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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1847年6月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1848年2月马克思、恩
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伟
大运动。
这就决定了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断迎接各种挑战和
考验，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历史进程。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
展相反的道路。
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历史往往在思索中迈出坚实的每一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不例外。
16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历程，积淀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教训。
今天，站在21世纪初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理性地、科学地审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分析和总结16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
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探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发展的机理、规律，从而加深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加强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理支撑，使我们在新的创造历史的活动
中获得走向未来的新的、更高的起点，取得更大的自由和主动，应当是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和重大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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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近现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根基和缘
由。
本书是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山东省重点学科——聊城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集体研究成果。
全书由综论、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俄罗斯和苏联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
产主义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主社会主义六大部分组成。
作者站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理性地、科学地审视、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运动的历史进程，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探寻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
生、发展的机理、规律，总结160余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加深对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加强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理支撑，使我们在新的创造历
史的活动中获得走向未来的新的更高的起点，取得更大的自由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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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1872年到1904.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
了社会主义政党，并组建了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社会主义，到了巴黎公社革命时期已奄奄一息。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开始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给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
间，同时又孕育着更为深刻剧烈的矛盾冲突，但是，此时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已基本结束，在东方还
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渐复苏之后，进一步扩大发展，各国无产阶级纷纷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其他群众
性组织，不仅开展经济斗争，而且积极从事政治斗争，使运动的组织性、政治性明显增强。
1889年7月，作为第一国际的继续和发展，第二国际建立，从而恢复了工人之间长期中断的国际联系。
由于对时代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工人阶级斗争战略、策略的认识不尽一致，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种倾向和派别。
3.从1905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迅猛发展，资本主
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三大矛盾激化，帝国主义不断挑起局部战争，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和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根本认识分歧也在这里。
这一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作为一支新的革命力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崛起，
列宁主义应运而生。
俄国先后爆发了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结束了欧洲社会三十多年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拉开了世界革
命的序幕；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延续三百七十多年的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
利；十月革命则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
家，开辟了共产主义政党取代资本主义政党而走上执政前台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是1847年至1917年间世界近代历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所取得的伟
大成果，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第二个历史发展时期，从1918年到今天，大约九十年的时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扩展至世界范围
，并有一批国家相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并遭受了重大挫折的历
史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并存、竞争并存
、共处并存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互为观照，构成了20世纪、21世纪初世界历史的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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