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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本成果中简称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是1947年9月在苏联推
动下建立的一个特殊国际机构。
从1947年9月建立到1956年4月解散，只存在5年多的时间，但这5年多的时间，却是“二战”后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深刻影响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
抉择的重要时期。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搜集整理大
量的文献资料，着眼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从时代观念和发展模式两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中
国共产党为了摆脱这一影响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冷战背景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
国共产党的关系，并从国际和国内、外交与内政、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多重视角深入研究了抗战结
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理念的变迁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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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晓伟，男，1974年11月生，陕西清涧人，200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8-2009年为教育部派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访问教师，2010年起在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
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目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的历史和理论起源》（专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国共产党开发西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合
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
学术研究论文30多篇。
近些年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厅级奖励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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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主要活动一、“二战”结束初期的美苏关系二、欧洲共产党情
报局的建立和主要活动三、中国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最初反应第二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前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一、从七大到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构想二、《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与斯大林的电报三、毛泽东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认识与重庆谈判的源起四、关于欧
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第三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外交
战略的源起一、美苏合作与联苏防美：1945年4至8月二、美苏妥协与以夷制夷：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
三、中间地带与独立自主：1946年4月至1947年12月四、“两个阵营”与“一边倒”：1947年12月
至1949年6月第四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一、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的构建及其体制特征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三、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批判压缩了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存在的意识形态空间四、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模式的强化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替代
模式五、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摆脱欧洲共
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理论的探索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两个阵营”理论的突破二、新“中
间地带”理论：对“社会主义阵营”论的质疑三、“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
理论的现实主义四、“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发展第六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与中国共产党改革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早期探索一、苏共二十大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与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开端三、毛泽东对改革苏联模式的认识演进：从《论十大关系》
到《正处》四、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反复：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九评”五、
从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曲折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兴起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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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在长久的历史上一直不脱离宗教使命感和帝国主义色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秩序中，随着一些东欧国家共产党开始执掌政权以
及美国不断对苏联采取强硬对抗政策，适应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机构的问题也逐
渐被提了出来。
1946年5月，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在匈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这个“新的国际不是一个组织性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进行调停、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个国
家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使他们能够学习别党的经验和吸取别党失败
的教训。
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
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适宜的方针。
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是战后档案文献中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最早提法。
1946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赖赫里就恢复共产国际的问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提
出“一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小范围内开始认真思考恢复作为国际权力机构的共产国际的可能性
”问题，并就这一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五个月后，1947年2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这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说
，赖赫里在信中提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在新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条
件的发展”这一点是“空口无凭地断言”，认为所谓恢复共产国际的说法，只是一种“国外某些共产
党人寻求对有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答案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
安。
”应该说，这一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了苏联对当时国际形势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认识，但随
着美苏关系的快速变化和冷战的形成，苏联很快就改变了对成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想法，特别是在杜鲁
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下出现的东欧离心倾向所形成的压力，“要求克里姆林宫彻底修订原来的政策，
包括苏联的外交政策和东西方共产党的政策。
有必要‘拧紧螺丝钉’了。
于是，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应运而生。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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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