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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共产党现状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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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副总编 柴尚金 

  一、国外共产党力量现状及特点 

  目前，世界上约有100个国家127个仍保持原名的共产党或坚持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党员总人数约７00多万（不包括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

执政党），党员人数过万的共产党有３0个，执政和参政的共产党约25个；从地区分布看，亚洲29个，非洲8个，欧洲５５个，大洋洲３个，美洲

32个。 

  1.发达国家大多数共产党仍保持原名称，但力量下降并呈现出被边缘化趋势，一些小党小组织还在为生存问题而努力。 

  发达国家共产党受苏东剧变的冲击最为严重，力量损失很大。西欧地区尚有２１个共产党，近百万党员，力量和影响较大的有法国共产党(现

有党员约14万人)、葡萄牙共产党(现有党员13万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现有党员9.6万人）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党（现有党员3.5万人）、西班牙

共产党（现有党员4万多人）、希腊共产党（现有党员约3万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现有党员约7万人），虽不是共产党称谓，但坚持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在北欧地区的芬兰、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仍有多个共产党组织。这些党的党员数量多则几千人，少则几百人。美国共产

党（现有党员约8千人）主要是由一些左派和反政府人士组成，是美国的合法政党。日本共产党（现有党员约40万人）是目前日本所有政党中组织

最为严密的政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影响。对北欧、英国等国的小党而言，如何维持生存始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2.原苏东地区共产党力量进一步衰退，内部派别众多，情况比较复杂。 

  原苏东国家现有共产党约30个，有一定影响的只有俄罗斯共产党（现有党员约50万人）、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现有党员约14万人）、乌

克兰共产党（现有党员11万人左右）、阿塞拜疆共产党（现有党员约6万人）、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现有党员1.6万人）等。该地区有一定影响

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主要是由原来执政的共产党内不同意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派别组成，但多数共产党已不

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除个别党外，绝大多数党是合法政党，有一部分党进入议会。总体而言，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目前已渡过为生存而斗争

的阶段，有的党员人数还略有增长，但主要大党面临深刻危机。如俄共近年来，在中右翼势力的夹击下，社会支持率一再下跌，组织队伍进一步

萎缩，党员老化，影响力明显不如以往。 

  3.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继续在困难中探索。 

  一些政党通过调整，获得了新的发展，一些政党仍未摆脱困境。亚洲发展中国家共产党数量较多，有强有弱。力量较强的首推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现有党员79.6万人，并有下属群众组织的会员4059万人，是全印最大的左翼政党。印度共产党现有党员50多万人，所属群众组

织680多万人。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现有党员11万人左右。在本国有一定影响的还有叙利亚共产党（费萨尔派）、黎巴嫩共产党，但党员都

只有数千人。东南亚有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主客观原因，近年来逐渐销声匿迹。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一直是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本国政坛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是巴西共产党（现有党员20多万人）、智利共产党

（现有党员约4.7万人）等。巴西共产党支持现在的卢拉政府，动员全党积极参与国家改革，取得参政地位，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委内瑞拉、乌拉

圭等国的共产党的人数只有数千人，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南非共产党（现有党员约2.3万人）在其实现了由非法政党向合法政党、由在野党向重要参政党的两大飞跃后，近年来积极维护

三方联盟，调整斗争策略，政策更加务实，党的队伍和影响不断扩大。  

  发展中国家多数共产党都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采取合法斗争方式，逐步积蓄力量，分阶段实现自己

的斗争目标，走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4.越、朝、老、古执政党继续进行政策调整，执政地位和作用有所加强，政治与社会保持稳定，但仍面

临着外部敌对势力的严峻挑战。 

  越南共产党（现有党员247.2万人）、朝鲜劳动党（现有党员400多万人）、老挝人民革命党（现有党员12.4万人）、古巴共产党（现有党员

86万人）是国外几个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后，越、朝、老、古四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

度不变，保持了国内政局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在经济上进行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由于四国都面临着西方国家分化和打压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

与国家安全矛盾突出，不得不把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特别是在朝、古两国，维护执政党地位和政局稳定成为头等任务，这在很

大程度上延缓了本国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进程。 



 

  二、对国外共产党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 

  1.国外共产党要从整体上走出困境、实现更大程度的发展，仍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在当前社会民主主义风行的情况下，国外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弱小，其发展也不平衡，世界社会主义在总体上还处于低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世界上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化、西化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国际范围内资强社弱、资富社贫、资攻社守态

势明显。二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压力、苏东剧变的历史包袱、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带来的诸多挑战，各国共产党自身发展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

题，如党员老化、组织涣散，缺少有威望的领导人，党内纷争不断导致分裂等。三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国外共产党在理论、战略、组织

等各方面的准备不足，很难提出一个明确、全面的代替资本主义的方案，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因而没有能力对希望改变社

会现状的群众实施领导。四是在社会阶层日益细分、利益群体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国外共产党很难扩大党的传统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作为共

产党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边缘化，许多人已无阶级归属感，普遍不再对政治抱有热情，已经没有为了一种政治理想进行斗争和参与的积极

性。五是一些共产党在参与执政过程中，由于处在少数派的软弱地位，不得不弱化自己的经济、社会主张，向社会党等其他参与执政的主导性大

党妥协，无法充分反映民众的要求与呼声。 

  2.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主观上求生存、求适应、求发展的需要，将促使各国共产党不断调整理论纲领和斗争策略，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探索可能更

加符合实际并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目前西欧共产党内普遍进行着广泛、深入的讨论与反思，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HTF〗冷战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左翼思潮

的影响正日益下降，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生的绿色和平主义思潮的力量正在上升。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条件下，共产主义

思潮的定位是什么，其社会政治作用是什么，传统共产党如何把自己融入力量不断壮大的新兴社会主义运动之中，这些都是欧洲等发达国家共产

党正在探讨的问题。法共等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理论调整是各党现在面临的迫切任务，急需解决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定位、在新世纪建立一个什

么样的党、如何提出有效的左翼替代方案、确定谁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与其他左翼力量结盟或联合执政时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如何处理好与选

民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理论政策有一定调整。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来看，在

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它们都“不准备以暴力手段改变现行制度”，而是主张在各国“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主张通过自己的努力，“循

序渐进地、和平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利用议会和非议会等一切手段使国家回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俄共逐步接受了俄罗斯市场经

济、私有化和“三权分立”的现实，但在思想理论方面总体说来落后于俄社会发展步伐，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仍沿袭传统的抽象论述，只是一般

性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对选民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东欧一些共产党相对俄共而言，一定程度上能根据现时社会形态和民众心理进行政策调

整，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比较务实的看法。 

  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理论政策的调整，主要围绕如何在合法、和平的条件下争取革命斗争胜利这一主题进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

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形势很难出现。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大多已放弃暴力革命，逐渐走上合法、和平的斗争道路。绝大数共产党的斗争和竞

选活动一般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通过竞选进入议会并上台执政已成为它们的首选。 

  各国共产党都普遍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重

新认识、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争取社会主义理想胜利的斗争扎根于各国的现实之中，扎根于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和幸福的现实

斗争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贩毒等全球性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诸如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它

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批判，并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构想。 

  3.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外许多共产党强调不同形式的左翼联合并频繁参与地区和国际活动。 

  近年来，欧洲共产党举行了多次区域性会议，并在左翼论坛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欧洲左翼政党组织。2004年5月8日~9日，来自欧洲14国

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的300名代表出席了在罗马召开的“欧洲左翼党”成立大会，意重建共、法共、德民社党、西共、希腊左联党等16个政党

成为欧洲左翼党成员，卢森堡左翼、意共产党人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成为观察员。会议通过了欧洲左翼党宣言和党章，选举出党的领导

机构，意重建共总书记贝尔蒂诺蒂当选为新党的主席。党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会议强调欧洲左翼党是开放的，是在尊重各成员党特性和各国实

际的基础上成立的政治组织，其宗旨是推动左翼联合与振兴，捍卫民主权利，维护世界和平。 

  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定期举行地区性国际会议，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举办每年一次的“圣保罗论坛”，其中2001年12月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十

次会议规模最大，来自86个国家、138个政党和组织的3000名代表和观察员与会。“圣保罗论坛”已成为拉美地区左派政党和进步组织及世界其

他一些国家左派政党的的规模较大的重要聚会。 

  南亚、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也不定期地举行了地区性国际研讨会，共同探讨社会主义前景问题。 

  4.国外共产党在困境中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批判和取代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较长时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国外共产党普遍认为，当代世界是多样和复杂的，充满活力、对抗和矛盾，同时又是相互依存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代的基本矛盾。发达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以批判精神探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发达

国家的重要社会运动，将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始终存在下去，社会主义理想将仍然会成为西方国家不少有志者的奋斗目标。各种社会主义

力量将继续以变革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使命，深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在当前及今后较

长一段时期里，由于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严重弊端加剧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损害了一度相对平稳的劳资关系，激化了阶级矛

盾，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冷战时期所未有的诸多新矛盾、新问题。这些新矛盾新问题在给统治阶级造成新挑战的同时，也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

某些新机遇，酿成了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动力。 

 



  从共产党自身力量发展来看，也出现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产党，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

关系民主化发展的时代浪潮，面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和自身的困难局面，都意识到加强联合、相互借重的重要性，纷纷联合起

来以壮大自身力量。其次，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和媒体的不断发展，国外共产党的宣传方式、活动方式也在不断进步，有利于加快党的现代化和扩

大党的影响。再次，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反战运动等也已成为除共产党之外批判资本主义的另一类政治力量。这些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扩

宽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领域，也为实现各国共产党的自我突破，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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