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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作者张中云、林德山、赵绪生)按照历史顺序，较系统地介
绍并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发展新
阶段的重要代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国际政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内容和相对独立的部分，它包括国际政治基本问
题、基本理论、基本战略策略和外交方针政策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
义国家制定并实施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读者对象为国际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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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中云，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出版主要学术著作：合著《三个国际论丛》、《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评析》、《社会主义思想史纲》，
主编《国际工人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新版(列宁选集)导读——列宁主义与社会主
义建设》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林德山，国际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欧美国家社会
政治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出版学术著作《渐进的社会革命——20世纪资本主义改良研究》等。

赵绪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出版专著《斯大林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战略研究》，参编教材和著作10余部，合译著作1部，发表学术
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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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和联合。
这是无产阶级国际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
无产阶级所受到的资本剥削和压迫，在形式上是本国的，但实质上是国际的。
资本具有国际性，它是一种世界联系，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革命，必然引起世
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应，它们会本能地联合起来共诛之、共伐之。
无产阶级每次斗争的失败，都有国际的因素。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并能获胜的唯一武器就是无产阶级的联合，这不仅是在一国范围内的联合，
而且是要有国际的联合、全世界的联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后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结束语，寓意极为深
刻，它表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和胜利的国际条件和保证。
“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有效性是以各国的斗争为基础的。
因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也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搞好本国的革命，也就是阻断了本国资产阶级对别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预，
它本身就显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和联合的力量。
——无产阶级应把解决阶级问题与解决民族问题结合起来。
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恩格斯说：“现代的民族[Nationalitaten]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
”凡是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地方，必然存在民族压迫和剥削。
但民族问题又不完全是阶级问题。
前者的问题是，“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后者的问题是更为广泛和复杂，即使是阶级对立消灭了，还会有经济、文化发展差异引起的民族矛
盾问题。
民族问题的存在比阶级问题存在的历史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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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重庆出版社为振兴我国科学学术著作出版事业，1988年拨
出100万元专款，在全国率先设立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同时邀请国内多位著名科学家、专家，组成本基金指导委员会。
这项基金专门用于资助出版具有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2003年本基金累计已达300万元。
2004年起，每年增拨100万元，直至2010年基金总额达到l000万元，以继续资助出版更多的优秀科学学
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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