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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年 4 月 4 － 9 日，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召开了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球化时代的帝
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然而今天的帝
国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攻击。全球化时代的
帝国主义无法避免和彻底解决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会自动垮台。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加强工
人阶级领导的社会物质力量，并对资本统治发动政治进攻。共产党人必须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为社会
主义运动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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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alyzed by the
Twentie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LIU Chunyuan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Nanyang，Henan 473061，China)

Abstract: On 4 － 9 April，2012，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held the 20th National Con-
gress that giv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puts forward that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is not out of date toda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new features of imperialism today．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s stepped
up attacks on nation － states and socialism． Imperi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nnot completely
avoid and solve economic crisis，and capitalism will never automatically exterminate． To overthrow
capitalism，we must strengthen social material forces led by the working class，and launch political at-
tacks on the rule of capital． The communists must summarize the lesson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and strive for the revival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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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4 － 9 日，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 马)］在印度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县



召开了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政治决议》和《关于一些思想问题

的决议》两个主要文件及其他一些决议，对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决议指出，苏联

解体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加强对各个领域的进攻。与之相伴随的是民众的抵抗也呈上升趋势。这

突出表现在拉丁美洲。同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斗争也不断增长，如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人

民不断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对民生的进攻，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欧洲经济衰

退的背景下这种进攻急剧加强。反对侵蚀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斗争正在上升，这些

斗争是未来巩固和推进革命斗争的基础。在当前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要把这些斗争提高到反对资

本统治的水平还要克服许多挑战。印共(马)指出，如要将这种斗争提升至反对资本统治的程度，就必须坚

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当务之急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人民的思想，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

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

列宁从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

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

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 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4)

瓜分世界 的 资 本 家 国 际 垄 断 同 盟 已 经 形 成; ( 5 ) 最 大 资 本 主 义 大 国 已 把 世 界 上 的 领 土 瓜 分 完

毕。”［2］( p651) 列宁正是在从经济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

段出现并不断增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而矛盾不断、争斗不断，最终的结果

是各帝国主义列强以实力为基础以战争的方式将世界领土瓜分一空。列宁对帝国主义政治( 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的分析为制定正确的加强阶级斗争的革命战略和战术奠定了基础，从而在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17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印共( 马) 指出，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与列宁时期不同的是，国际金融资本追求的不仅包括特定民族

国家的具体战略利益，还包括国际的战略利益。为了获得最大程度上的国际战略利益，国际金融资本在

努力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避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矛盾尖锐而四分五裂。国际金融资本的本性

决定着它要竭尽全力地在整个世界畅通无阻地经营。在这一点上，一些人经常误认为世界已经超越了

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分析，误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今天已过时。［1］

全球化进一步巩固了国际金融资本，这是冷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全球化时代的帝

国主义加剧了资本集中和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程度和速度。这导致世界的重组，并为资本在全球范围

内不受阻碍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创造了条件。此外，帝国主义将生产和业务搬迁到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

力廉价的地区以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这也在推动着积累水平的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

革严重威胁和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因此，印共( 马) 认

为，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特征证明了列宁对于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性质和作用的分析。列宁

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预测出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支配和领导地位，而且还指出这一进程将导致

金融资本领导各种形式的资本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列宁预测的国际金融资本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主导作

用已被证实。显而易见，已被取代的不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而是当时的具体情况。因此，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有责任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资本的作用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以便提出自己的革命战

略目标。

二、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特征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停止。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

衡的基本规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未来势必加剧。这就导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之间

根据其未来的力量对比而发生利益冲突，这突出体现在争夺世界资源的控制权或寻求重新划分势力范

围，也体现在不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货币战争。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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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压力，使其本国货币升值而使帝国主义受益。
印共( 马) 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 一) 出现了新的巩固资本积累的方式，首先是通过在全世界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来巩固资本积
累。今天国际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结合起来，通过重新瓜分世界来追求利润最大化，

这就界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涵义。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于使各国政府制定政策消除对跨越国界的货物流

动和资本流动的限制。贸易自由化淘汰了国内生产者，引起了国内产业空洞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同样，发达国家也存在此类情况。因此，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跨国公司能够收购外国的国内生产资产

( 如印度的公共部门) ，从而极大地扩大资本积累。
其他巩固资本积累的方式包括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如在金融纪律的名义下限制政府开支，为国际金

融资本提供更大的流动性来多倍增加投机利润，从而导致世界经济总需求水平的下降; 改变针对发展中

国家农民的贸易条件; 在全球减少提供社会服务的国家部门，这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国家部门日益

被私有化，为追逐利润最大化开辟了新的巨大的公用事业领域。因此，当代帝国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强制

撬开迄今不存在的利润最大化的新途径。
( 二) 强迫发展中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成为其合作者。印共( 马) 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迫使发

展中国家的大资产阶级阶层变成合作者。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动了非殖民化的

斗争。独立后他们曾试图追求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像在印度一样，这些民族资产阶

级与国内地主结成联盟，并与外国金融资本相妥协，曾试图追求一个具有一定自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

路，并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从而使他们能够利用苏联与帝国主义者讨价还价。但是这种制度固有的

内在矛盾，加之苏联解体和国际金融资本寻求撬开这些经济体以促进利润最大化的图谋，改变了发展中

国家资产阶级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统治阶级日益从一个相对自治的立场转变为加强与国际金融

资本合作( 尽管说他们在某些领域仍存在着利益冲突) 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三) 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没有结束。纵观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积累以两种方式进行: 一是通过生

产过程实现资本扩张的正常动态; 二是通过胁迫和公然抢劫，马克思将此种残暴行为称作资本的原始积

累。印共( 马) 指出，原始积累往往被错误地理解为一个历史范畴。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言，原

始积累是一种现在仍然与资本主义的正常动态共存的分析范畴。原始积累过程在过去采取多种形式，

其中包括直接的殖民统治。原始积累的侵略性在任何时间点都直接依赖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国际阶

级力量对比可以允许或抑制资本主义残暴本质的这种表现。在当代帝国主义的当前阶段，这种残酷的

原始积累正在袭击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

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袭击导致国有部门的撤资和私有化，它是通过剥夺

国有资产而进行的私人积累。水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日益成为私人资本积累的

领域。私人日益控制了矿产资源。农业正越来越多地向跨国种子公司和跨国营销公司开放，导致发展

中国家传统农业被破坏，农民陷入极端贫困之中。取消贸易关税和实行自由贸易协定导致许多发展中

国家去工业化。与资本自由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国内严格的移民法在导致利润最大化的

同时加强了剥削和压迫。［3］

( 四) 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对民主制度发动攻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始终

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印共( 马) 指出，在当代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根据其推进国际金融资本

利益的当前需要而发生了变化，国家经常遵从国际金融资本的指令行事。因此，虽然国家放弃了对人民

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退出了经济活动。国家作用的新变化在于它肆无忌惮地推

进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仅放弃了其社会责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体制，颠覆了

人民在立法过程中的主权，并越来越具有独裁的特征。原始积累过程的这种袭击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大

规模腐败的途径。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政权由于腐败丑闻而下台。虽然资本积

累的两种方式并存，但是这种通过胁迫和公然抢劫等强制剥夺手段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成为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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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五) 世界存在着四个主要社会矛盾。印共( 马) 指出，在帝国主义当前阶段的这个过渡时期，世界

的主要社会矛盾将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激化: 在目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

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根本矛盾急剧地尖锐化; 帝国主义努力巩固其霸权，使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阶级处于其

监护之下，导致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以不同形式体现在

不同领域，而他们目前正在联合加强对全球的剥削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从而掩盖了这个矛盾; 这一过渡

时期的中心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的发展可能使上述任何一个矛盾突出出

来，但是其他三个矛盾都不能取代中心矛盾。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存在着许多矛盾，然而上述四个矛盾是

影响并确定这一过渡时期的步伐和特征的主要社会矛盾。［3］

近年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体现在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

润最大化而导致全球环境的极其严重的退化。这在帝国主义全球化时期变得更加突出。这种矛盾正导

致全球气候严重失衡，严重威胁人类生存本身。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将阻止全球变暖和减少温室排放量

的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从而激化了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工业国家在早期和现在为

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持续掠夺环境，因此，工业国家在纠正环境失衡方面拥有更大的责任。帝国主义把

保护全球环境的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企图是其加强剥削全球计划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这些阴谋的斗争构成了当前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国际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攻击

印共( 马) 指出，在国际阶级力量变得有利于帝国主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已开始通过实

现其宣称的三个目标来巩固其全球霸权。第一个目标是摧毁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

挫败或与其合作的手段来消除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曾先后实现了非殖民化进程和不结

盟运动; 第三个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对于整个世界的明确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尤其是相对于美国眼中的竞

争对手。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企图渗透到各个领域。一方面，它导致发动单边战争和军事占领伊拉克。
另一方面，它导致美国的军事机器得以加强。与此同时，虽然随着冷战结束，北约存在的必要性已经消

失，但是北约作为帝国主义的全球战争机器进一步得到加强。［3］

为了建立和维持其无可争议的优势，美帝国主义也需要越来越多地控制世界的经济资源和能源，尤

其是石油。因此，美国强行占据了西亚。阿富汗处于美国控制西亚和中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经济战

略的中心位置。军事支持以色列和延续西亚危机是美国控制该地区的战略需要的直接后果。他们把

“改变政权”提升为帝国主义的合法权利，以便控制这一地区的资源。在“阿拉伯之春”中，突尼斯、埃
及、也门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独裁政权，这反映了人民渴望民主、公民自由和

改善民生。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利比亚或支持沙特阿拉伯干预巴林，以便影响和控制新兴政权，因为他们

失去了在该地区最值得信赖的盟国。这些事态发展将进一步展开。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在这一领

域的矛盾正在激化。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西亚大国也在寻求重新定位其地区性影响。
帝国主义建立单极世界秩序的一大支柱是其发动的强大的思想攻势。帝国主义将民主等同于自由

市场。在这个外衣下，在坚持民主概念的名义下，它在政治和军事上干涉那些反对其霸权、挑战新自由

主义经济改革和反对它强加“自由市场”的国家。帝国主义在维护所谓的“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名义

下，对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它通过军事干预来掩盖其无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它通过干预使

前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以前曾主张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

却在保护“人权”的名义下通过军事干涉来颠覆和否定独立国家的主权。在“ 9·11”恐怖袭击之后，在

美帝国主义领导下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被用来为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干预、践踏国家主权、实行满足

其利益的“政权更迭”找借口，例如军事干预伊拉克和阿富汗，今天又威胁伊朗。帝国主义实行的国家

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的个人恐怖主义相互依存。只有有效地消除这两个危险，才能赢得反恐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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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就像在冷战时期帝国主义以“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为借口来进行军事干预，今天帝国主义正在利

用“反恐战争”来侵犯独立国家的主权及其人民的基本人权。
印共( 马) 指出，帝国主义发动了恶毒的反共宣传，今天他们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和法西斯

主义。欧洲议会正在寻求制定法律并采取措施，企图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在许多东欧国家，

共产党的标志和活动都受到法律禁止，例如在捷克和波兰等。社会主义继续被谴责为专制制度和违反

了帝国主义所界定的“人权”和“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攻势集中表现在指责社会主义国

家侵犯了人权和剥夺了个人自由。美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继续对古巴进行罪恶的经济封锁。［3］

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发动意识形态战争，以建立自己的思想霸权和文化霸权。
全球化的进程和技术的极大进步推动着这种意识形态战争。信息、通信和娱乐技术已集中到大型企业

中。人类思想活动领域的垄断化和通过企业媒体控制信息传播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旨在对

任何批评或替代资本主义的声音发动思想进攻。这种全球化进程所寻求的文化霸权表现在需要创造一

个同质化的大众口味。因为这使为大众开发“文化产品”的机械复制技术变得更加容易。文化商品化

是这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从阶级霸权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文化旨在使人民与自己的日常现实生活

相分离。这里的文化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把人民的视线从贫穷和苦难的迫切问题上转移开。为了

实现人类的革命性进步，必须坚决打击帝国主义发动的旨在加强其霸权的这一思想攻势。

四、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无法避免和彻底解决经济危机

印共( 马) 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病态的动机( 这
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性质) ，而不是个别人的贪婪或监管机制的缺乏。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逐渐形成，并且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首先，

在一国的富人与穷人之间以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日益增长。其次，全球化引

起“无就业的增长”现象。这是因为利润最大化的轨迹总是通过更多地投资开发技术来代替人类劳动，

而不是更多地开发人力资源。在此期间，全球的就业增长一直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这两个特征放在

一起意味着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当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时，资本主义就必然陷入

危机，因为剩余价值不能转化成利润了。在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阶段，这样的危机将继续以不同的形式重

演，从而使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当资本主义面临危机时，它企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克服危机。资本主义可

能会暂时渡过当前的危机，但是它不可能彻底解决危机，从而为未来更深的危机奠定基础。
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为了使资本获得最大化的利润，产业重心逐渐向金融领域转移，并在新自由

主义护航下，突破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大化的利润。资本主义维持和扩大其利润水平的方式是通

过诱使人民借款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这些贷款的花费将保持利润水平。然而，当偿还这些贷款的时刻

到来时，由于绝大多数借款人的经济地位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违约现象。这正是美国所经历的遭

遇，其最近的次贷危机导致大规模的金融违约，席卷世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金融商品，以极大地扩大投机途径，实现利润最

大化。引起大破坏和产生目前危机的一个因素是“衍生工具”贸易。如果利润被再投资于扩大生产能

力，就会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导致更大的总需求，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

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积累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不断寻求新的投机渠道以实现利

润最大化，从而超越了这一进程。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急剧下降。金融资本在迅速获利的渴望的驱使

下，选择了投机性的途径，即通过发放次级贷款和创造投机“泡沫”来虚假地扩大购买力。当这些贷款

被花费时，金融资本就获得了利润。然而当还款时间到来时，就出现了违约现象，导致贷款接受者破产，

也瘫痪了整个制度，从而引发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彻底解决危机。在缺乏一个强大的政治替代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摆脱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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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方式是进一步加强剥削，并加强原始积累。这表现在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各个领域发动进攻。资

本主义国家的本性是，它试图通过为金融巨头提供惊人数额的救助计划来克服危机，然而正是这些金融

巨头造成了这场危机。资产阶级政府的解决方案使这些金融巨头能够复活和获得巨大利润，却把沉重

的负担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身上。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借贷来为救市计划融资。与资本主义

本质相一致的是，资本主义保障并扩大了金融巨头获得利润的途径，同时又产生了巨大的主权债务。因

此，企业破产已转化为主权破产，影响了欧盟的许多国家和美国本身。
主权债务危机所产生的空前的负担被转嫁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在减少支出以偿还这笔债

务的名义下，“一揽子紧缩计划”得以实施，大幅削减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有福利和权利。因此，

资本主义再次寻求通过加强剥削人民来渡过这场危机。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的做法本身为另一个更加

深刻的危机准备了条件。紧缩措施大幅增加了失业率，大大减少了人民的购买力，经济衰退的环境越来

越恶化。
虽然资本主义危机极其严重，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不会自动垮台。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资本主义渡

过每次危机并变得更加强大的途径是通过破坏一部分生产力来恢复生产力的发展与现有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之间的平衡。这个过程进一步加剧了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必须被推翻，而这又取决于加强工人阶

级领导的社会物质力量，这个社会物质力量能够通过人民斗争来加强阶级斗争，以便对资本统治发动政

治进攻。这种社会物质力量的建立是“主观因素”，加强这个主观因素是十分急迫的。危机的具体情况

是客观因素。无论客观因素对于革命性的进步多么有利，若不能加强这个“主观因素”，就不能把客观

因素转化成反对资本统治的革命突击。

五、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运动复兴而奋斗

印共( 马) 14 大曾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既不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否定

社会主义的理想。此外，这些挫折无法抹去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将人类文明提高到空前的水平，做出了

决定性的贡献。［3］

印共( 马) 20 大进一步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但所有的社会

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消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三分之

一。这并没有极大地影响世界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也没有极大地影响资本主

义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这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克服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革

命所造成的挫折并发展生产力和扩大资本市场。在当时的国际阶级力量对比条件下，帝国主义通过新

殖民主义扩展了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以更快的步伐取得了更

高质量的进步，从而引起许多人认为这种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列宁曾警告说，被征服的资产阶级将以百

倍的力量进行反击，然而列宁的警告被低估了。这种低估世界资本主义能力和高估社会主义的现象反

映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估上。1960 年 11 月莫斯科 81 党会议发表的声明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

“总危机的第三阶段”，因而将迅速崩溃，这是对世界现实的一个严重的错误评估，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

的发展。此外，社会主义还被视为一个直线式的进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旦实现了社会主义，未来将

是一条直线，没有任何障碍，一直到实现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经验也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一

个过渡时期，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处于存在着阶级划分和剥削的资

本主义社会与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时期。因此，顾名思义，这个过渡时期不是阶级矛盾消失的

时期，而是阶级矛盾加强的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试图重新夺回其失去的领土。因此，这一时期必将是长

期和复杂的，拥有许多曲折和逆转，特别是那些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资本主义仍相对落后的国家。
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任何时间点上，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能否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成功将取决于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国际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估。不正确的估计导致低

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外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的高估导致忽视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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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在 21 世纪，要吸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在

21 世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不能重蹈覆辙。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激发了世界各地的人民斗争，从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表现在资产阶级

被迫加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 例如，给予妇女投票权) ，而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了空

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利益。这些权利在今天被认为是“普遍”的，然而它们是人民斗争的结果，

而不是资产阶级“慈善”的结果。虽然以历史眼光来看在 21 世纪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转型是不可避免

的，然而它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阶层的任务是通过在各自的国

家里加强阶级斗争来加速这一进程，而帝国主义将不断寻求阻碍这一进程。因此，在 21 世纪为实现社

会主义而斗争必将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国家剥削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斗争。这样的制度必须建立

在进一步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必须在“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通

过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和生产力水平来发挥它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最终过渡到盛行“按需分配”
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优越性必须通过促进人民群众参与各领域社会存在( 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
而得以发挥。

印共( 马) 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机械地等同于国有部门，虽然说国

有部门构成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石。存在各种财产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确保经济命脉由国

家控制。换句话说，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使“政治决定经济”，而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 即利
润最大化) 决定政治”。［3］

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面临的全面危机，为共产党全面、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弊端，恢复人们对于社会

主义的信心提供了机遇。共产党必须采用各种“中间的”口号、措施和策略来加强阶级斗争，应对现实

条件的挑战，以加强“主观因素”，提升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提高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层次，从

而为在各自国家里推进其革命性变革的进程创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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