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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民 盛社 会 盘义的理 份 与实线

关贵海

国内外关注俄罗斯问题的学者几乎都不

否认
,

俄罗斯社会政治转轨的激进方案及因

其引发的剧烈动荡
,

随着普京当选总统而宣

告结束
。

相应地
, “

第三条道路
” 、 “

中间道

路
”

等提法似乎 已成为口 头禅
。

不过
, “

第

三条道路
”

让人们更多的联想起西方社会民

主党
,

而它们在俄罗斯的
“

同族
”

似乎还远

未为众人所知
,

这便成了本文的出发点
。

一
、

发 展 历 程

应该说
,

俄罗斯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源头

还在列宁那里
。

这是因为今天我们所谈论的

民主社会主义
,

是社会 民主主义的继续和发

展
。

在 世纪中末期
,

社会 民主主义就是

工人政党的纲领
。

以列宁为代表 的俄国左派

也未例外
,

 

因此
,

他创建的政党也起名为社

会民主工党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

同其他

第二国际中的左派一样
,

列宁也抛弃了社会

民主主义的概念
,

采用了共产 主义的提法
,

并创建了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 ∀
。

而第二国

际中的右派和中派则在 # ∃ 世纪 # ∃ 年代建立

了社会 主义工 人国际 !又称第二半 国际 ∀
。

于是
,

社会民主主义与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

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斗争持续了

几十年
。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

在苏联也开始表现

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

即所谓的
’

“

人道的
、

民主的社会主义
” ,

直至成立了社 会民主主

义方向的政党
,

如 波波夫的
“

社会 民主党

人
”

等
。

据接近戈尔巴 乔夫 的俄方人士称
,

戈 氏曾真心希望保护经济和政治 自由并且把

苏共改造成社会民主党的
。

苏联解体后
,

俄罗斯的政治局势风云变

换
,

形形色色的思潮
、

流派层出不穷
,

但俄

得巨大成就
,

相 反
,

除捷克社会 民主党外
,

几乎全都一撅不振
,

在本国政治舞台上影响

不大
。

在本国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
,

老

社会 民主党大都表现不佳
。

例如
,

匈牙利社

会民主党 ∃ 年大选中仅获 %
 

&& ∋ 选票
,

未能 进 入议 会 ( 罗 马 尼 亚 社 会 民主 党在

∃ 年 & 月大选后
,

仅在众议 院获 # 个 席

位 ( 波兰社会党根本就没有以一个独立政党

的身份参加 年 ∃ 月的大选
。

随时间的

推移
,

某些老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得到了一定

的发展
,

其 中值得一提 的是捷克社会 民主

党
。

这个党与执政的公 民民主党全面对抗
,

处处给捷克政府制造麻烦
,

使政府难以有大

的作为
。

) 年末
,

爆 出了政府非法接受

政治捐款丑闻
,

政府总理克劳斯迫于党内外

的巨大压力
,

不得不于 ) 年 ∗ 月底宣布

内阁总辞职
。

之后
,

捷各政党达成协议
,

成

立托管政府
,

并决定子 + 年 , 月提前举

行大选
。

在大选中
,

捷克社会 民主党获胜
,

得票率为 % #
 

% ∋
,

获得 ) − 席
,

成为议会

第一大党
。

!作者为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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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保持了平缓甚至沉

闷的格调
,

在组织发展和实践活动方面尤其

如此
。

除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 ! ∃ 年 ∀

和劳动人 民社 会主 义党 ! 年 ∀ 以外
,

在俄罗斯先后成立 了俄罗斯社会 民主联盟

! − 年 ∀
、

俄罗斯劳动人 民社会党 ! −

年 ∀
、

俄罗斯社会 民主党 ! & 年 ∀
、

联合

社会 民主主 义者 ! , 年∀ 等社会 民主党

或政治运动
、

联盟
。

此外
,

还有一些属于准

社会 民主党的组织
,

即从名称上看不是社会

民主党
,

但其纲领带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

色彩
,

如
“

俄罗斯妇女
‘ , 、

争取新社会主义

运动
、

俄罗斯社会主义党
、

俄罗斯社会主义

人民党等
。

作为联合俄罗斯所有民主社会主义力量

的努力和尝试
,

# ∃ ∃∃ 年 % 月 ∗ 日
,

在戈尔

巴乔夫的主持下
,

在莫斯科成立了联合社会

民主党
,

用他的话说
,

目标是
“

填补社会民

主党的空白
”

!指的是 目前在俄罗斯还没有

社会民主党进入 国家杜马 ∀
。

德 国总理施罗

德及其他社会党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均表

示支持他
。

二
、

基本思想和主张

俄罗斯 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和主张

主要体现在其纲领
、

宣言及其领导人的重要

报告中
。

由于该类政党
、

组织的复杂性和分

裂状态
,

难以对其理论进行集中概括
,

这里

仅就其比较一致或共同的提法归纳成以下几

个 问题
.

第一
,

俄罗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

是把社会主义和 民主结合起来
。

它提出的具

体的价值 目标是
“

公正
、

民主
、

自由
、

平

等
、

爱国主义
、

国际 主义
” 。

其 中
,

较重要

的是对 民主的阐述
.

民主
,

首先是改善社会

生活的组织和管理方法
。

不能恢复俄国传统

的官僚主义与买办资本相结合的体制
,

而应

该给人 民全面深入参与国家政治进程的权利

和机会
,

因此需要在俄罗斯通过修订宪法的

方式确立 以议会 制为主 导的政治结构
。

其

次
,

民主也是一种经济关系
。

俄罗斯应该实

行多种所有制形式
,

充分发挥国家所有制
、

私有制
、

混合所有制的作用 ( 应该融合市场

经济和国家调控的功能和特点
,

以满足不同

阶层
、

群体的经济利益
, “

只要有可能
,

就

实行竞争 ( 只要必需
,

就实行计划
” 。

甚至

提出
,

即使俄国的社会 民主党不能很快成为

群众性的党
,

其主要任务也是维护 民主
。

第二
,

实现 目的的手段和途径
。

虽然每

个国家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实行社会 民主主

义
,

其共同点在 于
,

都采用小步前进 的方

法
、

改良的方法
,

而不是革命的方法 ( 只用

政治手段
,

不诉诸暴力
。

为了防止因利益冲

突而发生对社会和个人的破坏性暴力行为
,

应该建立法制的民主国家
。

第三
,

主要的依靠力量
。

按戈尔巴乔夫

的观点
,

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群众基

础有三个
.

一是大工厂的工人 ( 二是普通的

人文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 !不同于御用知识

分子 ∀ ( 三是劳动农 民
、

中小企业主
。

俄 罗

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内部
,

有主张与激进的

自由民主派结盟的
,

但反对该主张的人认

为
,

这是一种幻想
,

相反
,

社会民主主义力

量与 自由民主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需要说明的是
,

从名称上看
,

争取新社

会主义运动
、

俄罗斯妇女
、

俄罗斯社会主义

党
、

俄罗斯社会主义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无

关
。

本文之所以将它们列入
,

是因为
,

它们

的纲领
、

基本主张和联合取向与社会民主党

有许多共同之处
。

既然我们能够不因为自由

民主党的名称而认定 日里诺夫斯基是 自由民

主派
,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尝试着在冠名社会

主义或其他什么名词的政治组织中发现俄罗

斯社会民主主义的前途呢 /

此外
,

无论是冠名的还是事实上的社会

民主党
,

在对待俄罗斯 现政权
、

政治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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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上
,

都有明显

的差异
。

例如
,

雅科夫列夫的俄罗斯社会民

主党明确支持叶利钦及其确立的政治经济制

度
,

特别强调巩固私有制
,

是最右的社会民

主党 ( 与其同样属右翼的俄罗斯联邦社会民

主党
,

主要支持亚夫林斯基的观点和竞选活

动 ( 处于中间地位的如雷布金的俄罗斯社会

主义党
,

则主张法制 民主国家和社会导 向的

市场经济
,

经济
、

政治和社会生活多元化 (

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最具反对派特征的

是沙库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人民党
,

认为俄

罗斯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换国家最高

领导
。

俄罗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观点与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

它

认为各尽所能
、

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无法

实现的
,

因此把社会主义定为 自己的意识形

态原则基础
,

其 内容包括公正
、

民主
、

自

由
、

平等
、

爱 国 主义
、

国 际主 义等具 体思

想
。

三
、

现状
、

问题和前景

影响微弱厂支持率低
。 ’

议会选举支持率

低得可怜
,

在
’

年国家杜
 

马选举中
,

社

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波波夫 ∀ 以党 派资格参加 了竞选
,

而且仅

仅获得了 ∃ ∃+ ∋ !& ∃ − +
·

张 ∀ 的选票
,

在所

有参选政党或联盟中排名倒数第一
。

基础薄弱
、

组织涣散
。

所有提到的党派

或联盟的成员最 多只有 + ∃ ∃ ∃ 人 !争取 新社

会主义运动∀
,

最少的只有 & ∃∃ 人 !俄 罗斯

社会 民主联盟 ∀
。 一 ,

‘

’

出现上述 问题的原 因是多方 面 的
。

首

先
,

俄罗斯 目前的社会条件不利于社会民主

主义运动的发展
,

因为它的广泛传播需要足

够的社会自治
。
例如

,

在西欧
,

社会 自治的

传统 已经很 久远 了
,

而在俄罗斯才 刚刚萌

芽
,

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还根本没有朝民主

化方向前进 (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以私有

制为出发点来平衡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
,

而俄罗斯则是从超社会的国家所有制出发进

行平衡的 (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发达的市场经

济条件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
,

保卫劳

动人民的经济
、

社会和政治利益
,

减缓社会

矛盾的中间温和派思想体系和政治运动
,

也

就是说
,

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根本谈不上

什么社会民主主义 ( 自苏联解体以来
,

自由

主义思潮已掌握了群众意识
,

阻碍社会民主

主义潜力的发挥
。

其次
,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

组织 自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

一是基本思想含

糊不清
,

旗帜不鲜明
,

学术味太重
,

与俄罗

斯的社会现实差距太大
,

没有反映俄罗斯广

大贫 困阶层的迫切需要和愿望
,

而绝大多数

俄罗斯的选民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
,

更讨厌

学究式的思辨
、

阐述
,

他们在乎的是 看得

见
、

摸得着的东西
。

二是各个领袖人物居高

自傲
,

各自为政
,

四分五裂
,

被称为
“

小型

俱乐部网
” ,

没有稳定的联盟战略
,

无法形

成集团势力
。

也许
,

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还是能够得

到较大发展的
,

但这是从长远来说
,

尚有很

长的路要走
。

为此
,

必须走 出狭隘的学院圈

子
,

到劳动者群众中去开展工作
,

与工会和

其他社会组织结盟
。

最乐观的前景是社会民

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方向的左翼和中左翼的团

结得到加强
,

相互取长补短
,

共同探讨在俄

罗斯把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在一起的现实道

路
。

!作者为北 京大 学世
·

界社 会主 义研 究 所讲师
、

博士 ∀
飞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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