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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
作者谭荣邦，在世纪之交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在职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我是他的指导老师，但指导者不是我一人。
我们这个专业长期实行和坚持指导小组制度。
每一位博士生，自入学到毕业，可以得到更多的老师实际的指导和帮助。
谭荣邦论文的题目，就不是我，而是其他老师提出的。
“国际联合”比“国际组织”提法好，因为“联合”可以有多种形式，比“组织”更为宽泛，更符
合10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组织”一般就要有纲领、章程、较为固定的机构等等。
这部专著之所以值得推荐，首先是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一本书专门系统地研究一个半世纪来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合问题。
有的书是分别阐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四国际、欧
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社会党国际等单个国际组织的历史和理论，写得最宽的就是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历史。
谭荣邦这部著作系统阐述了整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中各个时期的形势与任务、国际联合的基本实践、
国际联合的特点，各个时期、各个国际组织和其他联合形式的组织形式、思想演变，并且总结了国际
联合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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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就是中国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
至于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形式问题，应该说是第二位的问题。
我想有几点是比较清楚的：第一，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我们不主张搞集团政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
制度决定对其他国家的亲疏厚薄；第二，必须尊重各国人民及其进步政党对本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
度的选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是代替不了他们的；第三，中国应该对人类的进步事业有更大的
贡献，这自然包括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但这里不是搞革命输出，把自以为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强
加于人；第四，社会主义的国际联合是多种形式的，我们不必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至于采取何种形
式，只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了。
    社会主义问题是同人们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谭荣邦这部专著从国际联合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系统
全面、深入浅出、题材新颖、通俗好懂，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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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荣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社社长助理，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网副主编，副编审。
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先后从事教学、科研和刊物编辑等工作。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在职攻读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知名学者黄宗良教授，从事科学社会主义
和政治学学科的学习和研究，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多年来，围绕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在公开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参
编著作多部，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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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基本实践　一、社会主义早期国际联合的基本实践　二、两次世
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基本实践　三、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基本实践第二章　社会
主义国际联合的思想及其演变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思想　二、马克思、恩
格斯时期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作用　三、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思想　四、斯大林关于社会主
义国际联合的思想　五、关于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六、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际联合思想的新发展第
三章　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组织机制  一、第一、第二国际时期国际联合的组织机制及其作用  二、两
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联合的组织机制及其作用　三、冷战时期国际联合的组织机制及其作用　四、社
会主义国际联合组织机制的特点及规律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规律总结　一、社会主义的国际
联合运动贯穿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始终，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国际联合，但国际联合的方式和形式并不是僵化不变的　三、在社会主义国际联
合运动中，要正确处理好国际主义同每个社会主义政党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　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正确处理好党际关系和国家间的关系　五、必须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正确地处理共产党同社会民
主党之间的关系　六、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形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左翼的国际
联合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发展趋势展望　一、世界范围内各类政党之间的国际联合　二、冷
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新发展　三、社会主义国际联合运动的发展趋势展望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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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结合对未来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发展趋势展望进行详细分析。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在前四章里面不单独进行论述。
一、社会主义早期国际联合的基本实践（一）社会主义早期的形势与任务社会主义早期，具体讲就是
从19世纪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上看，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时期，是已持
续一个半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阶段。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辉煌壮丽的发展时期。
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终于度过了以工场手工业为特征的童年发展阶段，开始进
入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世界进AYm业资本主义发展时代。
随着英、法、美、德等一系列资本主义重要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
确立起来，资本主义开始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
英、法、美、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
强。
为寻求廉价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落后地区和国家施行经济和武力扩张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工业革命的一种重要后果就是它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在各方面都有别于手工工场工人的产业工人
阶级，工人运动由是兴起。
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极为悲惨的，资本家用残暴的手段如延长工时
、压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雇佣童工妇女等榨取超额剩余价值。
在政治上，工人阶级也处于无权状态。
但无产阶级毕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组织纪律性强，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
经济的广阔天地相联系，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面对经济上的剥夺和政治上的压迫，无产阶级不断进行反抗，早期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的工人运动一
般都带有以政治斗争为主、以暴力行动为主和自发性很强的特点，但这足以表明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
立的政治力量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到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明显提高。
不少国家出现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如英国的工人联合会（工联）、德国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
）、法国的工团等。
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除了继续保持过去以政治斗争为主、以暴力斗争为主的特点外，又呈现出新的特
点，即具有了国际团结与合作的精神。
工人阶级在反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既互相鼓励、又相互支援，并且关心和
支持国际上的各种正义斗争。
从此以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国际联合的新内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
上是通过国际联合的方式来组织、推动和发展的。
世界社会主义国际联合运动由此兴起，并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两个早期社会主义国际联
合组织。
进入19世纪70、8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
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步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
义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发展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也急剧增长。
19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产业工人的数量达到2500万人以上。
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同时，各国工人运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组织性、纪律性得到加强，工人自
发成立的工会与合作社迅速发展，工人斗争的规模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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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欧美各国第一批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纷纷建立。
这一切，都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加强联合，但这种联合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
经过多方探索、商讨、争论和筹备，新的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随之诞生了。
（二）社会主义早期国际联合的基本实践1共产主义者同盟世界社会主义国际联合的最早形式是成立
于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由正义者同盟改造而来的。
正义者同盟是一些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流亡国外的手工业者建立的秘密组织
，该组织宗派主义浓厚，严重脱离广大工人群众。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帮助下，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危害，并开始接受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
同年年底，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章程，取消密谋传统，实行民主集
中制。
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影响较大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采取了民族政党式的国际联合
形式。
它虽然只有几百名成员，却有明确的纲领、章程和完备的组织系统、独特的活动方式。
同盟的最高权力属于代表大会，常设的中央委员会是大会的执行机关。
同盟各级领导要经选举产生并可以撤换，中央委员任期一年。
虽然章程规定同盟的组织是充分民主的，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迫害和密谋时代留下的神秘主义影响，同
盟还是一个半神秘的团体，各支部没有横向联系，同盟权力的实施主要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同盟从成立到1852年11月7日解散，历时5年的时间。
虽然同盟的活动时间并不长，但它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这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亲自
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同盟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
同盟促进了许多盟员思想理论的提高，增强了他们从事革命斗争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当时和以后无产
阶级革命斗争的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
同盟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极大的历史洞察力。
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历史伟人用他们深邃的历史眼光指明了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前进方向。
正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波
澜起伏，不断走向壮大与成熟。
2国际工人协会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
60年代，欧洲产业工人达到874万人，手工业工人约有1100万人。
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也日益提高，英、法、美等国的无产阶级纷纷成立了各种工人联合会性质的
组织。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带有国际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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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高校和中央党校担任教师期间，主要讲授世界历史和国际共运史方面的课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中的国际联合问题是我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个有待深人研究的教学难题。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在黄宗良、林勋建、曹长盛、潘国华等老师们的鼓励与支持
下，我的博士论文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并在他们的鞭策下，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合问题，时间跨越一个半世纪，既有很强的理论深度，又有曲折复杂的
历史实践。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还仅仅是个开始，迫切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指正，并期
待着与诸位同仁一起将对该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
本课题的完成与本书的出版，除了上面提到的各位老师之外，还得到了刘海藩、赵曜、姜长斌、蔡金
培、胡振良、季正矩、邹伯若、张国林等诸位师友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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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际联合问题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际联合问题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