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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 １　　　　

　 　创刊词
　 　潘世伟①

　　我国第一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在上海问世了！

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它出版于上海，更具有了一些特别的意义。据高放教授考证，

１９０９年７月由奉天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我国第一本从日文翻译为中文出版的年鉴；

而１９１３年由上海神州编译社发行、该社年鉴编辑部编译的《世界年鉴》，是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

年鉴。以后，又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年鉴》、上海

《申报》年鉴出版社出版的《申报年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世界知识年鉴》。上海可以说是我国

出版年鉴的发源地。改革开放至今，又猛增至３０００多种。从今年起，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年鉴》将加入《年鉴》的行列。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今

天，上海是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的重要窗口。上海应当在社会主义学术研究

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回首历史，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曾一片欢腾，以为人类的历史已终结为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现

在看来，这些预言家们高兴得太早了。苏东剧变只是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虽然令人唏嘘不已，

但是人类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步伐并非停顿。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人类社会的

关联度在加深，不同文明相互借鉴补充，在求同存异中保持发展；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相互激

荡，新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在危机中求生存、在调适中求发展；社会主义在跌宕起伏中锐

意改革、在艰难求索中大胆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奋力前进。展望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越来越多的迹

象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努力克服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那场危机带来的困难，正从低谷

逐步向上攀升。社会主义将在扬弃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以各种更符合社会主义本质、更符

合时代精神、更具有民族特色的实现形式存在和发展，展示出她坚韧的生命力。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博导、教授，长期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研究专长为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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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进，奋力开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空间。这一伟大实

践要求我们有更广阔的世界眼光，不仅要研究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的规律，也要研究

世界其他各类政党兴衰成败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需要研究世界其

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研究各民族发展的特殊道路，也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和把

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归根结底，要求我们在更深更高的层次进行思考，着力研究更大

时空范围内起作用的、更具普遍性和长期性的规律性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为专业学者的责任更为重大，必须开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跟踪研究，既要观

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也要把握社会主义道路在各国的新探索和新进

展；既要关注世界左翼力量的新崛起和新内涵，也要总结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新变革和新创造。只有

认识和把握了时代的实质与主题、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历史性走势、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

的分歧与互动，才能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作出前瞻性的分析、评估和展望。站在２１世纪的

地平线上，我们需要充分考虑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世界发展变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开放性地确定自己

在世界范围内的方位，不仅根据本国国情，而且根据世界的发展变化，实事求是地制定本国社会主义

发展的战略策略，在建设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正是我们创办这本

《年鉴》的宗旨。

２００８年１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院“马克思主义重点学科”、院“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合作创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内刊），在及时跟踪和反

映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态势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为学界提供了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最新的研究动态

和信息。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该刊已连续出版６０期，共刊载论文和译文２８３篇，内容涉及左派组织会

议综述、左翼政党发展趋势跟踪、左翼学者观点译介、重大事件深层解读、历史档案解密报道、格局变迁

分析评估等方面，其中有７２篇被各类公开刊物转载，６２篇被犆犛犛犆犐刊物转载，４３篇被院外甲类刊物转

载，已经引起国内学术界同行和相关领导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在这一基础上，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

克思主义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决定从２０１２年起，合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年鉴》，使之成为中外学界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传递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信息

的综合窗口。

《年鉴》主要选取本年度（创刊号扩大追溯上一年）国内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具有权威性、前沿

性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试图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与制度作多视角、深层次

的观察和思考，反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本《年鉴》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回归、当

代资本主义纵横、世界左翼运动现状、社会主义新论、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挑战、苏东剧变２０周年反思、

政党变革与创新、社会主义思想史新探、国外“中国模式”研究、历史文档解密等１０个专栏，还包括中东

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党纲辑录、新书博览、刊物和网站一览、大事记等附录。选编的稿件来源广泛，包

括境内外报刊、主要思想库和学术机构重要的资讯，力图为决策层和学术界提供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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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词 ３　　　　

意义的学术信息。

２１世纪必将是社会主义与时俱进、蓬勃发展、走向复兴的世纪。我们相信，这本《年鉴》在当代世

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沃土中一定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承担起记录发展、评估自我、研判趋势、汇聚思

想、展望未来的学术使命，成长为国内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学术阵地。

２０１２．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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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５　　　　

　 　序一
　 　高　放①

一、年鉴的由来和发展：上海是我国年鉴发源地

农业社会循序渐进，慢条斯理；工业社会节奏加快，瞬息万变。人们为了尽快获得信息，乃有日

报、双日报、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和年刊的出现，这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据我考

证多本中文和英文辞书以及报刊文章，得知年刊（狔犲犪狉犫狅狅犽）一词起源于１７２０年。最早出版而且长期

连续不断的年刊，是英国于１７５８年创刊的《每年实录》（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犵犻狊狋犲狉）和法国于１８８１年创办的《通史

年刊》（犃狀狀狌犪犻狉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狇狌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犲犾）。第一本从日文翻译为中文出版、名为年鉴的书，是１９０９年７月由

奉天图书馆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译者为该馆图书科科员谢荫昌，日文本原书是统计局局长伊

东佑谷所编《世界年鉴》）。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译、名为年鉴的书是１９１３年由上海神州编译社发

行、该社年鉴编辑部编译的《世界年鉴》，书中简要介绍了世界各国各种概况。“年鉴”一词，古汉语中早

已有之。元朝至正五年（公元１３４５年）修成的《宋史·艺文志》记载，宋朝著名学者刘玄撰有《年鉴》一

卷。可惜此书失传，后人不知其详。不过顾名思义，此书大概总是记述近年值得借鉴之事。现代首先

是日本人于１９世纪后期借用古汉语“年鉴”一词来翻译西方文字，如英文狔犲犪狉犫狅狅犽，到２０世纪初又被

中国人移植到中文中来，这是很有新意的意译。因为狔犲犪狉犫狅狅犽直译应是年刊、年书或年报，现在中文

改用“年鉴”，则增添了可供鉴赏、鉴别、鉴定、鉴戒的新意。这样更会吸引读者关注、阅读、收藏和备查。

年鉴并非是近年来各方面佳作的汇编，而是一种常用、备用的工具书，它包括世界、各国、各地区、各门

学科、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多种门类，其共同内容是记述各类有关大事，提供翔实资料，尤其是统计

数据。

年鉴在我国的发展，我以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以来的起步阶段。继

１９１３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世界年鉴》之后，１９１４年又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中华基督教教会责

成专人编写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阮湘主编的《中国年鉴》，前后有

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１９８１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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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４卷。上海《申报》年鉴出版社有《申报年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１９４２），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世界知识年

鉴》（１９３６—１９３７）。上海可以说是我国出版年鉴的发源地。在上海带动之下，不少省份和行业也纷纷

出版多种年鉴。第二阶段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更新阶段。１９５０年天津进步出版社编辑出版《开

国年鉴》，记述了新中国的新面貌和新景象。从这一年起，天津大公报社逐年出版《人民手册》，实际上

这是新中国的年鉴工具书，它反映了新中国年年岁岁不断更新的实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从１９５３
年起出版《世界知识手册》，１９５８年改名《世界知识年鉴》。此外，还有过《中国体育年鉴》、《中国摄影年

鉴》等问世。整个“文革”１０年，年鉴几乎全被肃杀。只有科学出版社从１９７３年起翻译出版美国的《科

学年鉴》一种。这是由于１９７２年应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犚．尼克松访问中国，打破坚冰，恢复了中

美关系之后，才破例出版的。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阶段。这时除了恢复出版“文革”前的

《世界知识年鉴》、《中国体育年鉴》等之外，新编的年鉴如百花怒放、群芳争艳。１９８０年有《中国百科年

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综合性年鉴）、《自然杂志年鉴》（后改名《自然科学杂志》）等５
种。１９８１年新增了《中国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等７种。１９８２年又新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新闻年

鉴》等１３种。随后各种年鉴以加速度突飞猛进，到１９８５年已突破１００种，到１９９０年又骤增至４０５种。

１９９９年达到１３００多种，迄今猛增至３０００多种。其中社会科学的年鉴已有《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

史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

究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则是社会主义科学这个学科的第一本开创性的年鉴。它诞生在我国年鉴发源地

的上海，足见上海学者着意发扬上海优良传统，对社会主义科学研究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值得庆贺。

二、首先要澄清“世界社会主义”的内涵

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首先要澄清“世界社会主义”的内涵。尤其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东欧和苏联发生

剧变，１０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到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之后，思想理论界出

现了两种各走极端的偏颇看法。其一，有人认为，在低谷中坚持世界社会主义的只有各国共产党。世

界社会主义就是世界共产主义，只有各国共产党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

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必须与它们彻底划清

界限，并且坚持对它们进行批判；苏联东欧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好

的，它是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出卖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但是低谷犹听新潮声，世界

社会主义还有１００多个共产党在坚持不懈奋斗，鼓吹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只是在修

补资本主义。其二，另有人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共产党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行了，只有社会党的民

主社会主义才能重新振兴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

义才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正统，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要澄清以上两种看法的偏颇，只有简要回顾世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并且从中

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马克思、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参与创

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为起点。当时马克思、恩格斯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坚决反对各

种社会主义，因为那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于１８４６年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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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７　　　　

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科学。可是到６０年代却在工人运动中掀起了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其标志是１８６４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其中包括英国工联派、法国蒲鲁

东派、德国拉萨尔派等等都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得到众多工人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审时度势，感到既

然共产主义曲高和寡，得不到更多工人信从，那么只有参加到第一国际中去，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去消

除各派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把广大工人争取过来。从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起，马克思、恩格斯才把

自己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到恩格斯晚

年，他目睹７０年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愈益感到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将来远景，当务之急是

要实现社会主义。１８８９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史称“第二国际”）到１９１４年破产前，已包括２０几个国家

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党内通常包括左、中、右三派。左派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右派强调通过议会民主选举，争取议

会多数席位，逐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派则是调和折中。到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

国际各党右派和中派投靠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只有左派坚持革命路线。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

党左派在１９１７年二月俄国民主革命胜利、推翻沙皇专制政府之后，接着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

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列宁等人认为，这时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

１９１８年俄国社民党把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１９１９年又成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帮助许多国家

纷纷创建共产党，重新开创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原先第二国际各党又从１９１９年起重新活动，１９２３年

另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继续其改良性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第三国际领导的世界共运与社会主义

工人国际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处于对立、对抗之中。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共产党与

社会党均受到法西斯迫害，两党才开始合作共同抗战。第三国际于１９４３年解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

１９４０年被迫停止活动，但是战后于１９５１年又重建“社会党国际”。

二战后，共产党与社会党又处于对立、对抗状态，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和解合作。在苏联东

欧剧变后，社会党力量虽然也曾经受挫，然而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远比共产党大得多。迄今社会

党总数约１７０个党，４０００多万党员，共产党虽然也有１３０多个，但是大多数是被边缘化的小党，资本主

义各国的共产党人总共不到７００万人。在美国、意大利等国都分裂为两个共产党，主张各异，互相对

立。现在印度有４个共产党，英国也有４个共产党，俄国有６个共产党，都在独立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

义之路。低谷且听新潮声，可是各国共产党发出的远不是同一个声音，甚至是互相争吵声、对骂声。有

的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逐步渐进，不能急躁冒进，而且自感势单力薄，所以就

采取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战略与策略，如瑞典共产党只有３０００多党员，在议会大选中号召党员支持有

１２０多万党员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这样有利于维护劳工大众的权益。苏东剧变并非证明科学社

会主义错了，而是因为从斯大林起党的领导人就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急于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消灭

私有制，又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等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破坏社会主义自

由、民主和法治，培植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

主义公有制变成官有制，又长期延误改革开放，固守僵化封闭的老路，专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后期转

向改旗易帜的人道民主社会主义邪路，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终于自我埋葬了社会主义。汲取苏联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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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并非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是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依然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议会民主和平走向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并非只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

主义一家独领风骚，很多国家的社会党都与共产党实行合作，并肩战斗。

由上述可见，共产党与社会党、世界共产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１００多年来有过两次分和。１９世纪

４０—６０年代两者第一次分立，１８６４年至１９１４年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两者第一次合一；１９１４年尤其是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至７０年代末两者第二次分裂、对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两者第二次联手合作。

共产党与社会党、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固然要划清原则界限，但是共产党人更要清除第三国

际遗留下来的“左”的观念，不能再把社会党视为世界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和“绊脚石”，欲

尽全力把它们铲除殆尽而后快。苏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使尽各种办法都未能把它们消灭，

反而因自己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而消亡，其教训极其深刻！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共产主义又合为

一体，世界社会主义远非只靠共产党一家孤军独战，包打天下，而要善于联合各党、各派、各家社会主义

者共同奋斗。工人阶级并非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由于发达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愈益周到，使

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不想奋起进行暴力革命，愿意通过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逐步

改良自己的处境，所以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越来越扩大其群众基础。还有一批系独立不久的民族

国家和新兴国家不愿走西方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老路，向往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新路，不断涌现新型

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也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之路。

我早在１９８３年讲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并编写教材时，为了便于学员把握和记忆，曾经把当代社

会主义按其力量和影响大中小，划分为大三家，中三家和小三家。依据近３０年来的发展变化，目前大

三家是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政党的民族社会主义（我把查韦斯的“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等列入民族社会主义）。中三家是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社会主

义和一些僵化保守共产党的极左社会主义。小三家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学者

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放眼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新时代，随着人们思想解放程度

的逐步提高和利益需求的多层次化，我们很容易看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多极化、多元化、多党

化、多派化、多样化的新态势，难以再像往常那样，能够用一人一家一国一族的思想观念来号令天下，统

一行动。各家各派要善于包容，求同存异，联合行动，兼善天下，共同致力于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开创社

会主义世界。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为榜样，像当年他们那

样参加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中去，善于与各派社会主义者磨合，共同为捍卫广大劳动人民权益而奋

斗。当今我们也要以宽广的胸怀投身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善于与各派社会主义者求同存

异，善于聆听低谷中他们代表弱势群体发出的潮声，取其精华，匡其时弊，补其欠缺，助其成长，择善而

行，玉汝于成。

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应该与时俱进，获得新的理解。社会主义不能急于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

念，消灭私有阶级；社会主义要急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文教，发展自由、民主、法治，这样才能

尽快消灭贫困，消灭愚昧，消灭官僚特权。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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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９　　　　

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做到以组成社会的每个人为根本，使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使社会的各种矛盾能够依法善治，达到稳定和谐状态，形成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这是我

们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初衷和归宿。

三、第一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的特色和欠缺

潘世伟、徐觉哉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一书，内容丰富，视野广阔，精选了１００篇文稿，划

分为１０个专题，另有附录４篇。全书既以当代世界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主线，又兼顾到在当代世

界很有影响的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本书把“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挑战”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收入９篇

很有分量的文章，还新增了一篇概述今年８月在南非召开的社会党国际２４大的近况。我乐于向广大

热心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热爱社会主义科学这门首要科学的学习者和教研工作

者，简要推介这本首创年鉴的特色。

我认为，学术年鉴、学科年鉴，尤其是社会主义科学年鉴，要具有６个特性，即时空性、综合性、文献

性、资料性、代表性和创新性。第一时空性，即反映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本学科的主要社会活动。例如，

书中概述了在巴西举行的第１２届世界社会论坛，在美国纽约佩斯大学召开的国际左翼论坛，在布鲁塞

尔举行的第２１届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和在雅典召开的第１３届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记叙了苏

联地区近年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概貌和欧债危机下希腊共产党斗争的新进展，等等。这对于了解当前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很有帮助。第二综合性，即综合论述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和一些具体问题。

本书开篇由本书主编之一徐觉哉同志撰写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是从宏观上

对世界社会主义重大问题作出的综述和剖析，展示了该年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发展的概貌，使

读者能够对近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全局获得纲举目张的通盘了解。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综合论述，有

２０１２年达沃斯论坛开展的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辩论，西方学者探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的出路，巴

西圣保罗论坛的发展历程和拉美左翼的崛起，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发起的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

文化挑战的国际性研讨。第三文献性，即收入近年来发表的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书中收

入有第２０届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发表的纲领性文件———世界局势有利于加强共产主义政党的力

量，还有中东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党纲辑录。从这些文献可知当前和今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

形势和任务以及发展方向。第四资料性，本书第１０部分历史文档解密，收入１１篇国外新公布的重要

历史资料。如列宁是否中毒死亡，列宁险被他的“亲密助手”斯维尔德洛夫篡权，列宁为何要严厉批评

孙中山，外国多名政要如季米特洛夫等人为何在苏联就医丧命，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是谁来做社

会主义阵营的老大，等等，都令人感到惊奇而富有启迪。本书附录中所列新书博览、刊物和网络一览

和大事记，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第五代表性，即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学术

界有不同观点，年鉴要精心选录有代表性的各种观点的文章，这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便于读者全面参考，独立思考。例如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兴亡问题大体上有三种迥异看法。一

种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先在落后的俄国取胜，所以十月革命本身就错了，这就注定苏联最终必亡；另

一种认为十月革命先在俄国取胜，社会主义在苏联建成是崭新创造，苏联的灭亡是被赫鲁晓夫、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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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乔夫等领导人叛卖了。显然，这是两种各走极端、各有偏颇的看法。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科学社会主

义学会名誉会长赵曜在解析苏共亡党的原因时不偏不倚地精辟指出：这是“苏共领导层的一场自我政

变”。我认为，苏共的建立和成长是苏联兴起的源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建立是苏

联兴起的起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曾经取得重大成就；但是苏联模式有严重弊病，苏联因长期推进过

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后期急剧转向右的方面，在多种内外合力驱动下终于自我葬送了！拙文《苏联

通鉴》谈苏联兴亡的１０条主要历史经验，有幸被选入本书，敬请读者关注我的一家之言。第六创新性，

即年鉴要筛选国内外学者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创新见解，以促进学科繁荣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书

中第４部分社会主义新论，选入１０篇文章，可谓篇篇新见迭出。首篇是笔者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与实践》教材日文版撰写的序言，拙文中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要掌握三大法宝：

第一，不能急于一举实现社会主义，要采取渐进的战略与策略，逐步占领并扩大阵地；第二，要密切联系

群众，深入劳苦大众作调查研究，积极参与群众运动，为争取群众权益而奋斗；第三，要善于联合各类社

会主义政党，形成广泛统一战线。山东大学奚广庆教授提出当代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对资本主义社

会进行积极扬弃的新的历史形式，成为孕育未来更高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胎胞，我们要充分估计这个

重大国际性变革的世界历史意义。法国学者安德烈阿尼倡导用“企业民主”来取代“股东权力”，以建立

“联合社会主义”等等。

以上我从年鉴的６个特性概述了本书的内容，这就显示出本书的６个特色。由于本书是新的创

举，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民族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派社会主

义、绿党生态社会主义以及印度、尼泊尔、美国等国的毛派社会主义还缺少论及；书中分析苏联剧变原

因的文稿还不够全面；书中收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过于稀少；书中缺少各种必要的统计数据和图

表，这是年鉴这类工具书必不可少的。例如各国共产党、社会党等社会主义政党的数量、成立时间、党

员人数、主办的报刊、选民支持率等等，都需要反映。《诗经·大雅》留下千古明训：“靡不有初，鲜克有

终”，意为凡事有开头，因中途懈怠，却很少能够有结局。《庄子·人间世》另有至理名言：“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必钜。”意即凡事开头总是简单的和容易的，越发展到后来就会越复杂而艰巨。我引用这两

句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做事治学成败奥秘的警句，旨在衷心希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

究中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学者们能够坚持不懈，把这本年鉴继续不断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

好，越办越使得更多读者受益，越办越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好及早

成立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编委会，平时就有内部分工，明确责任，各自留心搜集资料，约定作者。

这样到年终就易于汇编成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从本世纪初开始出版世界社会

主义黄皮书，每隔一至二年出版一本《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迄今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

版８本。其内容是各位专家学者独立成篇论文的汇编，不是按照年鉴特点来选编的。但愿今后北京出

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和上海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能够南北辉映，互相媲美，共同

促进社会主义科学的繁荣，是所至盼。

非常感谢本书主编聘请我为学术顾问，并且约请我写序言。不当之处，敬请赐正。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９日于北京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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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１１　　　

　 　序二
　 　赵　曜①

　　每一个时代都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潮流。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后，很快就暴露出它是建

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人吃人”的病态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肮脏和罪恶的历史，是用

火和血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于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幻想建立一个消除贫富对立的社

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在漫长的岁月中，它经历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创建社会主义派别和政党、开

展社会主义运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４个发展阶段。现在，社会主义已不仅仅是思潮，也不仅仅是派

别和运动，而且还包括制度，是思潮、派别、运动、制度的统一。社会主义在当代已经成为强劲的、任何

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当代也还有其他潮流，如改革潮流、新科技革命潮流，但它和社会主

义潮流并不矛盾，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对世界潮流，只能顺应，不能阻挡。孙中山先生说

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当代世界，有两种基本文明制度，即资本主义制

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只代表过去，社会主义才是未来。我们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社

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绝不是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建设

社会主义既然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实践的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

伴随、相互交织的。要求探索只能成功、不许失误和失败，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有“胜利和挫折”、前苏

东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２０世纪末的

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原因，既有体制僵化问题，也有共产党改旗易帜问题。苏东剧变，是苏联社会主

义模式的失败，但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欢呼雀跃、利令智昏、弹冠相

庆，宣告“历史的终结”，高奏贝多芬的“欢乐颂”交响曲，把它看成是史诗般的、始料未及的“解放”和“胜

利”。但乐极生悲，曾几何时，灾难就落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本世纪初发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由美国次

① 原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

科评议成员和召集人。现任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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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贷危机引发的全美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衰落和

衰退，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和由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展望五国”为代表

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异军突起，社会主义中国骤然和平崛起，世界格局发生巨大深刻变化，从单极走

向多极，它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和人一样，都难免生病。但

是，资本主义国家得的是“制度”病，无法根治，只能“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国家得的是“体制”病，遇

到庸医，开错了药方或药剂量过大，会把好人治死，如果是高明大夫，对症下药，就会使病人逐渐康复，

“一天天好起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它不是沿着直线式而是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既是

前进的，又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如列宁引证俄国革命民

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出的，不可能像沿着涅瓦大街那样笔直、平坦、宽广的大道前进，而是在

崎岖的道路上，有时前进，有时迂回，甚至出现曲折和反复，要通过多次来潮和退潮、高潮和低潮的交替

反复，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重大课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它，就能把人类历史不断向前推进。

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特别是２０世纪初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们时代的总

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提出一些新问题，需要在总结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来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方面肩负着历史重

任，理论工作者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

做科学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研究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问题是什

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没有哪一门学科像社会主义学科这样同我们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中共中央的关心和指导下，我国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其中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

包括世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国范围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主要举措是：作为

主课之一，各级党校开设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组织编写了各类社会主义教材，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在有关高校、党校和研究

单位设置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位点，培养从事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级理论

人才；创办和出版了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杂志，如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央

编译局主办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山东大学主办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华中师范大学主办

的《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市社科联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建立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等学术团体。但是，唯独缺少年鉴。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

研究所、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这次编辑出版《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２）》，恰好填补了这

个空白。上海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省级社科院中学科最全、实力最强、学术成果最多的研究单位和哲学

社会科学阵地。这次推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研究的一大贡献，对当前学习

和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也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年鉴》的最大优势，是编者可以把这一年国内外报刊上所有优秀作品和重要文献无代价地纳入

书中，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这是任何报刊杂志都不具备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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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１３　　　

一书，高屋建瓴，视野广阔，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从１０大类中精选了１００篇文稿。主编徐觉哉研究员

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中，从９个方面对其做了详尽综述和精辟论述。顾问高放

教授将《年鉴》的特色概括为６个特性，实际上也是６条高标准要求。这些对读者了解和把握这部年鉴

的基本内容都会有所启发和帮助。我要说的，只是对高放教授的序言做一点补充。我认为，对《世界社

会主义研究年鉴》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正确的办年鉴方向。年鉴的内容应

体现：（１）以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２）社会主义不是一家，除科学

社会主义外，还有民主社会主义、各种不同名称的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

义、极“左”思潮的社会主义等，也应有适度反映；（３）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的生平和事业；（４）对社会

主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５）世界左翼运动的现状和趋势；（６）重要文献、解密档案、资料

和数据；（７）选择文稿的标准，不应是观点和倾向，而应是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最后，再说两点意见：

一是办年鉴不容易。据我所知，多年前就有几个单位想办《社会主义年鉴》，甚至工作都已起步，但后来

终因经费、编制等原因而止步；二是坚持办下去更难。我国已有的各类年鉴很多，但能够坚持下去的

却很少。我真诚地希望上海社会科学院能够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地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坚持

办下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以上意见，谨供参考，不当之处，敬

请编者、读者指正。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５日于北京西郊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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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世界

　社会主义研究报告
　 　徐觉哉①

　　世纪之交的那场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冲击了新自由主义，引起了世界对资本主义命运的关切，推

动了新世纪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进展。而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凶猛袭来，更催促人们观

察与思考：资本主义在这次危机中会作出怎样的修补和调整？大规模的公民抗议浪潮在西方会走到

怎样的程度？世界左翼运动是否会有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潮是否会再度活跃？马克思主义“幽

灵”是否会被更多的人再次召回？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界特别是社会主义组织、团体和政党，都从不

同的视角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就极大地提升了本研究报告的分量。现综合我们掌握

的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分９个方面报告如下。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几乎一致宣布马克

思主义的谢幕。自２００８年以来，肆虐的金融—经济危机和撕裂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重新广泛地

激发了来自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分析的浓厚

兴趣。许多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台专门介绍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和他观察１８５７年有史以来第

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时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和马克思主义在这次金融—

经济危机中的再次走红，主要基于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当前经济危机的解释力，人们也把这种现象称为

“马克思的复兴”或“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英国《卫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犃．杰弗里斯（犛狋狌犪狉狋犑犲犳犳狉犻犲狊）题为《为什么马克思

主义再次兴起？》（犠犺狔犕犪狉狓犻狊犿犻狊狅狀狋犺犲狉犻狊犲犪犵犪犻狀）的文章。该文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危机之时，

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思想产生兴趣，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一代。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提

①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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