办

好是实现“两个必然”的关键。

二、发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

党的主体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适应当

今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积极应对困难形势、

探索新的发展方向、稳步推进国际性与地区性联

合，继续发挥变革资本主义的主体作用，为实现“两

个必然”创造重要条件。

（一）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发展迎

来新机遇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际性金

融危机和全球性新冠疫情的暴发，给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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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带来了机遇，他们的力量和

影响得到一定程度增强。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资本主义系统

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全面危机，推动了资本主

义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重塑了各国工人阶级政

党的形象和信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处于低潮，而金融危机的爆

发带来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希望和可能，

对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发展来说，

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金融危机中，资本主

义国家共产党的活动更加积极主动，他们参与和

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效，

共产党的声望有所提高，党员队伍基本保持稳定，

有些国家共产党的队伍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党员人数仍稳居

非执政共产党的首位，日本共产党、俄罗斯联邦

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等党员人数都有所增长 [16] 。
金融危机中，欧洲左翼党注重发挥整体合力，发

展势头迅猛，影响力有所扩大。根据民调，2008
年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左翼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

达到 15%，此外，在法国、瑞典、挪威、意大利

等国，欧洲左翼党的成员党已进入联合政府 [17] 。
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复杂态势中，资本主义

国家共产党努力拓展生存空间、谋划未来行动方

向，深入思考和探索怎样化疫情的“危”为自身

发展壮大的“机”。疫情期间，多国共产党参加

了地方选举，如在地区或市政选举中，奥地利共

产党和劳动党取得突破性进展、俄罗斯联邦共产

党的支持率略有增加、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取得了相当大的领先地位等 [18]。此外，一些传统

上更注重纯洁性的党逐渐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

谋求合作与联合的意愿显著增强，但也有一些党

在携手合作的实践中产生了矛盾冲突。疫情期间，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以反对资本主义为指向，批

判资产阶级政府的反人民政策 [19] ，进行了抗疫、

声援、反霸与示威游行的实践斗争。后疫情时期，

极右翼势力抬头，地区热战冷战升温，国际局势

恶化。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高度关注目

前国际局势，通过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分

析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源，剖析当代帝国主义的实

质，揭露帝国主义的谎言与丑恶，掀起了一股反

帝斗争的劲风 [20] 。

总体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

量在本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

变，仍处在积蓄力量、谋求振兴的阶段。资本主

义的新变化，使“两制”在多方面的发展中形成

鲜明对比，无疑使更多的人开始深刻反思“资社”

体制，而这些给无情批判资本主义的政党及其他

左翼力量进入大众视野带来了新机遇。

（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发展面

临新挑战

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发展迎来

新机遇的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

一是少数党片面研判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影

响了正确战略策略的制定。金融危机虽然加剧了

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但并不能直接导致其灭亡，

资本主义的自行灭亡，需要其内部矛盾进行长周

期的积累，而少部分共产党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

观，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历史极限”[21] ，“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先决条件已经成熟”[21]，

没有完全认识到要同资本主义作长期的斗争，也

没有看到其发展的调适性和多样性。新冠疫情的

全球大流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系统性危机的必

然结果，随着系统性、周期性危机的逐渐加深，

与以往相比，“资本主义政策体系更容易崩溃”。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倡议中申明，疫情的全球

大流行“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腐朽和落

后”，但就此认为资本主义会快速崩溃是不正确的。

二是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的内部纷争

难以弥合。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面临着组

织力分散、内耗大于合作、难以实现联合与协调

统一的严重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

家存在多个共产党（如英国、印度、西班牙等）、

不同左翼组织之间的对抗、部分共产党较为频繁

地分裂和重组，这使得本就不占优势的社会主义

力量陷入了更加不利的地位。西方左翼的流派、

观点是混杂的，既有以马列为指导的激进左翼力

量，也有主张调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有抽象批

判资本主义的左翼自由主义等。面对新冠疫情带

来的社会动荡，西方左翼力量反对当权政府消极

抗疫的立场基本一致，但在对待现有制度的根本

问题上存在分裂。这些路线之争消解着本就单薄

的左翼力量。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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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发展空间持续受限。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

党不管是选择议会斗争，还是选择议会外作为抗

议的政党存在，都面临诸多困难。资本主义国家

共产党面临来自外部的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

制约，及来自内部的思想不统一和理论政策调整

前后内容矛盾的制约，使其无论向“左”走还是

向“右”走，都可能面临思想危机 [22]。资本主义

国家左翼政党之间本身的竞争，以及其与发展中

国家工人阶级政党政治主张无法达成一致，使其

合作的空间受限。同时，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

全球大流行并没有减弱资本主义力量对各左翼政

党的压迫、干预和攻击。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一

旦结束，资本主义势力又会重新腾出力量，把矛

头对准各左翼政党。

（三）发挥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主

体作用的有效途径

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继续发挥变革

资本主义的主体作用，促进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成

熟，以迎接新的胜利 [23]。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从实际出发创新和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一

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对马克思主义，有

的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有的视其为

“僵化的教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有的承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的认为它不能作

为一种“普适性范式”[24]。因此，各国共产党应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

立足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让马克思主义活起来”，

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走符合各自国情和党情的

道路。

二是以新型政党关系为原则，弥合共产党和左

翼内部分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型国际关

系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新型政党关系 [4]112，这对处

理各党之间的分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欧洲左翼

力量向来有“左与右、激进与温和、改革与保守”

的分别，不管是社会党、共产党，还是工会组织

都存在争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国际部负责人法

比奥认为，左翼内部的分歧甚至比左翼和右翼之

间的分歧还大，这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明显。希

腊左翼联盟党的构成复杂，包括 13 个政治团体，

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没有明确定位。政党的力

量主要体现为组织力，这是共产党的传统优势所

在 [25]。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高度重视团

结统一，推动各党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加强合作，

进一步强化组织优势。

三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合作。国际

主义是共产党的传统，实现“两个必然”离不开

各国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力量，如果左翼力量不

团结合作，同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是极为

困难的，“单靠一支先锋队还不能实现向共产主

义的过渡”[26]。21 世纪初，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多边合作平台应运而生，即一年一度的世

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如今已举行 23 次，

100 多个共产党参加过它的活动，为推动世界共产

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合作起了积极作用。多国共产

党党员普遍认为左翼团结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

此，面对当前新情况，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利

用积极因素，扩大统一战线，发展更富弹性的合作，

为最终实现“两个必然”奠定力量基础。

四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先锋作用，争

取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如果没有先锋组织领

导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各国的社会主义运

动就会陷入混乱状态，社会主义革命就难以成功。

近些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思潮和矛盾有了新

变化。西方极端政党与民粹主义融合聚变，各国

共产党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改变，受到右翼打

压及民粹主义分化的双重挑战。民众身份的认同

趋于“碎片化”，传统工人阶级的政治“流动性”

加大，组织力量分化和阶级意识弱化的困境凸显，

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主体的地位受到削弱。这就需

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把握新媒体舆论宣传的

话语权，克服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不断促进工人

阶级意识觉醒，同时，利用好资本主义社会新变

化带来的机遇，团结和联合其他一切反资本主义

的力量，争取民众支持，扩大社会主义影响，进

一步助推“两个必然”的实现。

三、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

究和宣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

了有利影响，它让更多的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与

社会主义制度孰优孰劣，激发了人们的斗志，坚

定了人们的信心。社会主义在当前“资强社弱”

的“两制”竞争中暂时处于有利态势。当代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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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者应当乘势而上，加强研究和宣传，丰富

与发展“两个必然”思想，不断推进“两个必然”

的实现。

（一）深入反思和全面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

的历史经验

加强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汲

取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有助于深入认识现代化

道路的选择，有助于为世界人民判断时代方位提

供历史借鉴。20 世纪前半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

争，世界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科学社会主义实现

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一系列

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立。20 世纪后半叶，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遭遇多重困难，尤其在东欧剧变、苏

联解体之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

谷。全面总结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进一步回答“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还灵不灵？世界

历史是不是终结于资本主义？当今社会主义的发

展是否有前途？我们还要不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这些重大问题，对指导 21 世纪世界社会

主义实践十分必要。

关于这一点，近几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左翼力量围绕重要纪

念日，如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十月革命 100 周年、

纪念列宁诞辰 150 周年、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

年，及各国共产党诞辰周年纪念等，讨论、反思

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在众多的纪念

活动中，各国共产党表达了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及其指导的行动，推动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并与其他劳动阶层联合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新世界的决心。在世界资本完全撕下“民

主”与“人权”的面纱，变得更具进攻性的情况下，

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共产党要深入总结共产国际

的经验教训，增强革命力量之间的联系与团结。

完成这一任务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坚定地争取

社会主义的共产党身上 [27]。2019 年 2 月，由土耳

其共产党主办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纪

念共产国际成立 100 周年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

来自欧洲的 21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会议，参会

政党认真总结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深入剖析了

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衰落的原因，纠正了各党的错

误思想和路线。在此基础上，大会提出了新时期

欧洲共产党人的斗争任务和策略，为 21 世纪加强

共产党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引

领和价值引领。2022 年 10 月，由古巴共产党主办

的第 22 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首都哈瓦那

召开，来自 57 个国家的 73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

142 名代表参加。与会政党指出，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欲在低谷中奋起，就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加

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把团结合作作为联

合行动的基础。

（二）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的研究

第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

意义的研究。20 世纪，既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

大的悲剧，更有犹如日出的壮丽辉煌，这个辉煌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艰难探索、曲折发展中

的勃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至今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的奇迹是遵循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

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中

共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极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宝

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境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不仅深刻改变

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的发展格局，

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并引领世界社

会主义从低谷走向复苏。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将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

砥柱”[28]，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代表着世界社会

主义的未来。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创造性贡献应该

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平台上得到充分反映。

第二，加强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四

国都是经受住考验，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国家，虽然这个过程都经历了曲折，发展中也面

临挑战，但总体上各国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对

四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梳

理、分析和总结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关注和研究南亚与其他亚洲国家社会

主义运动的新进展。亚洲地区，除了中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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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和老挝四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探索以外，南亚与其他亚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

争的基础上”[29]，经历了兴起、发展到逐渐衰落

的过程。南亚共产党是南亚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其在参与政治生活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

积极探索与本国国情相符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

同时也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创新。其他亚洲国家的

社会主义运动，如尼泊尔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

伊朗共产党等的演变和发展，也要重视跟踪研究。

第四，关注和研究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社会主

义，如南非社会主义政党、阿拉伯左翼力量、阿

根廷共产党等。在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

进行研究时，应结合非洲和拉美国家社会主义领

导主体的历史、非洲史和拉美国家史、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深入展开。

（三）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宣传

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地群众运动、各种反抗

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高涨。现存的五个社会主义

国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稳定发展、阔步前行，尤

其是中国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体上，社会主义的力量在积蓄，影响在扩大，

形象在改善，“两制”竞争出现了有益于社会主

义的新变化，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营造了

有利环境 [30]。然而，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对国

内左翼学者及政治人士客观真实评价社会主义的

言论和主张进行压制与封杀，另一方面，个别社

会主义国家对新闻出版、网络和媒体管控的放松，

及缺乏优秀的宣传平台，致使西方媒体大肆歪曲、

诋毁和抹黑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的不足，使许多

西方民众认为社会主义很遥远、不现实，人们对

真实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

得很少，误解得很多。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的宣传，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办好

国际学术研讨会议、杂志等交流平台，拓宽与西

方左翼学者和政治人士的交流渠道。如中国社会

科学院一年一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

社会主义论坛，为世界社会主义者交流思想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得到了他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

誉，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者联系的坚实纽带，是

宣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 [31]。二是重视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应该将更多的宣传力量

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下层普通群众，因为他们

对社会主义偏见更少，更易受客观事实影响。另

外，第三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受资本主义大国霸

权主义压迫最重，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宣传就是对

他们的帮助 [32]。三是构建专门的宣传和教育网络。

办好多种语言的世界性广播节目和电台新闻节目，

通过网络、电视台讲述世界各国共产党、左翼政

党及工人群众的故事；建立专门的宣传网站，定

期推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相关内容，以此扩

大传播，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最新理论

和实践的了解。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重塑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这就需要

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关注工会，让他们认识到

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自己遭受苦难的原因，通

过教育引导他们转变思想观念。四是增强新的重

要文献的译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文

献的译介。事实上，有不少国外人士表示希望能

及时阅读到中国的重要文献，学习中国成功经验。

五是选择合适的斗争方式同危害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的思潮作斗争，同时还要重视培养社会主义问

题的理论权威。总之，在世界舞台上，加强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宣传是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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