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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选题2001年8月3日选题论证会通过，当时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史》，选题为我们自己提出并做
出初步方案，约请中央党校组织专家撰写，经多次讨论后，确定为《社会主义史》，并于2002年申报
，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国出版集团给予专项出版基金。
现已列入总署庆祝建国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央党校经过多次审稿，四次修改，现已基本完稿。
　　《社会主义通史：第六卷》由王怀超主编，本卷将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中叶－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
做了全面总结，以改革中走向多样化为主题，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
夫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东欧七国的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朝鲜
、越南、蒙古、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发展中国家有
代表性的缅甸、印度、阿拉伯、非洲、拉丁美洲、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做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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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节 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和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节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节 古巴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七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
　第一节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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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
　第二节 缅甸纲领党的社会主义
　第三节 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
　第四节 阿拉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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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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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这种制度下，既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也不是采取官僚主义的垄断制，而是在社会
主义自治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妥善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
自治利益多元化并不承认，也不允许各种敌对利益的合法存在。
既不允许反对社会主义的自治道路，也不允许否定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的历史功绩以及它在思想上
和政治上的引导作用，不允许破坏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不允许反对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在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度下，劳动者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但不能滥用这些权利和自由，损害
其他劳动者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他们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妥善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
在自治民主制度下，这种协调主要通过平等协商、缔结和执行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方式实现。
只有在重大问题迟迟达不成协议从而影响整体利益的情况下，国家政权机构才进行干预。
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区别于苏联东欧国家，也区别于西方国家。
“苏联政权的历史向我们指出，当工人政党开始‘代替’工人阶级或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名义
’进行统治，并开始与国家的执行政权的机器相等同，与国家的执行政权机器合为一体时，这个政党
就开始变成为官僚主义的武器。
”“机械地搬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表面形式（我们从苏联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害的，
甚至还掩盖着反动势力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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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主义通史(第6卷)》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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