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征求意见稿 

马克思主义名词  

CHINESE TERMS IN MARXISM 

2025 

 

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会 

 

 

 

  



 

内  容  简  介 

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

会主义、其他部分、附录等 5 部分，共包含 2418 个马克思主义名词术语。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顾  问：路甬祥  许嘉璐  韩启德  白春礼 

主  任：侯建国 

副主任：龙  腾  田学军  高培勇  邓秀新  韩  宇  裴亚军 

常  委 （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  辰  田立新  刘兴平  刘细文  孙苏川  张  军  张怀海 

张凌浩  陈发虎  胡华强  种  康  徐长兴  高  松  黄文涛 

黄灿宏  黄璐琦  梅  宏  雷筱云 

委  员 （以姓名笔画为序）： 

丁水汀  于  君  万  荣  王  锋  王丹卉  王文博  王立军 

王同军  王会军  王旭东  王建祥  王树声  王家臣  支志明 

尤启冬  方向晨  石  楠  卢大儒  叶嘉安  付彦荣  包为民 

朱  兰  刘  青  刘运全  刘连安  刘春平  刘剑君  刘峰松 

闫慧龙  安小米  孙宝国  李小娟  李明安  李学军  李晓东 

李爱仙  杨汉春  杨建宇  杨瑞馥  杨德森  豆格才让 

肖  川  吴文良  吴立新  吴志良  余桂林  沙爱民  张  卫 

张延川  张志强  张伯江  陈云龙  陈光金  陈星灿  邵瑞太 

欧阳颀  周卫华  周仲岛  周向宇  郑  威  宗成庆  项昌乐 

赵永恒  赵宇亮  赵国春  柳卫平  段  勇  信  君  侯增谦 

须成忠  施小明  姜安丽  姜志宏  秦  川  敖  然  莫纪宏 

原遵东  徐国裕  徐宗本  高树基  黄  如  黄友义  黄清华 

梅旭荣  曹  彬  曹顺成  章文俊  蒋剑春  韩  震  傅爱兰 

舒印彪  樊  嘉  樊瑜波  燕  琴  魏  勇  魏向清  魏辅文 
  



 
 

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名单 
 

顾  问：江 流 靳辉明 

主  任：程恩富 

副 主 任：李崇富 侯惠勤 

委  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卫兴华  卫建林  王振中  田心铭  冯颜利  邢贲思  庄福龄 

刘淑春  李士坤  李景源  杨圣明  杨春贵  吴元樑  吴易风 

吴雄丞  辛向阳  沙健孙  陈先达  陈志尚  罗文东  赵智奎 

赵  曜  胡乐明  胡  钧  钟哲明  侯树栋  徐崇温  陶德麟 

梅荣政  章  林  梁  柱  傅青元 

编写人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于海青  马细谱  王晓红  王雪冬  毛利言  邢文增  吕薇洲 

朱  燕  任  洁  刘志明  刘海霞  刘淑春  孙应帅  孙绍勇 

李凯旋  李建国  李春华  杨  静  余  斌  张建云  张建刚 

陈志刚  陈建波  陈爱茹  苑秀丽  尚  伟  金民卿  荀寿潇 

侯为民  贺  钦  贺新元  夏一璞  崔  云  康晏如  彭五堂 

遇  荟  靳晓春  潘西华  潘金娥   

中文校对：程恩富 潘西华 王游 

英文校对：韩冬筠 刘子旭 

秘  书：潘西华 

 

 

 

 

 



i 

 

 
前  言 

 

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工作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名词确定规范的中文名称，并

给予科学、准确地定义，以统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的社会科学技术名词。鉴于此项工

作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工作会在名词的定名及释义过程中，认真贯彻全国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精神，依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

则及方法”组织实施。整个审定工作分为名词条目遴选、名词释义撰写、名词内容校对查重、

特邀专家复审，名词释义综合审定五个阶段。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名词词条撰写的准确性，该委员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时

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领衔，主要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下设

的五个研究部的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组成撰写队伍，进行马克思主义名词词目遴选及词条

内容撰写。该团队成员的研究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外

马克思主义等学科领域，知识结构齐全，年龄结构合理，均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工作的权威性，该委员会聘请全国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专

家担任名词审定委员。特邀江流、李崇富等担任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会顾问；聘请了包

括陈先达、卫兴华、庄福龄、赵耀、陈志尚、侯树栋、胡钧、梁柱、陶德麟、梅荣政教授等

在内的 30 名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领军人物作为审定委员会委员分学科对马克思主义名词

词条进行筛选、内容审读。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开展此项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对名词词条

的筛选和名词内容准确性的审读。亲自手写审读意见或对词条内容进行撰写、修改，专家们

严谨地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自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以来，先后依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会专家顾问的审读意见以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新战略等，综合对马克思主义名词内容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目前收录时间截止到党的二十大）进行了调整、审校。名词的外文翻译，也邀请了专

业团队进行了认真审校。 

本书公布的马克思主义名词，共 2418条。正文部分收录了本学科必须使用的基本词汇、

核心词汇，是体现本学科完整性、构成该学科逻辑链条中必不可少的词条，并且沿着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得脉络对名词进行了排序。在相关词条撰写时也前后呼应，体现该名词内涵的延

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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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部分的基本词汇是本学科不太重要但是又绕不开的词汇，与正文收录的核心词汇形

成互补。附录部分收录的内容主要包括重要事件、主要思想流派、重要组织和政党、重要会

议，有助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词汇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

位及作用。 

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工作意义重大，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本次《马克思主义名词》（征

求意见稿）作为集体成果，凝聚着所有参与本项工作的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和辛勤汗水。

在此我们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对于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指导、支持与帮助的全国名词审

定委员会的老师们道一声感谢！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此次《马克思主义名词》（征求意见稿）只是一

个阶段性成果。虽说我们一直在不断地调整，但是在选词和释义方面难免挂一漏万。故祈学

界同仁不吝赐教，以便今后修订补充，使之日臻完善。 

 

马克思主义名词审定委员会 

202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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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排 说 明 
 

一、本书征求意见稿是马克思主义名词，共 2418条，每条名词均给出了定义或注释。 

二、全书分 5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他部分、附录。 

三、正文按汉文名所属学科的相关概念体系排列。汉文名后给出与该词概念相对应的英文名。 

四、每个汉文名都附有相应的定义或注释。定义一般只给出其基本内涵，注释则扼要说明其

特点。当一个汉文名有不同的概念时，则用(1)、(2)等表示。 

五、一个汉文名对应几个英文同义词时，英文词之间用“；”分开。 

六、凡英文词的首字母大、小写均可时，一律小写；英文除必须用复数者，一般用单数形式。 

七、“[ ]”中的字为可省略的部分。 

八、主要异名和释文中的条目用楷体表示。“全称”“简称”是与正名等效使用的名词；“又

称”为非推荐名，只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俗称”为非学术用语；“曾称”为被淘汰的旧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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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总  论 

 

00.0001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他们的后继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

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以通过革命变革，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

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十分完备而严整，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学等部分，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

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01. 哲  学 

01.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1.0001  哲学  philosophy 

  源于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意为“爱智慧”。汉译名源于日本启蒙家西周，后由黄遵宪、康

有为等人介绍到中国。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

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01.0002  马克思主义哲学  Marxist philosophy 

  又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

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

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01.0003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又称“唯物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唯心主义相对立。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

方面问题上，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

质，物质派生精神。 

01.0004  唯心主义  idealism 

  又称“唯心论”。哲学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唯物主义相对立。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唯

心主义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是精神、意识的产物，世

界统一于精神。 

01.0005  自然哲学  philosophy of nature 

  一种凌驾于经验自然科学之上，运用对自然的哲学沉思而得出一般原理以解释自然界的构

成、基本结构、基本规律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的一个哲学分支。其代表观点如德国古典哲

学家谢林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思想。 

01.0006  辩证唯物主义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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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无产阶级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

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01.0007  历史唯物主义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简称“唯物史观”，又称“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中的

运用，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其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物质生产实践及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

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01.0008  本体论  ontology 

  又称“存在论”“存有论”。关于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学说。思维与存在、物质和意识何

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本体论的核心问题。 

01.0009  实体  substance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首创的范畴，指万物不变的本原，万物由它而生成，

最后复归于它。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取了以往哲学中关于实体的丰富思想，形成了物质范畴，

以物质范畴扬弃了实体概念。 

01.0010  物质  matter 

  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不依赖于意识并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的根本

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恩格斯提出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

抽象出来的。列宁给物质下了科学定义为：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

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和

反映。 

01.0011  意识  consciousness 

  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意识也是社

会的产物。意识由物质决定，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能够能动地反映和改造世界。 

01.0012  存在  being; existence 

  在不同派别的哲学中，“存在”这一范畴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

在是物质的同义语。 

01.0013  思维  thinking 

  （1）指理性认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即思想），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间接反映，揭示事

物的本质与规律。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基本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分析和

综合、抽象和概括等。（2）相对于唯物论的存在概念而言，指意识、精神。 

01.0014  思想  thought 

  与作为思维活动的结果的理性认识同义，指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思

想由社会存在决定，同时又对其有能动的反作用，具有相对独立性。 

01.0015  语言  language 

  在人类生产劳动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按照一定规则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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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形、义的符号系统，是思维、意识的物质载体。除自然语言外，还存在人工语言。 

01.0016  观念  idea 

  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一种能动反映形式，同物质相区别，泛指人们对事物的印象、认识、

看法。 

01.0017  概括  generalization 

  人们形成和深化对客体本质认识的一种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即在思维活动中，把关于具

有相同特征和属性的若干客观事物的初步认识，提炼和升华为更具普遍性或深刻性的范畴

和结论，以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概括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以科学抽象为逻辑前提而

进行的思维活动，力求从其个别和特殊性的认识中达到对客体更具普遍性、或真理性的认

识。 

01.0018  世界  world 

  全部事物组成的统一的集合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统一于物质，并处于

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无法

穷尽世界。 

01.0019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material unity of the world 

  无限多样的世界万物都是物质的种种形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人的实践活动不过

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意识也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反映物质世界的机能。 

01.0020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basic forms of material existence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间隔性和顺序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时间和

空间是与运动着的物质不可分离的基本存在形式，不存在与物质分离的绝对时空。 

01.0021  运动  motion 

  物质的存在方式及其固有属性，包括一切物质形态的一切变化，从简单的位置变动到复杂

的人类思维，都是运动形式。运动与物质不可分割，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离开物质

的运动。运动是永恒的、绝对的。物质运动的源泉在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 

01.0022  变化  metamorphosis 

  事物在形态上或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及其结果，包括量变和质变。变化有可逆和不可逆之分。 

01.0023  静止  rest 

  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处于暂时稳定与平衡的状态。静止是暂时的、有条件

的、相对的。 

01.0024  绝对运动  absolute motion 

  又称“运动的绝对性”。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根本存在方式，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

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 

01.0025  相对运动  relative motion 

  又称“运动的相对性”。物体对特定参考系而言的相对位置的连续变动，运动是绝对的；

但从不同的参考系观察运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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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26  相对静止  relatively static 

  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标志物质的绝对运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出现的暂时稳

定与平衡的状态。 

01.0027  时间  time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和间隔性，时间具有一维性，即

不可逆性。 

01.0028  空间  space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客观存在的现实空间具有长、

宽、高三种度量。空间范畴还包括宇宙空间 、网络空间、思想空间、数字空间、物理空

间等等。 

01.0029  物质世界的无限性  infinity of the material world 

  物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无始无终，无边无际，不可穷尽。整个物质世界是无限的，但具

体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却是有限的，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存在于具体事物的有限性之中，无数

的有限构成无限。 

01.0030  唯物辩证法  materialistic dialectic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合理内

核”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基础上创立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

遍规律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统

一的哲学。 

01.0031  联系  relation 

  一切现象、事物、过程之间及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复杂性。联系的观点是唯

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 

01.0032  普遍联系  universal relation 

  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的范畴；整个世界是

由无数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孤立存在的事

物、现象和过程，联系是普遍的，绝对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 

01.0033  规律  law 

  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内在联系。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 

01.0034  一般规律  general law; universal law 

  又称“普遍规律”。整个世界或一定范围内事物普遍具有的规律。由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

无限性，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为一般规律，而在另一条件

下则可变为特殊规律，反之亦然。 

01.0035  合规律性  regularity of union 

  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与客观规律相符合。人们必须遵循和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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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适当的方式方法，才能使活动的结果达到预期的目的。 

01.0036  辩证法  dialectics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是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普遍联系和

永恒发展的学说，是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它强调事物内

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01.0037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1）研究超验的、关于世界本原和本质问题的元哲学理论，几乎与哲学同义。（2）与辩

证法相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它用孤

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世界，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01.0038  先验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又称“先验论”。否认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的哲学理论。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使用

的概念，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先验论作为一种重要哲学方法。强调人的知识中有先于感

觉经验、先于社会实践的东西。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同唯物主义反映论根

本对立。 

01.0039  辩证关系  dialectical connection 

  一种事物内部要素之间以及不同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世界观角度看，辩

证关系是客观事物存在的状态，从方法论角度看，辩证关系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普遍方法。 

01.0040  中介  medium 

  关于事物联系环节的辩证法范畴。指处于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条件、纽带或中间环节。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中介表现为事物转化或发

展序列的中间阶段。 

01.0041  辩证思维  dialectical thinking 

  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在唯物辩证法中，辩证思维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辩

证发展过程进行正确反映的思维方法。实质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在联系和发展中

把握认识对象，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 

01.0042  分析和综合  analysis and synthesis 

  统一的辩证思维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和不同方法。分析是深入对象内部，对其各个部分、

方面、因素和层次及发展阶段分别加以考察，以找出对象的各个方面和发展阶段的本质特

征的思维过程；综合是在分析基础上，将分析揭示的对象的各个部分、方面的规定和本质，

按其内在联系联结起来，形成对对象的统一整体性认识的思维过程。 

01.0043  整体与部分  whole and the part 

  整体是指事物的各内在要素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统一体及其发展全过程；部分是指组成有机

统一体的各个方面、要素及其发展全过程的某一个阶段。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

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转化。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对整体有反作用。整体

具有其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中所没有的整体特性。 

01.0044  个别与一般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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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法的一对范畴。个别，指单一事物的个体性、独特性，使事物彼此区别；一般，指一

类事物或一切事物普遍具有的共性和本质。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一般不能脱离个别而存在，

个别总是同一般相联结，一般比个别深刻，个别比一般生动、丰富，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

相互转化。 

01.0045  有限和无限  finite and infinite 

  有限是指客观事物及其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始有终、有边际、可穷尽的属性；无限是指

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无始无终、无边际、不可穷尽的属性。无限存在于有限

之中，通过有限表现出自身的多样性；有限之中包含着无限事物的属性，并参与无限事物

的永恒运动；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01.0046  普遍性  universality 

  许多个体事物共同具有的属性，即事物的共性、一般性。 

01.0047  特殊性  particularity 

  矛盾之间或每一个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相互区别的特殊本质，即事物的个别

性。矛盾的特殊性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内在依据，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 

01.0048  普遍性与特殊性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包含又相互转化。

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任何普遍性都不能包括全部特殊性，

特殊性比普遍性丰富、具体；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矛盾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关系问题，也是矛盾的个性共性、相对绝对的关系问题，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

髓。 

01.0049  原因与结果  cause and effect 

  原因是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结果是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原因与结果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互相转化。 

01.0050  因果关系  causality 

  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原因与结果的这种必

然联系，就是因果关系。但前后相继的现象并不一定都是因果联系；因果关系具有多种多

样的形式。 

01.0051  必然性  necessity 

  与“偶然性”相对的哲学范畴。由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决定的，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

可避免的、确定不移的状态和趋势。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事物发展

的前途和方向。 

01.0052  偶然性  contingency 

  与“必然性”相对的哲学范畴。事物发展、变化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发生

也可以那样发生的状态和趋势。 

01.0053  必然性与偶然性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揭示事物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趋势的一对范畴。必然性是一般，是事物内在的本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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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事物发展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偶然性是特殊，是非本质联系，对事物发展其加速或

延缓作用。必然性决定偶然性，是偶然性的基础，它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偶然性是必然

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偶然性中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01.0054  科学必然性  scientific inevitability 

  与哲学必然性相区别。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指事物内部、现象背后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

而存在的事物联系与发展过程的本质，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性。科

学的任务就是要透过复杂的偶然现象来揭露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01.0055  形式  form 

  与“内容”相对。把事物内容各个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形态，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

方式。可分为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外在形式一般不影响事物的性质，内在形式则直接影

响事物的性质。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同一形式也可以有不同的内容。 

01.0056  内容  content 

  与“形式”相对。指构成事物内部各种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它包括事物的各

种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决定的事物的特征、运动的过程和发展的趋势等。 

01.0057  形式与内容  form and content 

  构成事物统一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形式与内容相互依存，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形式

反作用于内容，影响内容。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01.0058  现象  phenomenon 

  与“本质”相对。是事物的外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它是局部的、

片面的、易逝的、多变的，是本质的表现，比本质丰富、生动。它可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

现象可分为真象和假象。 

01.0059  本质  essence 

  与“现象”相对。事物的内在性质，事物的全体及构成事物的主要要素、内部联系。它由

事物内在矛盾决定，是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趋势的方面，具有一般性、稳定性和深刻性。

它隐藏在现象背后并表现在现象之中。 

01.0060  现象与本质  phenomena and essence 

  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外在表现的两个方面。两者对立统一。其统一性在于，二者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本质是现象的根据；本质决定现象，并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依赖本质，是

本质的表现。二者相互区别，现象是外显的、易变的、表面的，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为人

的感官直接感知；本质是内在的、隐蔽的、稳定的、深刻的，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通

过抽象思维来把握。 

01.0061  本质联系  essential connection 

  事物内部符合规律性的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深刻的联系，对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方

向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 

01.0062  关系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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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关系”同“联系”。关系反映事物与事物、本质与本质、现象与

现象、本质与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哲学范畴，是事物相互联系的必要因素。辩证唯物主义

认为，关系是客观的，它存在于事物之间。 

01.0063  内在本质  internal essence 

  与“外在表现”相对。事物因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在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所表现的内

部联系性和客观形式。 

01.0064  可能性  possibility 

  由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包含在事物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的种种趋势，或事物转化的潜

在因素，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 

01.0065  现实性  actuality(reality) 

  现在的一切事物、现象的实际存在性，是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过程中本质联系的范畴之一，

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 

01.0066  可能性与现实性  possibility and actuality 

  可能性与现实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不能等同。只有具备充分客观根据的

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二者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可能

性作为潜在趋势存在于现实性之中，是还没有实现的现实；现实性是可能性发展的结果，

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 

01.0067  外观  observing external world 

  运用意识、心灵观察心灵之外的外部世界，攫取其特征的过程。 

01.0068  外化  externalization 

  又称“外在化”。内在的、精神性的东西转化为物质性的东西。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常用的

哲学术语，主要指物质由绝对精神外化而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外化是指通过人类社会

实践将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的力量转化为对象性的物质存在形式。 

01.0069  外在  extrinsic 

  与“内在”相对。事物本身以外的，或者显露在外的外部形象或环境等。 

01.0070  外在性  externality 

  事物显露在外的性质与特征。 

01.0071  外在表现  external performance 

  与“内在本质”相对。事物在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所表现的外部联系性和客观形式。 

01.0072  外在联系  external connection 

  与“内在联系”相对。这种关系不是原有的，属于非本质、非必然关系，对事物性质没有

决定性的影响。 

01.0073  内在  intrinsic 

  与“外在”相对。事物自身所固有的东西。 

01.0074  内在性  immanence 

  哲学上主要指意识内在性，是一种“从自身出发的思维”。由笛卡尔最先提出，经康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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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才真正完成理论建构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它构成近代哲学基础的哲学原则。 

01.0075  内在联系  internal connection 

  与“外在联系”相对。是事物之间存在固有的、本质的、必然性的关联，对事物性质具有

决定作用。 

01.0076  质  quality 

  与“量”相对。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事物的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

盾决定的。质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01.0077  质变  qualitative change 

  与“量变”相对。事物根本性质发生的突变，即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事物发展

渐进过程中的中断。它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是量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质

变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质变，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 

01.0078  质的多样性  diversity of quanlity 

  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事物多方面、多层级的质。正因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具有质

的多样性，人们才能认识和区分事物。 

01.0079  同一性  identity 

  又称“统一性”。在辩证法中，指“辩证同一性”，与“形而上学同一性”相对。矛盾的同

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一种联系和趋势。具体表现为：矛盾

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赖，各自以对方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

而孤立存在和发展；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贯通，彼此存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趋势和

可能。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01.0080  量  quantity 

  与“质”相对。可以用数量来表示的规定性。指事物存在的规模、等级、发展的程度以及

内部要素的排列结构。任何量是一定事物的量。在一定限度内，量的变化不改变事物质的

稳定性。 

01.0081  量的多样性  diversity of quantity 

  在事物存在与发展过程中，其规模、程度、速度以及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的排列次序等

量的规定性是多样的，不同事物的量的表现也不同，如事物的大小、运动的快慢等。 

01.0082  量变  quantitive change 

  与“质变”相对。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场所改变等方面的变化。是事物运动的基

本状态之一。量变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形式：一是数量上的增减；二是

构成事物的要素在排列次序和结构形式上的改变。量变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它体现着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延续性，是事物发生质变的必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01.0083  关节点  knot 

  事物发展渐进性的中断而发生质变的点，即量与质转变的临界点或枢纽。黑格尔在《逻辑

学》中提出此概念，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时，把它作为唯物辩证法

的一个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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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84  矛盾  contradiction 

  在唯物辩证法中，对立面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关系。黑格尔从唯心主

义的角度阐释了矛盾即对立统一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改造并吸收了黑格尔唯心

辩证法合理内核，使矛盾即对立统一的思想具有了科学的形态。 

01.0085  内在对立  internal opposition 

  又称“矛盾的对立”“矛盾的斗争性”。处于同一体中的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相

互否定的属性。它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的趋势。 

01.0086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d secondary contradiction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复杂事物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规定事物和发展阶段、过程的

本质并决定着其他矛盾存在和发展的矛盾称为主要矛盾，而被决定的其他矛盾则被称为次

要矛盾。次要矛盾为主要矛盾所支配,也反过来对主要矛盾起影响作用。主要矛盾和次要

矛盾相互制约、相互作用，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两者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01.0087  二律背反  antinomy 

  又称“互相冲突”、相互冲突或自相矛盾。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概念。意指

一对称的正题和反题的对立命题都似乎可以为形式可靠的证明所支持。康德的本意是以此

表明理性的局限性，但客观上揭示了思维本身矛盾的必然性。 

01.0088  二元论  dualism 

  认为世界有两种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即思维和物质两个实体的哲学学说。它坚持

意识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其实质是唯心主义哲学观。。哲学史上二元论的著名代表人物

之一是法国笛卡儿。 

01.0089  否定  negation 

  事物内部所包含促使事物发展和转化的方面，也指事物通过它转化为另一事物的关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否定是由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引起的质变。 

01.0090  肯定  affirmation 

  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即事物内部矛盾中决定事物性质的方面。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

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肯定使现存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01.0091  发展  development 

  事物在其规模、结构、性质等方面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由旧质向新质变化的哲学范畴。

发展既有量的变化，又有质的变化，是对事物不可逆转的上升的运动变化的反映和概括。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

根本原因。 

01.0092  过程  process 

  物质运动在时间上的持续和在空间上的广延，是矛盾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唯物辩证法认为，

过程是物质、运动和时间、空间的辩证统一。任何事物都是过程的集合体，都是作为过程

而出现并向前发展的。 

01.0093  辩证否定  dialectical n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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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抽象否定”相对。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发展和相互联系的环节，其实质是“扬

弃”。辩证的否定是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质所在。 

01.0094  抽象否定  abstract negation 

  与“辩证否定”相对，是完全否定的形而上学观点。它割裂肯定和否定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把肯定和否定对立起来，也就是否定中完全不存在肯定。认

为否定就是否定一切，或宣布某一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认为事物的否

定不是事物自身内部矛盾引起的，而是某种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 

01.0095  扬弃  sublate 

  又称“辩证的否定”。黑格尔首先赋予这一概念以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哲学涵义。马克思恩

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赋予该词以唯物主义内容和新含义。指新事物对旧

事物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全盘抛弃，而是既克服又保留。既要抛弃旧事物中消极因素，又要

保留和继承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扬弃的结果使新事物与

旧事物既有机联系又相互区别。 

01.0096  同化  assimilation 

  原为生物学名词，指生物体把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的营养物质转变成自身的组成物质,并且

储存能量的变化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同化是指事物的肯定方面的一种表现，同化

就是把非己变成自己的过程从而保持事物的存在。 

01.0097  异化  alienation 

  异化观念可追溯到基督教的原罪说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费尔巴哈把它引进哲学

著作。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他们的异化概念。异化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主体或劳动者

所创造出来的劳动成果成为与其相对立的，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异己力量。随着私有制和

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异化必将在社会历史上消失。 

01.0098  自我异化  self-alienation 

  个人与他们的真实自我、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意识的分离。是个人失去了个体的完整性、

独立性，成为陌生于自我的一种状态。 

01.0099  思辨理性  speculative reason 

  全称“纯粹思辨理性”。康德哲学批判考察的对象。按照康德观点，思辨理性构成科学知

识的基础，是人类认识的先验性条件，它与“经验理性”相对照。同时，思辨理性也是沃

尔弗（Christian Wolff）追随者的哲学思想名称，康德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点。马克思

主义哲学认为，思辨理性抛弃了知识的感性认识基础，致力于提供独立于经验的知识，是

辨证谬误的源泉，是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 

01.0100  实践理性  practical reason 

  全称“纯粹实践理性”，又称“实践之知”。与“思辨理性”相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

家康德用语，指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即给人的行为规定先天道德准则的先验理性。 

01.0101  思辨逻辑  speculative logic 

  又称“辩证逻辑”。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科学，是关于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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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它把概念的辩证运动以及如何通过概念反映现实矛盾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

象。原初含义专指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逻辑形态。恩格斯最早明确地把这种逻辑称之为辩证

逻辑。 

01.0102  思辩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 

  仅从抽象思想或概念运动中来说明和引申出一切事物的哲学学说。它认为概念先于事物存

在并派生出事物，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思辨哲学的主

要代表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沃尔弗、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黑格尔等。 

01.0103  思辨神学  speculative theology 

  以超验之物和整个实在为对象，运用各种科学成果、宗教体验、伦理经验来引出对信仰的

理解，但又不限制对任何所给出的资源（如圣经、教义等）做历史性的调查。 

01.0104  思辨唯心主义  speculative idealism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使用的术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颠倒了精神和

物质、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外化的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

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所以，将黑格

尔哲学称为思辨唯心主义。 

01.0105  唯灵论  spiritualism 

  主张世界的最终本质是精神或灵魂的唯心主义哲学学说。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灵魂，精神或

灵魂是主宰世界的唯一的客观实在，肉体与自然界只是精神实在的产物和表现。 

01.0106  无神论  atheism 

  源自希腊语 a（不，无）和 theos（神），泛指相信神灵不存在的思想或与有神论相反的立

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该术语是指否定一切宗教信仰和鬼神迷信的学说，与“有神论”

相对立，其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 

01.0107  泛神论  pantheism 

  源自希腊语 pan（一切）和 theos（神）。J.托兰德（Toland.J）首先使用的术语。是指把神

和整个宇宙视为同一，即与存在的一切总和视为同一的哲学观，主张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

切事物之中，没有其他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斯宾诺莎、黑格尔、

谢林等。 

01.0108  机械唯物主义  mechanical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二种形态。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过

程及认识论问题的唯物主义哲学。它具有以下局限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不彻底性。

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宾诺莎（Spinoza）、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狄德罗（Denis Diderot）、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霍尔巴赫

（Paul Henri Holbach）等。 

01.0109  现代唯物主义  modern materialism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现代唯物主义既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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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的原则区别，也是指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整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唯物主义的科学形态和现代形态。它综合各门具体学科已有

的最新知识成就，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的科学

世界观和方法论。 

01.0110  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又称“烦琐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另一种称呼。其特点是运

用纯粹抽象的形式逻辑来论证作为最高的超验实体即上帝的存在，整个体系高度抽象化和

形式化，从而形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烦琐的方法论特征。 

01.0111  德国古典哲学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主要代表人物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它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

义两个发展阶段，是德国当时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为德国 1848 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作

了先导。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01.0112  黑格尔哲学  Hegelianism 

  黑格尔建立的以绝对精神理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绝对精神作为世界本原，经过纯粹逻辑、

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等发展阶段，最终在哲学中回归，实现思维与存在绝对同一。

黑格尔认为，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以辩证法贯穿思想始终。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

其合理内核。 

01.0113  黑格尔主义  Hegelianism 

  黑格尔哲学体系影响下不同时期的哲学运动。黑格尔去世前后黑格尔派分化为左（青年黑

格尔派）、中（中间派）、右（老年黑格尔派）三派。左派推崇启蒙精神，右派接近旧体系。

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革命派转向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01.0114  绝对精神  absolute spirit 

  又称“绝对理念”“绝对观念”。黑格尔哲学用语。绝对精神与广义的绝对理念互用，指万

物的本原与本质。绝对理念经过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发展，最后返

回自身达到绝对精神，即思与在的绝对同一。 

01.0115  费尔巴哈主义  Ferbaja doctrine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一个人本唯物主义派别。费尔巴哈以人与自然为基础，从感性的人的

本质即类意识出发统一思维与存在。但他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他所理解的人是生物

学意义上抽象的人，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他的这一缺

陷。 

01.0116  康德主义  Kantianism 

  18 世纪康德创立的思想体系及其后继者的哲学流派。康德致力于为知识划界，限制知识

并为自由留有余地，表现为现象世界与物自体、自由与必然等二元对立性质。康德思想影

响广泛，主要流派有半康德学派、目的法学派、新康德主义等。 

01.0117  康德哲学  philosophy of Kant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哲学体系，其核心是通过对理性的知、情、意功能的划分，为



14 

 

真（现象—知识）奠定基础，为善（物自体—自由）留下余地，美（合目的性）则是沟通

两者的桥梁。其论著涉及宗教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等。 

01.0118  自在之物  thing- in- itself 

  康德哲学概念，指超经验的、不可认识的存在之物，是现象的基础，灵魂、宇宙和上帝都

是自在之物，虽不能被认识却可以被信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实践，认为随着实践发展，

自在之物将转变为为我之物，自然终将被认识。 

01.0119  理论  theory 

  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本质规律的抽象、合乎逻辑的一般推论或假说。理论来源于实

践，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服务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01.0120  实践  practice 

  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

活动。实践不仅是客观物质性活动，而且是人的自觉认识活动；它不仅具有直接现实性，

而且具有普遍统一性，具有社会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基础，实现

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历史观与自然观、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的统一。 

01.0121  实践理念  practical idea 

  实践活动除了要遵循外部世界的客观尺度，还要体现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即内在尺度。实

践活动在实际进行之前，必须在头脑中观念地建构起这两种尺度的统一模式，在观念上首

先实现两种尺度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模式观念就是实践理念。 

01.0122  物质生产实践  material production practice 

  人类创造物质产品、以获得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和过程。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解

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类其他一切实

践活动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也是认识和理解人和社会本质的关键。 

01.0123  实践唯物主义  practical materialism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实践唯物主义是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基础解释现实世界的理

论，强调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 

01.0124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practical materialist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样把实践的唯物主

义者等同于共产主义者，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

有鲜明的实践性、批判性、革命性的品格和特征。 

01.0125  物质劳动  material labor 

  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活动。物质劳动创造了人自己的本质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其他

一切劳动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01.0126  体力劳动  physical labor 

  与“脑力劳动”相对。以消耗体力为主的劳动，脑力劳动在其中起辅助作用。体力劳动与

脑力劳动的分离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差别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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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缩小、消除。 

01.0127  脑力劳动  mental labor 

  与“体力劳动”相对。以消耗脑力为主的劳动，体力劳动在其中起辅助作用。 

01.0128  异化劳动  alienated labor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

是内在于人的本质力量，但在私有制下发生了异化，成为与自己对立的、统治和支配自己

的外在力量。 

01.0129  对象化  objectification 

  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客体对象中，并在对象中肯定、实现自己，对主

体而言，这就是对象化。马克思认为，对象化首先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确证了人的

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人客体化，客体也因此主体化或人化。 

01.0130  对象意识  consciousness of object 

  人以主体之外的客体世界为对象的意识，是主体关于对象世界的状态、属性、结构、规律

等的认知和把握。对象意识不是与主体无关的意识，恰恰相反，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

物，总是存在于主体大脑中，为主体自我所意识。 

01.0131  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 

  人对自身状况即人的特点、属性及人的内在需要、目的、态度、评价等的认识，包括个体

对自身独有特点和性质的追寻与把握，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觉察，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意识，

对自我与他人差别的认知和体验，自己对外界价值标准、行动规范等的认同和态度等等。 

01.0132  人化  humanization 

  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聚和体现在对象上，使对象对人而言不再是异己的、对立

的，而成为人的世界的一部分。 

01.0133  物化  materialization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概念，后在《资本论》中谈到商品价值时也

使用过。指人通过劳动实践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转化到劳动对象上，从而实现思想观念作为

物质形态的对象性存在。 

01.0134  人的本质  human essence 

  人区别于其他物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作为实践的存在、自我创造的

主体性存在和社会历史性存在所体现的特性。 

01.0135  现实的个人  real individual 

  与“抽象的个人”相对。指处于现实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个体。马克思以之作为

历史的现实前提。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之间必然会发生一定的社

会关系。这种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抽象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即从事物质

生产活动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

现自己的个人。他们是历史的现实前提,社会结构和政治国家从他们的物质活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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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01.0136  抽象的个人  abstract individuall 

  与“现实的个人”相对。指抽去了个人所处的现实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个体。近

代欧洲思想家把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社会中的单子式的个人,看成

是符合人类天性的人类个体的理想状态。“抽象的个人”其实是利己主义的个人在观念上

的反映。马克思用“现实的个人”取代“抽象的个人”,以之作为历史的现实前提和唯物史

观的出发点。 

01.0137  自然  nature 

  “自然”与“物质”是同一层次或者同等程度的范畴，但自然范畴的内涵更丰富、更具体。

从具体层次讲，自然较多的是作为人类活动环境的意义而被使用，是与社会、历史、文化

等概念相对应的范畴。 

01.0138  自然性  naturality 

  事物在自然环境中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然属性和行为。自在的自然具有自然性，人化的自然

不仅具有自然性，还具有社会性。 

01.0139  自然界  natural world 

  人类活动的环境，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概念相对应。广义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人也是自然界的产物。 

01.0140  自然规律  natural law 

  自然界内在固有的本质联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自然规律在一定条

件下具有可重复性，只要条件具备，合乎规律的现象必然重复出现。 

01.0141  自然历史进程  natural process of history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按照自身规律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马克思也称为自然历史过程。 

01.0142  自然属性  natural attribute 

  自然界事物本身固有的面貌、活动规律、特性等。 

01.0143  人化自然  humanized nature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人通过活动，把自己的本

质力量对象化在客体中，使客观自然不再与人相对立，成为人的创造物的过程。这一过程

就客体而言，就是人化的自然。 

01.0144  自在自然  free and natural 

  人类尚未认识和改造的那部分自然，不依赖于人类意识而独立存在，处于永恒发展和变化

之中。自在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自在自然终

将被认识。 

01.0145  人工自然  artificial nature 

  又称“次生自然”“社会自然”。人类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然，也称人化自然。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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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发展史的飞跃。人工自然一方面服从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因

而具有社会性，受社会规律的制约和影响。 

01.0146  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 

  达尔文关于物种进化的学说。生物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有利的偶然的遗传特

征在繁殖中保存下来，不利的则淘汰。生物的生存能力也因而产生差异，导致必然的物种

灭绝或进化及多样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给予这一理论高度评价。 

01.0147  交往  communication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概念，指各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

往来及相互作用行为。交往是从物质生产中发展起来的，交往及其形式由生产决定，但“生

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 

01.0148  普遍交往  universal communication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概念，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

确立而形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大范围的广泛交往，具有广泛性、世界性、深层次性等特

点。 

01.0149  精神交往  mental communication 

  人们之间的思想、观念、意识等的交流、批评或肯定的精神活动。精神交往受物质交往和

物质关系的制约，但具有相对独立性。精神交往使精神成果得到认同、确证、传播和实现，

是保证和促进精神生产的重要手段。 

01.0150  现实交往  real-life intercourse 

  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各个人、群体之间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物质、精神等各方面的交互活

动，具有历史性、现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往的深入，现实交往的方式、范围和层次

不断扩大和提高。 

01.0151  物质交往  material intercourse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概念，指人们之间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发生

的物质产品交换、价值交换和活动交换。物质交往是物质生产得以实现和提高的前提,是

全部社会交往的基础。 

01.0152  物质生产  material production 

  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人类解决

人与自然矛盾的最基本的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决定、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 

01.0153  精神生产  spiritual production 

  广义上是指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精神成果的产生、创造活动。狭义上是指政治法律思

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创作、生产活动。精神生产是在物质生产

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遗产，反映和概括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进行的观念创造活动，

其最重要的特性是创新性。 

01.0154  道德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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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和主体内在信念的力量来评价和调

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受社会生产方式制

约。随生产方式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标准。 

01.0155  认识  cognition 

  人脑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体现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

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是认识的

辩证发展过程。 

01.0156  认识论  epistemology 

  研究人类认识的来源、本质、过程、方法、检验标准和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是哲学体系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创立

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 

01.0157  主体  subject 

  与客体相对应的一个功能性范畴，指实践、认识、价值、审美等对象性关系的主导者、支

配者。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但并非任何人都是主体，主体是有意识、能

思维、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个人或社会集团。 

01.0158  主体性  subjectivity 

  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地改造旧哲学基础上，认为主体性是人的一种功能属性，是人在一定实

践、认识、价值、审美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主导地位、决定作用、支配态势，其核心是人

的主动性、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01.0159  个体主体  individual subject 

  个体主体是相对于群体主体、人类主体、社会主体而言的，指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等

生活中获得主体地位和独立属性。个体主体是历史地生成的，群体活动、需求、性能必须

通过个体主体才能得到实现和确证。 

01.0160  类主体  quasi-subject 

  “类”是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体中，又把一切个体从本质统一为整体的存在。类主体是“自

由人联合体”形态实现的主体状态，指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人，也是普遍的人，在人格上完

全平等，个性上充分自由，各个人都以人为自我主体的自为存在状态。 

01.0161  客体  object 

  在主客体对象性关系中，主体实践活动、认识活动、价值评价活动、审美活动所指向的对

象。随着实践不断扩展，越来越多的自然存在变为客体，客体是被历史地规定的。 

01.0162  客体性  objectivity 

  反映实践活动、认识活动、价值评价活动、审美活动中客体特性的哲学范畴，它是由客体

在主客体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规定的，表现为被动、受动、消极、从属等特性。 

01.0163  主观性  subjectivity 

  （1）认识的片面性、独断性，从主观臆测或“先入之见”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

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2）概念、范畴等逻辑思维形式的一种特性，具有抽象性、分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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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意识能动性特征。 

01.0164  客观  objective 

  不依赖于意识的独立存在。 

01.0165  客观性  objectivity 

  （1）被意识所反映的物质世界或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2）概念、意识、范畴等思维

形式的内容不依赖于主体的性质。（3）从实际出发，力求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内

在规律的思想方法。 

01.0166  客观分析  objective analysis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的活动和方法。 

01.0167  客观精神  objective spirit 

  客观唯心主义的用语。是脱离物质、脱离现实个人而独立存在精神实体。客观唯心主义把

它作为世界本原和万物的创造者。如朱熹的“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 

01.0168  客观世界  objective world 

  在人们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世界是独立存在的，

不依赖主观世界，并决定主观世界的内容和变化。 

01.0169  客观规律  objective law 

  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的基本特性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与主观能动性具有辨证统一关系。 

01.0170  外在尺度  external scale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哲学范畴。指客体对象的尺度，即由对象的

性质、属性、规律所规定的尺度，是一种客观性尺度，是客观对象所固有的本性和规律的

表现。内在尺度要运用到对象上去，必须遵循对象的外在尺度。 

01.0171  内在尺度  intrinsic scale 

  马克思提出的哲学范畴。指人在实践、认识或价值评价活动中，在尊重客观事物规律性的

同时，以人自身的需要、愿望、要求、目的等作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裁度原则。 

01.0172  理性  rationality 

  （1）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与“感性”相对，指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

较、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和活动。（2）与感觉、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性格特征，

指按照事物存在的真实状况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处理问题的态度、方式。 

01.0173  辩证理性  dialectical reason 

  康德哲学把理性分为知性和辩证理性两个层次，知性是运用概念、范畴整理感性材料以获

得规律性认识，辩证理性则是进一步综合知性规律为一般性原理。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辩

证理性的逻辑进程，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上升为理性的具体。辩证理性是理性认识

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整体性的、科学的思维方法。 

01.0174  纯粹理性  pure reason 

  又称“纯理性”。康德的用语。是纯粹的认识能力，包括感性直观、知性和理性，它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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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之前、独立于经验，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内容而存在。否定感性经验的纯理性必走向理性

主义、唯心主义认识论。 

01.0175  唯理论  rationalism 

  又称“理性主义”。（1）与经验主义相对，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也不可

能来自经验，而是从先天的、不可否认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

（2）轻视感性经验的作用，仅从概念出发，用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解释问题的理论观点

或思想方法。 

01.0176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19 世纪末产生于美国的一个属于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的流派，其根本原则是把真理等同

于工具，把效果、功用作为判定真理的标准，否定外部世界和客观规律。代表人物有詹姆

士（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胡克（Sidney Hook）等。 

01.0177  感性  sensibility 

  （1）人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外在对象而产生感觉、知觉和表象等直观形式的认识能力和感

知方式，是认识活动的初级形式，它只能认识对象的表面现象和外部特征，形成对对象的

形象、直观、生动的认识。（2）情绪和情感统称为感性，与理性相对。 

01.0178  感性活动  perceptual activity 

  物质的、活生生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它体现了实践的能动性、主体性。在人的感性活动

中把握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01.0179  感性经验  perceptual experience 

  人在实践中，在感性认识阶段通过感觉器官获取的经验和认识，它是对事物表面现象或外

部联系的认识，它表现为感觉、知觉、表象等认识形式。 

01.0180  感性直观  perceptual intuition 

  在康德哲学中，感性直观可指称两个方面：（1）指“自在之物”作用于“自我”所引起的

知觉和印象，称作“经验的直观”，这是后天得来的感性认识；（2）指纯粹的形式，即时

间和空间，称作“纯粹直观”或“先天的直观”。马克思哲学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从科

学的实践观出发，把感性直观改造为能动的感性活动。 

01.0181  经验世界  empirical world 

  人们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或日

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或世代相传的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其基本表现形式是常

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具有直观性、非批判性、非超越性、

延续性的特点。 

01.0182  物质世界  material world 

  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其根本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承认它

是在时间、空间中依其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01.0183  物质生活  material life 

  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分配、消费等活动，是人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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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基本方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

过程。 

01.0184  物质力量  material force 

  可以改变事物原先运动或发展状态的各种能力，它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是一种客观存在。

物质力量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和相辅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有同一性，即可能处于同

一体或互相转化。 

01.0185  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 

  人们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所表现的文化产物，包括生产资料、物质生

活资料、技术装备等实物及其蕴含的文化要素。物质文化既体现着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

也体现着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创造性、技能的发展程度。 

01.0186  精神  spirit 

  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思维、意志、情感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及一

般心理状态的总称。它是特殊物质人脑的机能和产物。精神不可能脱离物质，但又具有极

大的能动性，通过实践，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东西。 

01.0187  精神产品  spiritual product 

  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由脑力劳动者以个人劳动的

方式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或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所创造的一种知识的物化形式，一种观念

形态的产品。 

01.0188  精神革命  spiritual revolution 

  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认知模式等的变革，摒除旧的僵化的保守的思想观

念、思维方式，确立新的积极进取、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新观念、新思想。 

01.0189  精神劳动  spiritual labor 

  从物质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劳动形式。广义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造及

其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狭义指马克思所认为的“表现在

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

的生产”。 

01.0190  精神生活  spiritual life 

  人们在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上所进行的精神生产、思想观念传播与变革和精神享受，体现着

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和追求，包括科研、创作、学习、文化娱乐和信仰等活动，是人区别

于动物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的发展程度的标志。 

01.0191  精神世界  spiritual world 

  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意识活动及其结果构成的世界，表现为思

想、观念、意志、欲望、情感等形式。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共同构成人们生活的世界。 

01.0192  精神文化  spiritual culture 

  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包括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诸形式，是反映一定民族特点及

其理论水平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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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总和。 

 

01.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1.0193  世界的物质性  materiality of the world 

  世界的本原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但又被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01.0194  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unity and diversity of world 

  世界的统一性指的是世界具有共同的本质。世界的多样性指的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形态

和性质是无限多样的，是相互差别的。世界是统一的，本质只有一个，即物质；世界又是

多样的，千差万别的事物及其形态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精神现象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和特

殊表现。 

01.0195  决定论  determinism 

  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普遍存在着因果制约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哲学学说，与“非决定论”

相对。 

01.0196  客观实在性  objective reality 

  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意识的物质世界。唯心主义认为，唯一的客观实在是感觉、

意识、理念和绝对精神等。唯物主义则认为客观实在性是物质唯一的“特性”，它不依赖

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又为人的意识所感知和反映。坚持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可以区分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01.0197  客观主义  objectivism 

  标榜“超阶级”“超党性”地分析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资产阶级观点。其主要特点是反对

阶级分析，只是抽象地谈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科学性与党

性对立起来。人们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总离不开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纯客观的态度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01.0198  哲学的党性  philosophical party spirit 

  （1）哲学的派别性，即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

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2）哲学的阶级性。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其他社

会意识形态一样，其性质也不能不为社会存在所制约。 

01.0199  客观唯心主义  objective idealism 

  与“主观唯心主义”相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不依赖于人

类，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精神”，“理念”等是唯一的客观实在，是第

一性的，是物质世界的本原；而客观世界则是客观精神或理念的产物，是第二性的。 

01.0200  两种发展观  two outlooks on development 

  关于世界发展法则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和观点，即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

展观。 

01.0201  庸俗进化论  vulgar evolu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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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庸俗发展观”。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庸俗化的形而上学发展观。产生于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庸俗进化论认为自然界

现存的秩序是一种平缓进化的过程的产物，并把这种渐进性作为宇宙进化的总规律。庸俗

进化论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认事物的质变；否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庸俗进化论以

此来曲解社会生活，认为社会有的只是进化，根本没有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01.0202  经验  experience 

  人们在实践中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外界事物而获得的对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和

外部联系的认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获得的感性知识。经验是一切科学理论的基

础和直接本源；同时也有待于深化，上升为理论。 

01.0203  感觉  sensation 

  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是整个认识过程的起点。 

01.0204  范畴  category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范畴做了系统研究，康德、黑格尔均对范畴作重要论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思维形式。它具有高度

概括性、结构稳定性特点。 

01.0205  概念  concept 

  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之一。概念的产

生是感性反映形式上升到理性反映形式的标志。 

01.0206  唯意志论  voluntarism 

  又称“意志主义”或“唯意志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中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潮。在哲学上，

夸大意志的本质和作用，主张将意志、情感本能冲动置于理性（理智）之上，而且将意志

看做是宇宙的本质基础、真相。认为意志创造世界万物。唯意志论的学说产生于 19 世纪

上半叶，流行于 19 世纪下半期的欧洲各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叔本华、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尼采等。 

01.0207  绝对主义  absolutism 

  与“相对主义”相对。一种把事物及认识绝对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绝对主义割

裂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只承认绝对性，否认相对性。绝对主义者不承认一切过程都有

始有终，不承认一过程必然转化为他过程，否认绝对中有相对，相对中有绝对的辩证关系。

在真理问题上，片面夸大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看不到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

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把在一定条件下有限的认识当作绝对的真理。绝对主义在实践中有

两种表现形式：绝对的肯定一切和绝对的否定一切。 

01.0208  相对主义  relativism 

  与“绝对主义”相对。片面夸大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否认事物和认识的绝对性，最终否

定事物客观存在和可知性的学说。割裂事物的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认为相对中并无任

何绝对的东西。它必然导致否认事物在一定界限内的质的确定性，把事物都看做是没有确

定性的，不可捉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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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09  客观真理  objective truth 

  真理的客观性。真理所反映的对象是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客观存在的，真理性的认识中包

含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 

01.0210  相对真理  relative truth 

  真理的相对性。(1)从整个物质世界来说，任何真理只是对无限宇宙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

的正确认识。世界上尚有许多事物、方面没有被认识或未被完全认识。(2)从某一特定事物

来说，任何真理性认识，只是对它的某些方面、一定程度或一定发展阶段的正确反映，是

有限的，不完全的，只具有近似的性质，因而是相对的，有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 

01.0211  绝对真理  absolute truth 

  真理的绝对性。(1)任何真理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包含有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同谬误有原则区别，在它所反映的范围和限度内是不能被推翻的。

这一点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2)

人类的认识能力按其本性来说，是可以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它虽不能穷尽世

界，但认识每前进一步，就对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接近一步，就将在客观真理的体系中增

添绝对真理的颗粒。 

01.021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concrete question concrete analysis 

  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运用。它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从客观实际

出发，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

原则。 

01.0213  教条主义  dogmatism 

  又称“本本主义”。一种不从实际出发，照抄照搬书本或外国经验，以致脱离实际的思想

作风，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01.0214  宗派主义  sectarianism 

  宗派主义指的是在一个政党内部组织派别小集团，并把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党的整体利益之

上的思想和活动，是组织关系上党风不正的表现。 

01.0215  自发性  spontaneity 

  人们在未认识、掌握客观规律之前，被动地受客观过程所支配，盲目活动的状况，其特点

是活动没有明确目标，一般不能预见其发展的后果。 

01.0216  自觉性  conscientiousness 

  人们在认识、掌握客观规律之后，运用这些规律进行活动的状况，其特点是活动有明确的

目标，有实施的计划和步骤，一般能预见其发展的后果。 

01.0217  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 

  研究自然界各门科学的总和，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各种各样的现象，其目的是认识这些现象

的规律，并运用它们开发和改造自然界。 

01.0218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民族学、史学、语言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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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广义的社会科学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除具有科学性质外，还具有上层建筑、意识

形态的性质。 

01.0219  新康德主义  Neo-Kantianism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广泛流行的一个提倡复兴康德哲学的流派。新

康德主义的流传大体上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主张采

取心理学或生理学的观点，用认识主体的心理或生理结构来说明知识的问题。强调康德的

理论哲学，轻视康德的实践哲学。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否定康德关

于“物自体”概念的唯物主义因素，发展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同时还

发挥了康德的自律伦理学。 

01.0220  对立统一规律  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 

  又称“矛盾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阐明矛盾包含

着既互相联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又互相分离、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两个方面。矛

盾着的对立面互相作用，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一切事物的变

化和发展，决定着一事物向它事物的转化。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过程中，

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

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 

01.0221  质量互变规律  law of mutual change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又称“量变质变规律”“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揭示了事

物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发展是通过量变质变相互转化而实现的。认为事物在其运动发展

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质变量变两种基本状态或基本形式。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

变是质变发生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发展的必然结果。 

01.0222  否定之否定规律  law of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又称“肯定否定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揭示了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由肯

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经过两次否定达到更高阶段的规律。表明事物由于内

部矛盾所引起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它指明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事物发展的

前途和必然趋势。既揭示了发展的前进性，又揭示了发展的复杂性。 

01.0223  阶级立场  class stand 

  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根本态度。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阶级立场取决于本人所属

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影响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有多种复杂的因素，不能以阶级

成分、家庭出身为主要依据，而应判明他的思想、言论和实际行动代表着哪个阶级的根本

利益和要求。 

01.0224  阶级分析方法  class analysis method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观察分析阶级社会（包括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

社会）社会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阶级分析首先以各阶级的经济关系为依据，同时进

行政治的、思想的分析。 

01.0225  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  world outlook of Marxist-Leni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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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中提出过“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党的世界观”的命题。一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密不可分和内在统一的。 

01.0226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conditions of social material life 

  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中最初提出。斯大林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看成是和社会存在相当的范畴，包括三项：（1）

人类社会生存于其中的自然条件；（2）人口的增长和居民密度的高低；（3）物质资料的生

产方式。这些条件既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现实前提，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 

 

01.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1.0227  毛泽东哲学思想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Mao Zedong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产物，以《矛盾论》《实践论》为代表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国

化理论。 

01.0228  一分为二  one divides into two 

  毛泽东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简括、形象的表述。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对立

而又相互联系的对立面,对立面之间又统一又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01.0229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

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矛盾的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01.0230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identity and struggle of contradiction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

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

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性质。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是矛盾双

方相互关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01.0231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primary and the secondary contradictions 

  矛盾特殊性的一种情形，表明诸种矛盾在矛盾体系中所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范畴。主要矛

盾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规定或影响着事物复杂矛盾

体系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

定作用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01.0232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principal aspect and secondary aspect of a contradiction 

  表明矛盾双方在矛盾统一体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范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在一对

矛盾中，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的决定作用的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指在一对矛盾中，

居于被支配地位，起次要作用的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在一定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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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互相转化。 

01.0233  内因和外因  internal cause and external cause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原因和动力来源的一对范畴。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即内部矛盾。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即此事物与它事物的联系、互相作用，即

外部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

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01.0234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antagonistic and non-antagonitic contradictions 

  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在根本性质和根本利益上互相敌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斗争形

式一般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非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

盾，一般不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即不表现为对抗的形式。 

01.0235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t society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毛泽东 1957 年在《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 

01.0236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  two types of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ist society 

  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

的学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

完全不同的矛盾。 

01.0237  敌我矛盾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nemies and ourselves 

  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01.0238  人民内部矛盾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它的范围随着“人民”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因而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是不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

内部的矛盾，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内部的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

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

部的矛盾，等等。 

01.0239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correctly handl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毛泽东在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前提，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和性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

法。 

01.0240  感性认识  perceptual cognition 

  认识过程的低级阶段，人们在实践中，通过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外界事物，在头脑中产生对

对象的现象、外部联系的认识。其特征是直接感受性、形象性、生动性，表现形式是感觉、

知觉、表象，表现内容是事物的表象、外部联系。 

01.0241  理性认识  rational cognition 

  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凭借抽象思维把握到的关于事物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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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内部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具有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等特点，表现形式是概念、判

断、推理。 

01.0242  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  two leap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在实践的过

程中，对外部世界首先产生感性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感性材料不断增多，经过加工和

制作，形成概念，进行推理和判断，产生理性认识。这是第一个飞跃。在实践的基础上,理

性认识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得到发展，这是第二个飞跃。 

01.0243  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  law of movement of human cognition 

  毛泽东对人类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总结和概括，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人类认识运动规律的

概念：（1）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1937 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

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2）正确认识发展的规律。1963

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

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

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01.0244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实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01.0245  实事求是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班固所

著《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意是赞扬河间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1941 年，毛泽东在《改

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

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01.0246  群众路线  mass line 

  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主要内容是：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科学的领导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 

01.0247  独立自主  maintain independence and keep the initiative 

  正确处理本国革命事业和国际革命事业、本国革命力量和革命政党同国际革命力量及组

织、本国建设事业与国际援助间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

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它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共同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01.0248  有的放矢  shooting the arrow at the target 

  毛泽东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时经常使用的比喻。他

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

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 

01.0249  哲学就是认识论  philosophy is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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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24 日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的谈话中提出的哲学命题。这

一概括是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广义认识论来看待的，是对列宁关于哲学是“伟大

的认识工具”的科学论断的继承和发挥。 

01.0250  群众观点  mass viewpoint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包

括：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一

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等。 

01.0251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from the masses, to the masses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从认识论上说，也是调查

研究的过程。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

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

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

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01.0252  以人为本  putting people first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01.0253  人民至上  put the people in the first place 

  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

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2021 年，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中写明：坚持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我们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

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 

01.0254  系统思维  systems thinking 

  以系统论的原理和观点为指导，对事物进行分析和认识的思维方式。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认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01.0255  定力  ability to concentrate 

  意指正念坚固，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坚强意志、

执着信念和道德操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法治等多个

方面，赋予定力新的内涵，形成了关于政治定力、战略定力、改革定力、耐心定力等重要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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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政治经济学 

 

02.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2.0001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以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主要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

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规律。 

02.0002  生产  production 

  又称“社会生产”。以一定的劳动方式、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与生产资

料结合的形式，从而结合起来的人们改造自然及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广义的生产除了物

质财富之外，还包括精神财富的创造和人类自身生产等。 

02.0003  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又称“社会生产方式”。在谋取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和自然

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力是其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其社会形式。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是社会劳动过程技术方式和

社会方式的统一。 

02.0004  生产关系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又称“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

关系。包括：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直接生

产过程中的关系（狭义生产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等。 

02.0005  生产力  productive forces 

  人们利用自然、改造和保护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物质生

产基础。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它由人的要素（劳动者）

和物的要素（生产资料）两大实体性要素以及渗透在其中的科技、教育、管理、分工协作、

数据诸要 素构成。 

02.0006  社会生产力  social productivity 

  人类社会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整体效率，用以区别于劳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它是人的

劳动能力的集中体现，具体体现在生产技术水平、劳动技能、生产工具等方面。 

02.0007  分配  distribution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分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消费资料的分配。前者属所有制范畴，

后者属个人或经济群体之间的分配范畴。 

02.0008  所有权  ownership 

  简称“产权”；又称“财产所有权”。通过法律确认的经济主体对生产要素等所拥有的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是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 

02.0009  所有制  ownership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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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物质生产资料占有、使用、处置并获得收益等一系列经济利

益关系的总和，表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

料占有方面的经济关系。 

02.0010  所有制形式  forms of ownership 

  一定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决定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具体形式，一般根据生产资料与劳动

者的结合方式进行划分。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五种基本的所有制形式，即原始公社的、

奴隶主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因其时代化本土化而

衍生出各种更为具体的式样。 

02.0011  私有制  private ownership 

  全称“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人类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成

果的经济形式。私有制在历史上有多种存在形式，可分为个体劳动者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占

有的私有制，如奴隶制私有制、封建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多种形态。 

02.0012  经济规律  economic laws 

  又称“经济法则”。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

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经济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即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强制

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2.0013  经济基础  basis of economy 

  同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一定的、必然

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各方面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意识等上层

建筑的基础。 

02.0014  经济制度  economic system 

  社会生产关系及其有关经济问题的规则的总称，并且作为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

为人们普遍承认并且实际共同遵守着的一种行为规范。 

02.0015  经济革命  economic revolution 

  本质上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它是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全面调

整或根本性变革。 

02.0016  经济结构  economic structure 

  国民经济中各个方面的内部构成，反映经济系统中各要素之间互相关联、互相结合的内在

联系及相应数量对比关系。 

02.0017  经济利益  economic benefit 

  又称“物质利益”。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物质动因，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一种具体表

现。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任何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

是由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引起的。 

02.0018  工业  industry 

  采掘、收集自然物质资料和对各种原材料按社会需要进行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其历史演

进经历了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和现代工业等发展阶段。它是第二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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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02.0019  农业  agriculture 

  利用动植物生长发育规律，通过培育植物、动物取得农产品和原料的产业，是人类社会最

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 

02.0020  供给  supply 

  生产者提供给市场用来交换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劳务的数量的总和。从自然

属性看，它是处于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够提供给市场上的产品；从社会属性看，供给等

于生产者和销售者所生产和出卖的某种商品的总和。 

02.0021  供求关系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通过竞争形成的均衡或失衡的关系，是商品

（服务）和消费相互制约关系的市场反映。 

02.0022  需求  demand 

  从质上看，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从量上看，需求是社会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

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总需求则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

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 即全体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总量和价值总量。 

02.0023  需要  need 

  人们为维持或改善生活水平而去获取和占有某种物品和服务的欲望，是外部生活条件的要

求在人主观上的反映。马克思认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

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 

02.0024  消费  consumption 

  人们为满足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等各种需要而对物品和服务的消耗与花费的行为和过程。

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恢复人们劳动力和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条

件。消费又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 

02.0025  财富  wealth 

  可以满足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总和。在商品经济中，财富

通过商品的社会形式来体现，但使用价值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02.0026  国民财富  national wealth 

  在一定时点上，一国全社会所有成员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包括国民财产、自然

资源、一国外汇储备和对外债权等。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反映了居民的经济实力和福利水平。 

02.0027  生产资料公有制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简称“公有制”。生产资料归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所有制形

式。在这种形式下，劳动者利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许多个人劳动力

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它消灭了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

的矛盾;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是社会

主义占主体地位的根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形式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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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02.0028  商品  commodity 

  人们通过劳动生产出来并用于市场交换的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反映了商品

经济中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02.0029  商品生产  commodity production 

  人们通过社会分工和协作，在所有制和交换基础上形成劳动产品的社会经济过程。商品生

产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历史上曾经有小商品生产（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形式。商品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02.0030  商品交换  commodity exchange 

  商品所有者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在自愿基础上相互让渡商品所有权的经济行为和过程。 

02.0031  商品经济  commodity economy 

  直接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

阶段相联系的经济形式。原始社会物物交换还未形成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的

缝隙中生长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成为普通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

然存在商品经济。 

02.0032  使用价值  use value 

  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用的自然物品或人造物品，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也用来表示物和

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02.0033  物质财富  material wealth 

  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人类生产

活动创造出的劳动产品。 

02.0034  交换  exchange 

  人们以自己的活动和劳动产品换取他人的活动和劳动产品的过程，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再

生产的要素之一。通过交换，劳动产品进入消费过程，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包括生产

中的劳动交换、商品交换、产品交换等。 

02.0035  等价交换  equivalent exchange 

  不同使用价值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量互换的交易行为，是商品经

济的基础法则。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的运动，使价格在趋势上与价值趋于一致，是等价

交换原则的表现形式。 

02.0036  价值  value 

  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价值是商品所特有的属性，

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02.0037  交换价值  exchange value 

  交换价值是商品所具有的可用于交换的属性，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表现为一种商品与另一

种商品交换的一定比例关系。 

02.0038  价值量  magnitude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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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映的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时间来衡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量越大，价格越高；商品的价值量越

小，价格越低。 

02.0039  价值实体  entity of value 

  商品价值的质的规定。具有同一性质的人类抽象劳动凝结或“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

动”。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对于任何劳动支出来说都是同质的，它们不存在差别，

是直接形成商品价值的物质因素。 

02.0040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time 

  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现时某一生产部门大多数产品生产已经达到的生产资料状

况和技术装备水平），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 

02.0041  商品交换规律  commodity exchange law 

  商品交换遵循等价交换的内在本质和一般原则。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 

02.0042  劳动  labor 

  劳动力的使用或消费，包括劳动者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是人们以自身

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广义的劳动包括物质劳动、文

化劳动、科学劳动、管理劳动等。 

02.0043  劳动二重性  duality of labor 

  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同时具有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属性或规定性。具体劳动生产商品

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是同一劳动过程形成的相互联系又对立的两个方

面。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

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02.0044  劳动生产力  labor capacity 

  具体劳动的生产能力，可与生产力通用。它与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而

和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成反比。一切生产力都是由劳动发动的生产能力。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

工艺上的应用状况、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方式、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生产过程的社会

结合方式、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等。 

02.0045  劳动生产率  productivity of labor 

  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是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

值，一般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或价值量来表示。 

02.0046  抽象劳动  abstract labor 

  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生理意义上（包括脑力和体力）

的支出。抽象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反映了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关

系。 

02.0047  具体劳动  concrete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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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支出，即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和不同

形式的人类有用劳动，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创造出千差万别的使用

价值。 

02.0048  有用劳动  useful labor 

  满足一定社会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活动。 

02.0049  物化劳动  materialized labor 

  又称“死劳动”“对象化劳动”。保存在一个产品或有用物中凝固状态的劳动，是劳动的静

止形式。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是物质资料生产中所用劳动的一对范畴。在企业中的物化劳动，

表现为厂房、机器等劳动产品。 

02.0050  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由于自然或社会原因导致的劳动的划分及独立化，表现为生产不同种类产品的不同种类的

劳动的并存。分工可以区分为社会分工、不同部门的分工、企业内部的分工等。 

02.0051  社会分工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与“自然分工”不同，社会劳动超越一个经济单位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独立划分和专业化

过程，包括部门分工和部门内部分工。 

02.0052  私人劳动  individual labor 

  又称“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相对。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

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组织生产的劳动。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是生产者私人的

事，产品归生产者私人占有和支配，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 

02.0053  社会劳动  social labor 

  与“私人劳动”相对。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的社会性质，即为他人或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

而进行生产的劳动。在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使商品生产者互相依赖，商品不是用来满足

生产者的需要而是用来交换，商品出售后私人劳动才表现为社会劳动。 

02.0054  简单劳动  simple labor 

  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般

劳动者都能胜任，无需特别的技术专长、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劳动。简单劳动在教育和科技

不断发展的社会中会有变化，它与复杂劳动相对应。 

02.0055  复杂劳动  complex labor 

  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特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质量较高的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在

商品经济中通过各种市场机制，复杂劳动等于倍加或自乘的简单劳动。 

02.0056  价值形式  form of value 

  又称“价值形态”。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即商品在交换中通过其他商品体现自身价值的

形式，反映商品交换价值的发展过程。价值形式在历史上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

形式，发展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到货币价值形

式。 

02.0057  相对价值形式  relative form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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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等价形式”相对。被表现价值的商品在价值形式中所处的地位。由于价值的性质决定

了商品自身的价值不能直接地绝对地表现出来，它只能通过与它相交换的另一种商品把自

己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出来。 

02.0058  等价形式  the equivalent form of value 

  与“相对价值形式”相对。在价值形式中，用来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商品，能够与其他商

品直接相交换的商品所处的地位。处于等价形式商品的特点：①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

形式即价值的代表；②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③私人劳动成为直接社会形式

的劳动。 

02.0059  等价物  equivalent 

  在价值表现中处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等价物随着价值形式的发展而发展。比如，20 码

麻布=1 件上衣，麻布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出来，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衣则起等价物的作

用或说处于等价形式。 

02.0060  物物交换  barter 

  商品交换的原始形式，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前的产品的直接交换。

物物交换的特点是没有买与卖的区别。物物交换从价值形式的发展来看，包括简单的价值

形式和扩大的价值形式。 

02.0061  简单的价值形式  simple form of value 

  又称“个别的价值形式”。价值形式发展过程中的原始阶段。一商品的价值偶然地以另一

不同种商品来表现的价值形式。它与原始社会后期原始公社之间偶然地、间或地物物交换

阶段相一致。在简单价值形式中，价值形式两极的对立很不固定。 

02.0062  扩大的价值形式  total or expanded form of value 

  价值形式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以一系列其他商品来表现的价值形式。从

简单价值形式发展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表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与扩大。 

02.0063  一般价值形式  general form of value 

  价值形式发展过程的第三阶段。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来表现的价值

形式。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代替了直接的物物交换，扩大的价值形式也就发展

到了一般价值形式，这一发展是一次质的飞跃。价值的本质在这种形式上得以充分体现。 

02.0064  货币价值形式  money form of value 

  又称“货币形式”。价值形式发展过程中的最后阶段。即在商品的价值关系中一般等价物

比较固定地由一种商品来充当。贵金属金以它本身特有的质地均匀、可以任意分割与合并、

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携带又经久耐磨等自然属性，赢得了固定起一般等价物作用，即赢

得了货币商品的独占权。 

02.0065  一般等价物  universal equivalent 

  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时的表现形式，是从商品界分离出来表现其他一切商品价值

的商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经常出现并成为人们普遍乐意接受的某种商品便逐渐自发

地从商品界分离出来，成为一般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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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66  特殊等价物  particular equivalent 

  在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上的一切商品。即在“20 码麻布=1 件上衣，或

=10 磅茶叶，或=40 磅咖啡，或=其他”这一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中，除 20 码麻布以

外的一切商品就都获得了特殊等价物的形式。 

02.0067  个别等价物  individual equivalent 

  与个别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对应并表现其它价值的另一个商品，即处于个别等价形式的

商品。如在“20 码麻布=1 件上衣”这一简单相对价值形式中，麻布则是作为个别等价物

起作用。 

02.0068  货币  money 

  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从多种特殊商品中分离出来具有特殊职

能的商品。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 

02.0069  价值尺度  measure of value 

  货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以货币作为尺度，用来表现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职能。货

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价值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态。货币在执行价值

尺度时，可以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 

02.0070  价格  price 

  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成正比，同货币的价值成反比。商品的价格

最初表现为一种观念的或抽象的形式，在对商品标明其价格时，无需现实的货币。 

02.0071  价格标准  standard of price 

  包含一定重量的贵金属的单位货币及其等分。为了使不同的金量能够互相比较和测量，在

技术上就需要确定计量单位，并把这个计量单位再进一步等分。这种被规定的金属的计量

单位及其等分就是价格标准。 

02.0072  计算货币  money of account 

  商品经济条件下计算、统计或考核各种商品经济活动的价值量时所使用的货币单位。计算

货币属于观念货币，是货币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表现。 

02.0073  流通手段  means of circulation 

  货币的职能之一，指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以货币价

值尺度的职能为前提。 

02.0074  买和卖  buying and selling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阶段，从商品所有者的角度看，就是卖和买两种社会行为。商品流通

过程需要经历两个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形态变化，首先是 W-G，即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商

品的出卖过程；然后是 G—W，货币转化为商品。 

02.0075  货币流通规律  law of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 

  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的规律。所需货币量取决于三个因素：参加流通的商品

量、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的流通速度。用公式表示：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需要量=

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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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76  商品流通规律  law of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商品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 W-G-W。这个过程包含着商品的两个形态变

化：商品到货币（W-G）和货币到商品（G-W）。商品流通规律包括竞争规律、供求规律、

等价交换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价值运动规律、价值规律等。 

02.0077  铸币  mintage 

  国家铸造的具有一定形状、重量、成功及面额的金属货币。货币的铸币形式，是由货币在

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产生的。 

02.0078  纸币  paper money 

  由国家发行的、作为法定流通手段的货币符号，是由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

纸币本身并没有价值，它是代表金银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这一货币职能的。纸币的发行限于

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02.0079  主币与辅币  standard money and subsidiary money 

  主币即“本位货币”，是一种国家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单位。与“主币”相对应，是国

家发行的、本位货币单位以下的小额货币，多用铜、镍等贱金属或其合金铸造，专供零星

交易或找补零头之用。马克思也称之为银记号或铜记号。 

02.0080  准备金  reserves 

  又称“储备”。为了应付到期支付或者在遇到意外的特殊情况下，能够保持生产资本正常

运行而积累起来的货币。这些作为准备金的货币是流通过程所直接需要的货币贮藏。 

02.0081  金属货币  metallic currency 

  由金银充当的一般等价物。金属货币不同于象征性的货币、单纯的价值符号和信用货币。

它具有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02.0082  纸币流通规律  law of the circulation of paper money 

  流通中所需纸币量决定于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这一规律表明纸币发行额限于它象征

地代表流通中实际需要的金（银）的数量。超过这一数量，纸币会相应贬值。 

02.0083  价值符号  symbols of value 

  在货币流通中，不足值的金属铸币和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

都属于价值符号。价值符号是由国家强制流通而得到公认的。 

02.0084  贮藏手段  means of hoarding 

  货币的职能之一。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作独立的价值形态和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

保存起来的职能。只有贵金属即金属铸币、金银条块以及它的可靠代表才能执行贮藏手段

或货币贮藏职能。 

02.0085  支付手段  means of payment 

  货币的职能之一。货币用于清偿债务、支付租金、赋税、利息、工资等的职能。从货币作

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直接产生了信用货币，表现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适应。 

02.0086  世界货币  universal money 

  货币的职能之一，货币越出国内流通领域在世界市场和各国之间的国际支付周转中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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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物的作用。充当世界货币的只能是直接以重量计算的金或银，不能是价值不足的铸币，

也不能是没有价值的纸币。 

02.0087  企业  enterprise 

  一般是指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进行生产经营

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一般是以盈利为目的，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

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 

02.0088  资本  capital 

  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可以表现为生产要素，而本质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私人企业的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私人剩余价值的价值。社会主义国有资本

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则可以带来公有剩余价值，不具有剥削性质。 

02.0089  资本家  capitalist 

  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剥削雇佣劳动、获取剩余价值的当事人。根据投资领域不同，可分为

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农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等。 

02.0090  资本的总公式  general formula of capital 

  G-W-G’，是资本运动的最一般形式，作为资本的货币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

运动的形式。这表示预付货币额作为资本经过一定的运动又回到原来的形式，并带来一个

增值额即剩余价值。这个公式集中反映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最本质特征，

故称资本总公式。 

02.0091  商品流通  circulation of commodity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其元素形式是：W-G-W，即“商品-货币-商品”。 

02.0092  高利贷资本  capital of usurer 

  借贷资本的前身，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有的资本，是以贷放货币或实物的方式榨取高

额利息的资本。 

02.0093  劳动力  labor force 

  又称“活劳动”。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使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对于任何一种社会

都是生产的主体,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 

02.0094  劳动力价值  value of labor force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

括在正常状况下维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属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总和及劳动者的教

育和训练费用。 

02.0095  劳动力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 of labor-power 

  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者劳动能力的恢复、更新、培养和提高。 

02.0096  劳动过程  process of laboring 

  劳动者创造产品或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它包括三个实体性因素：

劳动力、劳动对象和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科技渗透在劳动过程的实体性要素中。

管理是组织实体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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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97  价值形成过程  processes of value formation 

  劳动者创造商品价值的过程，商品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抽象人类劳动同生产资料相结合

而凝结成价值的过程。正如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过程必然是劳动过程

和价值形成过程统一的生产过程。 

02.0098  雇佣劳动  wage labor 

  又称“工资劳动”。受雇于资本家的工人的劳动，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在生产经营中的使

用，可获得自己劳动的部分成果即工资。 

02.0099  雇佣工人  hired worker 

  又称“雇佣劳动者”。因丧失生产资料而被迫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雇佣劳动

者。雇佣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劳动者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和实现者。 

02.0100  劳动对象  subject of labor 

  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人们在劳动工程中将自己的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物质资料。劳动的

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过的自然物；另一类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过

的物质资料。 

02.0101  原料  raw material 

  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通称为原料。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

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除采掘工

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 

02.0102  劳动资料  means of labor 

  又称“劳动手段”。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用于改造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

条件。生产工具（特别是机械性的生产工具，比那些只是充当劳动对象容器的劳动资料例

如管、桶、篮、罐等，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是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实际上是人手的延长。生产工具被置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起传导作用。生产

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广义地说，劳动资料还包括为保证劳动过程的进行所

必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如厂房、照明、道路等。 

02.0103  生产资料  means of production 

  又称“生产手段”。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力中物的

要素，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劳动者只有和生产资料

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创造物质财富。二者的结合方式强烈地反映与呈现一定历史发展

阶段上该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属性。 

02.0104  生产要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 

  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具备的基本因素或条件，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

要素，主要有作为实体性要素的劳动、土地、资本，以及作为渗透性要素的科技、组织性

要素的管理、资源性要素的信息（数据）等。 

02.0105  生产工具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又称“劳动工具”。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物件。生产工具被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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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起传导作用。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02.0106  劳动产品  products of labor 

  简称“产品”。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用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社会产品，包括物质产品

与意识形态产品，构成了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产

品如果采取市场交换形式去满足人们的需要就成为了商品。 

02.0107  价值规律  law of value 

  又称“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规律或基本规律。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

或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价值规律要求等价交换，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

调节供求关系。 

02.0108  价值增殖过程  process of value increment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即超过“一定点”（劳动者补偿劳动力自身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延长了的价值的形成过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具体动创造出一定的

使用价值并转移原有价值于新产品中。另一方面，雇佣工人的抽象劳动形成新的价值，其

中包括剩余价值，即含有剥削性的价值增殖过程。 

02.0109  剩余价值规律  law of surplus value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资本价

值的增殖。而剩余价值则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资本家通过绝对或

相对地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的强度和改进生产技术等方法，尽可能多地榨

取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和决定性动机，体现着资本家

剥削工人的关系。 

02.0110  剩余价值  surplus value 

  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私有资本带来私人剩余价值，体现资本家剥削

工人的关系，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公有资本带来公有剩余价值，体现归部分或全

体劳动者所有的关系。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 

02.0111  不变资本  constant capital 

  与“可变资本”相对。指在生产中用于生产资料上的那一部分资本。生产资料（即厂房、

机器、设备、燃料、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等）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增加价值，而只是把原有的

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上，故称之为不变资本，用 c 来表示。 

02.0112  可变资本  variable capital 

  与“不变资本”相对。指资本家在生产中用于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这部分资本在商品

的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价值量的变化，会增殖自己本身的价值，因此称之为可变资本，用 v

来表示。 

02.0113  必要劳动  necessary labor 

  与“剩余劳动”相对应。必要劳动作为一般的经济范畴，是指劳动者满足本人及其家庭需

要所耗费的劳动，即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生活资料的劳动。以劳动时间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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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长短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02.0114  必要劳动时间  necessary labor time 

  劳动者为了满足本人及其家庭生活需要所耗费的劳动叫必要劳动，从事这种劳动所占用的

时间叫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价值是劳动力的价值。 

02.0115  剩余劳动  surplus labor 

  与“必要劳动”相对应。在劳动者的全部劳动中扣除为实现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

的劳动以外的剩余部分。是生产剩余产品所消耗的劳动。在私有制社会中，剩余劳动为剥

削阶级所占有，体现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02.0116  剩余劳动时间  surplus labor time 

  劳动者超出必要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出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时

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和构成劳动者的工作日。 

02.0117  剩余价值量  magnitude of surplus value 

  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数量，它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

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时使用的劳动力总数。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 

02.0118  剩余价值率  rate of surplus value 

  又称“剥削率”。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通常以 m'表示，公式为 m'=m/v。由于可变

资本的价值是在必要劳动时间内由必要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在剩余劳动时间内

由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所以剩余价值率也可以用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或剩余劳

动/必要劳动来表现。 

02.0119  剩余产品  surplus product 

  又称“纯产品（straight product）”。超过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由劳动者的剩余劳

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而为私有

制和剥削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02.0120  工作日  working day 

  工作日是劳动者在一个自然生活日（24 小时）内的劳动时间的长度。工作日是由必要劳

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构成的。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

和，构成他的工作日。 

02.0121  工作日的界限  boundary of working day 

  工作日的最低界限不能缩短到劳动时间，否则工人便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工作日的最高

界限取决于：（1）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劳动者必须用一部分时间去满足他的生理需要，否

则就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2）道德的界限。劳动者必须有一定的时间用于文化生活

以及进行社会活动等，以满足他的精神和社会的需要。 

02.0122  绝对剩余价值  absolute surplus value 

  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就必须把工人的工作日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外。在必要劳动时间已

定的前提下，工作日越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就越长，获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这种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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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已定的前提下，用延长工作日绝对长度的办法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叫做绝对剩余

价值。 

02.0123  相对剩余价值  relative surplus value 

  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要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只能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

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这种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

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02.0124  总体工人  aggregate workers 

  为生产共同产品直接生产工人，以及非直接生产工人（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总体。有

两个含义：一是指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全体生产者。二是包括物质生

产领域中直接和间接参加生产某种商品的全体劳动者。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更

加隶属于资本；总体工人全部成员共同生产商品，共同创造价值，这是社会化商品生产的

一般规律。 

02.0125  总体资本家  general capitalist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单个资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形成总社会资本，总社会资本的人

格化就是总体资本家。这一概念从社会整体的宏观角度来考察资本同劳动的对立，揭示资

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总体关系。 

02.0126  个别价值  individual value 

  个别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即个别劳动时间）形成的商品的价值。

各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同种商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不等，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也就不等。 

02.0127  社会价值  social value 

  社会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

动的物化形式，不是个别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不是围绕个别价值上下波动，而是围绕社

会价值上下波动。 

02.0128  超额剩余价值  excess surplus value 

  个别企业由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获得的剩余价值。这部分超额剩余价值也是

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果。 

02.0129  协作  cooperation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

有不实行分工的简单协作和实行分工的复杂协作两种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02.0130  机器  machinery 

  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物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第三阶段的标志性生产工具，是用来代

替人的劳动，转换或利用机械能的装置。通常分为三部分：发动机、传动机和工具机。 

02.0131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  capitalist factory handicraft industry 

  以分工和手工劳动为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形式。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

的：一种为资本家把不同工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实行简单协作,共

同生产同一种产品；另一种为资本家把具有同一专长的手工业者结合在一个工场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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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各自在互相衔接的不同工序上，各自独立完成制造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资

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引起劳动工具日趋专门化、完善化，为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创造件；其次

使雇佣工人不易离开工场，从而越来越从属于资本。 

02.0132  资本主义大工业  capitalist industry 

  指广泛使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它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

产生，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把机器大工业看成是继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

工业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02.0133  劳动纪律  labor discipline 

  生产过程的每一个参加者严格地、准确地遵守必要的工作秩序。劳动纪律可以使所有生产

要求协调地发挥作用，把人们联合到一个统一的过程中。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纪律是不

同的。奴隶制度实行皮鞭棍棒的劳动纪律；资本主义实行“经济强制”的劳动纪律；社会

主义应是自觉的劳动纪律。 

02.0134  生产劳动  productive labor 

  与“非生产劳动”相对应。有两种含义：（1）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凡是人们利用

生产资料，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2）从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只有直接增殖资本或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在物质生产劳动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生产精神产品的精神生产劳动。 

02.0135  非生产劳动  unproductive labor 

  与“生产劳动”的相对应。既不生产物质产品，也不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

一些非生产劳动是有益的社会劳动。 

02.0136  生产管理  production management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组织、计划、指挥、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职能的总称。旨在充

分运用企业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使之发挥最大的效果，以达到企业的既定目标。 

02.0137  生产企业的节约  saving of production enterprises 

  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增加产品的生产，降低单位产品生产中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消耗，最有效

地利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02.0138  劳动强度  labor intensity 

  工作日的长度表示劳动力支出的外延的量，而劳动强度则表示其内含的量。它是一定时间

内所进行的劳动的密度，反映单位劳动时间内实际耗费的劳动的数量指标。 

02.0139  有酬劳动  paid labor 

  相当于支付给工人工资的那部分劳动，也就是补偿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马克思在

使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这一对范畴时，常常是把它们作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同义语

来用。 

02.0140  无酬劳动  unpaid labor 

  工人提供的没有报酬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企业工资的形式掩盖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

区分，好象工人的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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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41  按劳分配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即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以

后，企业按照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或收入。 

02.0142  工资  wages 

  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它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假象或表现形式是所谓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全部劳动的报酬，这一假象剥削关系。社会

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资是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劳动

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02.0143  计时工资  time-wage 

  按照工人劳动时间长短支付的工资，是工资的基本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

这种特殊商品总是按照一定时间来出卖的，根据其出卖时间的长短不同，就有小时工资、

日工资、周工资、月工资等形式，它实质上是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月价值的货币表

现。 

02.0144  计件工资  piece wage 

  按照工人在一定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件数或完成的作业量来支付的工资，是工资的基本形

式之一。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一样，也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02.0145  名义工资  nominal wage 

  与“实际工资”相对应。工人得到的货币工资，即以货币数量表示的工资额。一般说来，

名义工资总是呈现上升趋势。但由于物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名义工资不能确切地反映工

人的实际生活水平。 

02.0146  实际工资  real wage 

  与“名义工资”相对应。指工人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的数量。实际工资

和名义工资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它条件不变时，工人所得的名义工资越高，所能购买的

生活资料和服务数量就越多，因而实际工资也就越高；反之，名义工资降低，实际工资也

就相应降低。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名义工资提高、但实际工资降低的情况。 

02.0147  绝对工资  absolute wage 

  与“相对工资”相对应。一国工人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 

02.0148  相对工资  relative wage 

  又称“比较工资”。与“绝对工资”相对应。一国工人单位时间的工资与外国工人单位时

间工资的比值。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决定各国之间诸类贸易问题的多是各国的相对工资水

平，而非绝对工资水平。同样，在说明一国工资水平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时，重要的是该国

的相对工资水平，而非绝对工资水平。马克思指出，工资首先是由他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

润的对比关系来决定。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02.0149  货币工资  money wage 

  与“实物工资”相对应。即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由于物价变动等因素，货币工资的变

动与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的变动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因此，货币工资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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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义工资，不能确切地反映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 

02.0150  实物工资  wage in kind 

  与“货币工资”相对应。即资本家以实物形式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论货币工资还是还实

物工资，都是劳动力价值的形式，是劳动力的价格。 

02.0151  经济范畴  economic category 

  指人们在社会实践所取得的大量社会经济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抽象思维，从现象深入到本

质，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而形成的逻辑概念，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 

02.0152  经济范畴人格化  economic category is personified 

  把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人看做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也就是说，不是把人看作

抽象的人，而是把人看作体现一定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的化身。马克思指出，《资本论》

中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 

02.0153  简单再生产  simple reproductoin 

  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如果资本家把榨取的剩余价

值完全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没有资本积累，生产规模不扩大，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 

02.0154  资本主义再生产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资本主义再生产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条件，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

的不断反复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它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

一。 

02.0155  劳动基金  labor fund 

  一定社会形态下，工人为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消费资料或其货币形式，是为了

维持他们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基金。马克思认为，它在一切社会生

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基金表现

为可变资本这一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 

02.0156  预付资本  advanced capital 

  又称“垫支资本”。企业为获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开始经营时预先以货币或实物形

式支付的价值。包括构成资本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 

02.0157  个人消费  individual consumption 

  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有别于生产消费的个人生活消费，即人们为了满足个人物质和文化

生活需要而对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使用。 

02.0158  生产消费  productive consumption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人们生产产品，必须消耗某些原料、燃料

和辅助材料，机器、工具和厂房也会磨损，这是生产资料的消费；与此同时，劳动者还要

支出脑力和体力，这是劳动力的消费。 

02.0159  资本积累  capital accumulation 

  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它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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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60  资本价值构成  valu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即资本中用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用于劳动力的价值的比

例。资本的价值构成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技术构成。 

02.0161  资本技术构成  technical composition of capital 

  资本总量中生产资料数量同劳动力数量之间的比例，这种比例的大小，取决于生产技术的

发展水平，故称为资本技术构成。资本技术构成反映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表现为与资本价

值构成。 

02.0162  资本有机构成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用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的

百分比来表示。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02.0163  资本积聚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个别资本以本企业的资本积累，即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来增大资本的总量。 

02.0164  资本集中  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 

  个别资本通过相互结合而形成较大的资本。它可以通过许多小资本并入或合并成大资本或

大资本兼并小资本等多种途径来增大单个资本总量。 

02.0165  兼并  merger 

  企业兼并，是一个企业收买另外一个或几个企业的全部资产和部分资产经营权的一种资产

转让方式。企业兼并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承担债务式；（2）购买式；（3）吸收

股份式；（4）控股式。 

02.0166  破产  bankruptcy 

  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法院为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得到保证而依债务人

或债权人的申请所作的宣告。企业宣告破产后，依法将其全部财产抵偿其所欠的各种债务，

并依法免除其无法偿还的债务。多数情况下，破产指一种公司行为和经济行为。 

02.0167  相对过剩人口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于资本增值需要而过剩的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人口。劳动力的供

给超过资本对它的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有三种形式：流动过剩人口指短期内失业的工人，

主要存在于城市和工业中心；潜在过剩人口指农业中的过剩人口；停滞过剩人口指只有极

不固定的职业的劳动者，主要包括在家庭里为工厂主和包买商干活的城乡居民以及靠打短

工过活的劳动者。 

02.0168  现役劳动军  army of workers on active duty(Active duty labor force) 

  与“产业后备军”相对。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就业人口，即在业的雇佣工人。现役劳动军

和产业后备军的比例变化影响着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产业后备军的队伍越大，便越

有利于资本家压低现役劳动军的工资，迫使他们从事过度的劳动。而现役劳动军的过度劳

动，又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产业后备军的队伍。 

02.0169  产业后备军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与“现役劳动军”相对。指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相对过剩人口。因资本积累和资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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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提高引起劳动力的供给超过资本的需求而形成。 

02.0170  失业  unemployment 

  劳动者丧失就业岗位而成为产业后备军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量失业集中暴露了资

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02.0171  相对贫困化  relative pauperization 

  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在社会国民收入中所得份额相对下降的趋势。随着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使工人工作日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因而剩余价值率和剩余

价值量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是剩余价值规律

和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作用的必然产物。 

02.0172  绝对贫困化  absolute pauperization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会随着各种经济危机、滞胀或战争而出现不断恶

化的现象。通常表现为工人失业、生活费上涨、税捐增加、实际工资下降、居住条件恶化

等，而使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绝对地恶化。 

02.0173  资本原始积累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依靠暴力剥夺小生产者，强制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迫使小生产者沦为雇佣劳动者，并

将社会财富转化为资本，以加速封建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因为

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确立之前，用以与资本主义积累相区别，所以叫资本原始

积累。 

02.017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私有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商

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连工人的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第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

目的和决定动机。 

02.0175  资本主义私有制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的私有制，社会发展历史中最后一种私有制，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根基。 

02.0176  自由贸易  free trade 

  国家权力不加干涉的商品和服务自由交换的经济活动。 

02.0177  按比例规律  law of proportional 

  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的简称，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矛盾运动以及整个国民经

济协调发展的规律。按比例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

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随着社会分工和经济体制的不同，按比例规律的实

现形式会相应发生变化。 

02.0178  保护关税制度  protective tariff system 

  国家利用政权以保护国内产业为目的，对进出口商品和服务采取保护关税政策。 

02.0179  资本主义矛盾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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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02.0180  租地农场主  tenant farmer 

  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投资场所，向土地所有者租入土地并雇用农业工人来从事经营的农

业资本家。 

02.0181  垄断  monopoly 

  与“自由竞争”相对。是指排他性的占有和经营，对士地等自然力、原料、生产、市场、

价格等方面的控制或操纵。 

02.0182  自由竞争  free competition 

  与“垄断”相对。没有任何垄断成分，企业经营者可以自由投资、转移和商品买卖的竞争。

它是垄断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由竞争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引起生产集中，

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垄断。 

02.0183  货币资本  money capital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资本在反复循环中不断变换形式来增殖自己的价值。资本价值作

为这一过程增殖着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只有在货币形式上它才具有这种独

立形式。货币资本是每个价值增殖运动过程的起点。 

02.0184  货币经济  money economy 

  以与货币交换为特征的经济形式。它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

有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 

02.0185  货币资本的循环  circulation of money capital 

  资本价值从货币形式（G）出发，用以购买生产要素（W）—劳动力（A）和生产资料（Pm），

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然后进入生产过程（P），生产出带有剩余价值的商品（W），

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经过商品销售，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又回到出发点的

货币形式，取得比预付的货币（G）更多的货币（W），这就是货币资本的循环。 

02.0186  生产资本  productive capital 

  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形式存在的资本，是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职能形式，

是预付的货币资本转化的结果。具体而言，生产资本的职能是生产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 

02.0187  生产资本的循环  cycle of productive capital 

  以生产资本（P）为出发点，经过生产过程生产出带有剩余价值的商品（W）使生产资本

转化为商品资本；然后经过流通过程，把（W）卖出去，换成货币（G），使商品资本转化

为货币资本；最后再用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货币资本再回到生产资本，这就是

生产资本的循环。 

02.0188  商品资本  commodity capital 

  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产业资本在循环中由生产资本

形式进一步转化的形式，它还将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 

02.0189  商品资本的循环  circulation of commodity capital 

  从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W）出发，通过商品的出售，取得相应的货币（G），使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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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进而用货币购买生产要素（W）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由货币资本

转化为生产资本（P），然后进入生产过程（…P…），经过生产过程，再生产出包含剩余价

值的新商品，使生产资本再转化为商品资本（W），这就是商品资本的循环。 

02.0190  资本循环  rotation of capital 

  指产业资本从一定的职能形式出发，顺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分别地采取货

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实现了价值的增殖，并回到原来出发点的全

过程。 

02.0191  一般商品  general commodity 

  货币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职能。货币，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它是价值额的独

立表现，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具有与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能力，这种社会职能使它

成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一般商品。 

02.0192  生产时间  time of production 

  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执行生产资

本的职能。生产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资本的周转。 

02.0193  劳动时间  labor time 

  计量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单位。劳动本身的量则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一定的

时间单位，如小时、日是劳动时间的尺度。劳动时间有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之别。 

02.0194  流通  circulation 

  连续不断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即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流通是历史的范畴，

它是随着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 

02.0195  流通时间  time of circulation 

  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运动，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而存在，

要通过两个流通过程：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资本的

流通时间包括购买时间和出售时间。 

02.0196  流通费用  costs of circulation 

  用于商品流通中的各项费用。马克思把流通费用分为两大类：纯粹流通费用和生产性的流

通费用，后者又分为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 

02.0197  运输业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全称“交通运输业”。专门从事运送商品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主要运用各种工具设备，实

现商品空间位置的变换。其过程不创造新的物质产品，不改变物质形态，也不增加其数量，

只改变空间位置和增加产品价值。 

02.0198  资本周转  capital turnover 

  产业资本运动中的周期循环或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循环，

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 

02.0199  周转时间  turn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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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资本价值经历一次循环或再生产过程所持续的时间。或者说，它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

的形式预付时起，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同一形式上的一段时间。它等于资本的生

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02.0200  周转次数  time of turnovers 

  一定量预付资本在一年中所经历的周期循环或再生产的次数。资本周转次数的自然计量单

位是年。如果用 U 表示年，用 u 表示资本周转一次所需要的时间，用 n 表示资本的周转

次数，计算资本周转次数的公式则为 n= U/u。 

02.0201  固定资本  fixed capital 

  与“流动资本”相对。生产资本中具有独特的流通方式和独特的周转方式的那部分不变资

本，具体指由厂房，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生产资本。 

02.0202  流动资本  circulating capital 

  与“固定资本”相对。指在形成单个产品时，物质上被全部消费，从而价值全部加入产品

并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本，包括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生产资料上和投在劳动力上

的那一部分资本。 

02.0203  折旧  depriciation 

  固定资本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的那部分价值的提取方式。为弥补固

定资本损耗，使固定资本在价值上得到补偿，按照一定比例以货币形式从产品销售收入中

提取并积累起来的方式称为折旧。 

02.0204  资本贬值  capital depriciation 

  现有资本由于某些共同的经济情况（非任何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的减少。也就

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在价值上的降低。 

02.0205  年剩余价值率  annual rate of surplus value 

  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的比率，它反映一年内预付可变资本

增殖的程度。 

02.0206  最终产品  end product 

  最终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用来和社会总产品中的中间成品相区别。最终产品是用于个人

消费的，它是用工资和利润来购买的商品。 

02.0207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又称“社会总资本”。全社会互相交错、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所有单个资本的总和。 

02.0208  再生产  reproduction 

  生产的反复进行。一般说来生产总是再生产，社会生产是自然方面（生产资料与人的劳动

相结合生产出产品）和社会方面（生产是在一定历史的社会关系下进行的），再生产是物

质资料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 

02.0209  扩大再生产  expanded reproduction 

  相对于简单再生产而言的另一种再生产的形式，生产过程在扩大规模上的重复进行。主要

有两种形式或方式：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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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10  生活资料  means of subsistence 

  又称“消费资料”“消费品”。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生活

资料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02.0211  消费品生产  consumer goods production 

  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归根

到底是为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 

02.0212  产业资本  indusrial capital 

  经营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即投在工业、矿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部门中的资

本。产业资本的特征是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料，是资本的基本形式。 

02.0213  利润  profit 

  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实质上是可变资本增殖的结果，而现象形态是全部预付资本的的价

值增加额。私人资本可以带来私人剩余价值或利润。公有资本可以带来公有剩余价值或利

润。 

02.0214  利润率  rate of profit 

  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计算公式为：p¢=m/C=m/c+v。p¢代表利润率，m 代表剩

余价值。C 代表预付总资本，c 代表不变资本，v 代表可变资本。利润率表示全部预付资

本的价值增殖程度。利润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 

02.0215  超额利润  excess profit 

  又称“额外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利用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生产商品的个别劳

动时间低于部分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会产生超额利润。超额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转

化形式，来源于工人的所创造的剩余劳动。 

02.0216  产业利润  industrial profit 

  在产业部门从事商品生产所获得的利润，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直接从工人身上获取的剩余

价值的现象形态。 

02.0217  成本  cost 

  商品经营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和相当于工资的价值部分之和。是产品价值的一部

分。预付成本需从其经营收入中取得补偿，以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02.0218  成本价格  cost price 

  又称“生产费用”。商品价值中，用以补偿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它

由资本家企业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构成。成本价格是历史

范畴。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成本价格是商品销售价格的最低界限，商品销售价格低于

成本价格则亏本，商品销售价格高于成本价格则可以获得利润。 

02.0219  竞争  competition 

  商品经营生产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有商品经济就必然存在着竞争。竞争的客观基础是商品

生产经验者之间的经济利益上的争夺。 

02.0220  平均利润  average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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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一般利润（normal profit）”“普遍利润”。按照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

资本的利润。它作为利润的转化形式或剩余价值的第二级转化形式，使资本关系进一步神

秘化。平均利润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平均利润用公式表示，平均利润=

预付资本价值×一般利润率。 

02.0221  平均利润率  average rate of profit 

  又称“一般利润率（general rate of profit）”。决定资本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有资本的有机构

成、资本周转期间和剩余价值率。各个部门的利润率因上述条件不同而不同。部门间的竞

争使这些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平均为统一的一般水平。这种利润的一般水平就是平均利润

率。 

02.0222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law of decline in profit margins 

  又称“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The general pattern of profitability tending to decline）。

从长期波动分析，一般利润率具有随资本主义发展趋向下降的客观必然性，是资本积累规

律在利润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02.0223  生产价格  production price 

  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它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平

均利润率的形成为前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 

02.0224  垄断价格  monopoly price 

  垄断者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所规定的能够获得垄断利润的市场价格。它等于成本

价格加垄断利润。 

02.0225  垄断利润  monopoly profit 

  垄断资本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而长期获得的大于垄断企业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

的高额利润。 

02.0226  市场  market 

  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有时也指某种特定交易场所或机制，如消

费品、生产资料、货币、劳动力等交换空间或机制。 

02.0227  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 

  价值在市场上表现的现实形式。它先是表现为由部门内部的竞争而形成的商品的社会价

值。另外，还表现为通过供求关系被动中形成的市场价值。马克思在把价值同市场供求、

竞争联系起来的论述中，提出了市场价值范畴。 

02.0228  市场价格  market price 

  市场价值的货币表现。它的形成表现为与供求关系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价格总是指商

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价格，价格即市场价格。马克思论及价格时，一般地说没有必要指

明它是市场价格。只有当强调价格与供求关系的联系时，才使用市场价格这个范畴。 

02.0229  商业  commerce 

  又称“贸易”。专门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经济部门。其主要职能是从事商品的收购、调运、

储存和销售。商业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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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02.0230  商业资本  commercial capital 

  又称“商人资本”。流通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职能独立化的形态，具有媒介商品

流通的机能。分为两种形式，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形式是商品经营资

本。 

02.0231  商业利润  commercial profit 

  在商业领域从事商品经营取得的利润。它是以平均利润形式分占的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 

02.0232  让渡利润  profit upon alienation(transfer of profits) 

  18 世纪英国重商主义后期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Denham Steuart）误认为的

转让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润，它被看成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 

02.0233  职能资本  functional capital 

  在资本运动过程中执行生产剩余价值或实现剩余价值职能的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

本。职能资本是与借贷资本相对的资本形式，借贷资本者拥有资本所有权，将货币贷给职

能资本者用于执行资本职能。 

02.0234  货币经营资本  money-dealing capital 

  独立出来专门承担产业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货币所完成的各种纯技术性的

业务（货币的支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的资本。 

02.0235  生息资本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货币所有者为获得利息贷放给别人使用的货币资本。有两种形式：高利贷资本和借贷资本。

其运动公式为 G-G'。 

02.0236  利息  interest 

  货币所有者因贷出货币而从借款人手中获得的报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息是职能资本家

因使用借贷资本而支付给借贷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源泉是产业工人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

余价值。利息取得了资本价格这样一种假象。 

02.0237  利息率  interest rate 

  一定时期内利息额与贷出资本额之间的比率。利息率受平均利润率、借贷资本的供求、产

业周期的影响，平均利润是利息的最高界限。 

02.0238  企业主收入  entrepreneur' s income 

  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扣除利息以后的余额。生息资本的形成，使得利息表现为资本所有

权的果实，利润减去利息是职能资本家留给自己的利润，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

果实。 

02.0239  资本化  capitalization 

  生息资本的形成造成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比拟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

其是否由资本生出。资本化就是将这一收入算作是按平均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

收益，这样这个收入就资本化了。 

02.0240  股份公司  Joint-stock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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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发行股票将分散的资本集中经营的企业。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

的扩大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单个资本难以承担开办企业所需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在

信用制度发展的基础上股份公司将分散的单个资本短期内就集中成为巨额的股份资本。 

02.0241  股份资本  share capital 

  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将许多分散的个别资本集中起来形成为集团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

股份公司的资本，不单独属于某个股票所有者或股东，而归全体股东集团所有。股东没有

独立支配自己入股资本的权力，只能出卖股票而收回资本，不能向公司讨还入股资本。股

份资本是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资本。股份资本使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集资）资本

的形式。私人股份资本是私有制的高级形式，加剧了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 

02.0242  股票  stock 

  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凭借股票可定期向股份公司领取一定的股

息收入，可以转让，买卖。股票是一纸凭证，本身并无价值，但由于能给所有者定期带来

一定收入而成为有价证券。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 

02.0243  虚拟资本  fictitious capital 

  生息的证券，包括股票、企业和国家发行的债权等。有价证券是资本所有权证书，本身并

无价值，不是真正的资本，而是“资本的纸质复本”。 

02.0244  股息  dividend 

  股票持有者凭借股票定期从股份公司领取的收入。股息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源泉为产业

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02.0245  股票价格  stock price 

  证券市场上买卖股票的价格。其有价格的原因是它能给其持有者带来股利收入，故买卖股

票实际上是购买或出售一种领取股利收入的凭证。股票价格应等于这样一笔货币资本，把

它存入银行所得利息等于预期股息收入。股票价格的本质是资本化的股息收入。股票价格

=预期股息/存款利息率。 

02.0246  合作工厂  cooperative plant 

  十九世纪英国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思想影响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中，生产资

料归联合起来的工人集体占有，工人在统一的指挥和管理下从事社会化的大生产。合作工

厂内部“积极扬弃”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但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因

而不能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02.0247  证券交易所  stock exchange house 

  专门买卖有价证券的市场。交易所中股票的发行和买卖加速了资本集中，促进资本生产发

展；有价证券的买卖促进了资本在各个部门的转移，促进了竞争和利润率的平均化。但有

价证券的暴涨暴跌为投机提供了条件。 

02.0248  食利者  rentier 

  依靠存款、特别是有价证券以获得利息、股息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剥削者。随着信用、借贷

资本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大量证券持有者脱离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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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利息和股息生活，是剩余价值的瓜分者。 

02.0249  投机  speculate 

  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或贱买贵卖谋取暴利的行为。商品、黄金、外汇和有价证

券的期货交易中，投机商人通过预测价格的的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

当价格涨跌时再卖出或买进以赚取差价。 

02.0250  抵押  mortgage 

  借款者以一定的抵押物作为物质保证向银行取得贷款的行为。贷款到期时借款者如不能如

数归还，银行有权处理其抵押品来作为赔偿。抵押使商品、票据、有价证券提前转化为货

币现款，促进了资本周转，但容易造成虚假的社会需求。 

02.0251  国债  national debt 

  又称“国家公债”。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的一般原则，通

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 

02.0252  税收  tax revenue 

  国家权力机构为了维持其存在和活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参与社

会产品的分配，运用权力征收的财富以及货币。税收是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之一，是国民

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02.0253  信用  credit 

  商品买卖中的赊销、预付和货币借贷活动的总称，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特殊运动形式。

信用的主要形式有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还包括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信用促进了资本的

转移，减少了流通费用，促进了资本集中。但同时加剧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爆发的

剧烈程度。 

02.0254  信用货币  credit currency 

  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证券，包括支票、期票、汇票、银行券等。

信用货币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克服了流通中金银铸币的束缚而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但因债务债权关系的扩大与复杂化增大了商品流通中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02.0255  票据  note 

  载明一定金额、在一定到期日、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款项的信用证券。票据可以转让流

通，由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 

02.0256  信贷  credit 

  借款人无需物质保证凭借信誉得到贷款的借贷方式。一般利息率较高且会附加一定条件，

如要求借款人提供企业营业情况、财务状况、借款用途等。 

02.0257  借贷资本  loan capital 

  货币所有者为了取得利息而暂时贷放给职能资本者的货币资本，是生息资本的非高利贷形

式。借贷资本使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其运动公式为 G-G',仿佛货币会自动增值。在

这个形式上，马克思认为“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 

02.0258  货币市场  monetary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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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短期金融市场（short-term financial market）”“短期资金市场（money market）”。货

币资本贷出和借入的领域或场所。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作为资本商品让渡，其使用价值为

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在平均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资本商品的“价格”是利息。 

02.0259  金本位制  gold standard system 

  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其基本特征为金币可自由铸造并具有无限的法偿能力；辅

币和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为黄金或金币；黄金可以自由输出与输入。 

02.0260  银行  bank 

  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金融企业。通过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结算等业务充当信

用中介人。资本主义制度下，银行经营货币资本，通过存贷款的利息差额和中介费等分享

剩余价值。 

02.0261  银行资本  bank capital 

  投资者为经营银行业而投入的自有资本或通过各种途径集中起来的货币资本。银行资本包

括现金（金、银行券）、有价证券。银行资本充当信用中介促进了资本周转和集中，结算

业务则节省了流通费用。其利润来源于对职能资本者的利润分享。银行资本的利润相当于

平均利润。 

02.0262  银行券  bank note 

  银行发行的一种信用货币，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银行以贴现的商业票据作抵

押，发行以银行信用作担保的银行券，持有者可用以代替金属货币，这使得银行券成为流

通的货币。 

02.0263  银行信贷  bank credit 

  银行信贷是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活动的统称，它是以商业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

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为信用中介的金融活动的最主要形式。 

02.0264  土地  land 

  一切物质生产和生物存在的载体。在经济学上土地也包括自然。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

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 

02.0265  土地财富  land wealth 

  以土地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马克思从商品二重性分析了财富的定义，认为使用价值是财

富的物质内容，包括劳动产品和土地、矿藏等自然物质。土地作为人类的一般劳动对象与

劳动资料成为物质财富。 

02.0266  土地所有权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制在法律上的用语。反映一定社会制度下人们对土地的占有关系。土地所有权的

前提是，一些人占有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

领域。 

02.0267  土地所有者  land owner 

  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收取地租。

土地所有者一般不直接经营土地，从租地农场主手中征收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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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利润的部分。 

02.0268  租佃者  tenant 

  从土地所有者手中租赁土地者，有直接从事生产的租地农民和从事农业经营的租地农场

主。租地农场主雇佣农业工人经营以获取剩余价值。 

02.0269  农业工人  agricultural laborer 

  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资本主义农业工人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

土地所有者、资本家三大阶级的形成。农业工人以自己的剩余劳动为租地农场主提供利润。 

02.0270  地租  land rent 

  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出租获得的收入，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地租是劳动产品扣

除生产投入维持劳动者生活必需后的余额，其实质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和剩余价值的真正形

态。 

02.0271  土地价格  land price 

  买卖土地的价格。天然土地本身并无价值。土地价格实质为资本化的地租，计算公式为：

土地价格=地租额/利息率。 

02.0272  绝对地租  absolute ground rent 

  由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产生、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形式。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

工业，农产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投入，使农产品价

值高于生产价格的部分不参加利润的平均化，超过的部分被土地所有者占有形成绝对地

租。 

02.0273  级差地租  differential land rent 

  由于耕种的土地优劣等级不同而形成的地租，经营较优土地获得的由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

额利润。级差地租是投在不同等级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由于优、

中土地数量有限带来土地经营的垄断，而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只能由劣等地的生产条件

决定，经营优、中土地的农业资本家因此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被土地所有者占有，形成

级差地租。 

02.0274  垄断地租  monopolistic land rent 

  从具有独特自然条件的土地上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地租，超过绝对地租和级差地

租的地租。它可以来源于租佃农场中对工资的扣除或者同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行交

换的其他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02.0275  实物地租  rent in kind 

  又称“产品地租”。农民以实物形式缴纳的地租，是封建地租的一种形式。这种形态下，

农民不再在地主土地上直接提供剩余劳动，而是直接以剩余产品形式作地租。 

02.0276  货币地租  money rent 

  农民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地租，是封建地租的一种形式。货币地租下，直接生产者的产品的

一部分必须当作商品来出售，农民对市场的依赖增加。货币地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和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式和解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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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77  农业地租  agricultural rent 

  由农业生产获得的地租，相对于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而区分。建筑地段地租的基础

由农业地租规定，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一样。 

02.0278  谷物地租  corn rent 

  以谷物缴纳的地租。在《资本论》中谷物地租主要出现在对级差地租的分析中，谷物地租

与货币地租相对应，二者有不同的变化率。 

02.0279  总收入  total income 

  总生产中扣除了成本后的收入部分。总收入等于工资（或预定要重新成为工人收入的产品

部分）+利润+地租。 

02.0280  国内贸易  domestic trade 

  一国内部的商品流通。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产生了贸

易。 

02.0281  国内市场  domestic market 

  一国内部商品和劳务流通的领域和场所。 

02.0282  对外贸易  external trade 

  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劳务和技术的交换活动。这种贸易

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对运进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进口；对运出

商品或劳务的国家（地区）来说，就是出口。 

02.0283  世界贸易  world trade 

  由世界各国对外贸易构成的国际间的商品流通。世界贸易中，商品的国际价格是商品的国

际价值为基础，随供求的变化而变动。 

02.0284  世界市场  world market 

  世界范围内通过对外贸易联系起来的各国市场的总体。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相关国家之间

的经济联系和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02.0285  关税  tariff 

  各国海关根据国家制定的海关税则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征收的税。征收关税是一国行使自己

主权的行为，是保护本国经济，开展对外贸易的工具。 

02.0286  国际价值  international value 

  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商品的国际价值本质上也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的凝结，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是由世界范围的平均必要劳动决定的。 

02.0287  金融  finance 

  货币资金的融通。指与货币流通与信用有关的一切业务活动，包括货币发行和回笼、存款、

贷款、汇兑、发行有价证券、保险等。 

02.0288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  capitalist economic cycle 

  又称“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从一次危机开始到另一次危机开始之

间的时期。资本主义再生产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这样一种周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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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阶段都由前一阶段孕育并为后一阶段创造条件。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决定于资本主义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 

02.0289  经济危机  economic crisis 

  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而引起的再生产规模缩小，是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

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形成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

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 

02.0290  生产过剩  overproduciton 

  又称“商品过剩”。分为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前者是指商品资本没有转化

为货币资本，也就是生产出来的价值未能实现；后者是指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而需要的

追加资本＝0。生产过剩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资本积累的需求来说是过剩的。 

02.0291  工业危机  industrial crisis 

  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所发生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由于工业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中位置的重要

性，工业危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 

02.0292  信用危机  credit crisis 

  资本主义货币流通领域和信用领域中出现的剧烈动荡和混乱。主要表现为商业信用、银行

信用遭到破坏，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商业票据难以兑换为货币，导致现金奇缺，银根吃

紧。 

02.0293  金融危机  financial crisis 

  首先爆发于金融领域并从金融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的经济类危机，除了白银和黄金，一切

都贬值。根源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02.0294  萧条  depression 

  经济周期中危机之后的一个阶段，特征为社会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工厂、银行不再继续倒

闭而呈停滞状态。 

02.0295  剥夺剥夺者  expropriating the expropriators 

  剥夺包括小私有者在内的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

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日趋尖锐中而被无产阶级剥夺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

要响了。 

 

02.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2.0296  代役租  quit-rent 

  欧洲封建社会农民向封建主交纳实物或货币以代替劳役地租的制度。这一制度始于 13 世

纪。代役租的实行，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加强了封建领主对农民的剥

削。至 19 世纪后半叶，这一制度在俄国仍有残余。 

02.0297  电气化  electrification 

  列宁倡导下于 1920 年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它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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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联的第一个在新技术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统一经济计划，是国家工业化的第

一个远景规划。全俄苏维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计划。列宁高度评价电气

化计划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二个党纲，并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02.0298  对外贸易垄断制  foreign trade monopoly syetem 

  又称“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对外贸易国家专营制”。全部对外贸易在全民所有制基础上，

由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管理和经营的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是无产

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步骤和必然结果，也是防御帝

国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的强有力的手段。 

02.0299  富农  kulak 

  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或

有少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

同时经常依靠雇工经营。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通过雇佣劳动（雇长工），获取剩余产

品。此外兼营工商业，或兼放高利贷。 

02.0300  工役地租  labor rent 

  又称“劳役地租”“徭役地租”“劳动地租”。农民因耕种地主的土地而被迫在规定的时间

内，用自己的生产工具在地主直接经营的土地上为其进行无偿劳动的一种封建地租形式。

是封建社会初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以原始的劳动方式为基础的条件下出现的最简单的

地租形式。至 19 世纪后半叶，这一制度在俄国仍有残余。 

02.0301  集体经济农业  agriculture based on collective economy 

  苏联通过集体化把个体小农经济的农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农业。1929—1933

年苏联大规模开展的将个体小农私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大集体经济的运动。为适应社会

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要求，1928 年 11 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

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阶级，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迅速开辟了道路。 

02.0302  集体农庄  collective farm 

  苏联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形式。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曾出现三种集体经济的组织

形式：共耕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1930 年联共（布）中央确定农业劳动组合是集

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通常就把它称为“集体农庄”。农业劳动组合，土地属国家所有，

永远归集体使用。其他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庄员从集体经济中通过按劳分配获得个

人收入。 

02.0303  经济核算  economic accounting 

  在对经济项目的估价和保证最佳利用资源的情况下，完成这些项目所需费用的估价。经济

核算的目的是节约或最有效的利用资源和产品。 

02.0304  金融寡头  financial oligarchs 

  又称“财政寡头”。帝国主义国家中掌握金融资本、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际上控制着

国家政权的极少数垄断资本家和垄断资本集团。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必然

体现为金融寡头主宰一切，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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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5  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又称“财政资本”。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而形成的资本。金融

资本的形成和金融寡头的统治，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 

02.0306  卡特尔  cartel 

  法语“协定”或“同盟”的音译。生产同类商品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在确定产量、划分销售市场、规定商品价格等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一种垄断组织形式。

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在生产、商品销售和法律上都保持着独立性。但如违反协议，会处以

罚金。 

02.0307  辛迪加  syndicate 

  法语“组合”的音译。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通过签定共同销

售产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而建立的垄断组织。参加辛迪加的各个企业虽然在生产和法律上

仍然保持着独立地位，但在商业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参加辛迪加的企业进行销售产品和

原材料的业务活动，完全由辛迪加总办事机构统一负责办理，然后，按照协议规定的份额

在参加者之间进行分配。 

02.0308  康采恩  konzern 

  德语“多种企业集团”的音译。把分属于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而形成的更高级形

式的垄断组织。参加康采恩的有数以百计的不同部门的工业企业、运输公司、商业公司、

银行、保险公司和服务性行业，而其中是以金融控制基础，其核心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

大工业企业。参加康采恩的企业只是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是受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

集团通过参与制而进行控制的。 

02.0309  粮食垄断  grain monopoly 

  1918—1920 年苏维埃俄国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国内战争时期所

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余粮征集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18 年 5 月

9 日，苏维埃政府宣布粮食垄断政策，禁止一切私人买卖粮食。1918 年 10 月 30 日，政府

宣布废除农业货币税，改行实物税。1918 年 11 月 21 日，苏维埃政府发布“关于一切组

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的法令，禁止私人进行谷物买卖。 

02.0310  粮食收购  grain purchase 

  1918—1920 年苏维埃俄国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国内战争时期所

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余粮征集制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一制度，

首先由政府机关规定农民消费所需的粮食、种子和饲料量，然后由国家按照固定价格强行

向农民征购全部余粮，并没收富农的粮食，完全禁止私人粮食买卖，实行粮食垄断贸易。 

02.0311  粮食税  grain tax 

  1921 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定，标志着从战

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

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02.0312  社会主义所有制  socialist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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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部分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社会主

义全民所有制采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

础，它决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

社会形态的最主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02.0313  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  st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又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作为一个整

体加以支配，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一般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

民行使所有权，故亦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相比，它是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高级形式，在全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 

02.0314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preferential growth of means of production 

  一种关于在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

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列宁则将马

克思的这一思想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及再生产公式相结合，在《再论市场问题》中提出

了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 

02.0315  世界经济  world economy 

  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它是在国际分工和世

界市场的基础上，把各国的生产、流通和其他经济方面联系在一起。 

02.0316  托拉斯  trust 

  英语“trus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

切关系的企业，为了垄断某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而组成的大垄断企

业。参加者在法律上和业务上完全丧失其独立性，而由托拉斯董事会掌管所属全部企业的

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 

02.0317  新经济政策  new economic policy 

  苏联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提出的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实行的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

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恢复

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建立城乡经济联系。同时，大力发展苏维埃商业，通过市场竞争，排

挤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其标志就是 1921 年 3 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以粮

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02.0318  义务交售制  compulsory sale system 

  20 世纪 30 年代上半期开始实行的苏联农产品收购的主要形式，是国家从农业取得资金和

粮食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半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大量农产品。这种收购

实际上带有课税性质，斯大林曾公开称之为农业“贡税”，即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而

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 

02.0319  银行国有化  bank nationalization 

  将银行收归国家所有的过程。银行国有化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一条重要途径。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银行国有化来为整个资产阶级整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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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20  资本主义竞争  capitalist competition 

  一般情况下指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垄断相对应。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 70 年代，是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部门内部的竞争使个别资本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部门之间的竞

争，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形成平均利润。竞争促使资本家不断的改进技术，提高

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竞争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特别

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经常处于动荡

状态,推动危机的爆发。 

02.0321  社会主义再生产  socialist reproduction 

  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不断重复，不断更新的过程，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

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统一，包括生产（直接生产过程）、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

节。 

02.0322  自然经济  natural economy 

  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济形式。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

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它没有社会分工，每一个生产者或经济单位，不但生产自己需要

的农产品，而且直接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的手工工具。在从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到封

建社会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 

02.0323  租让制  concession system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1920 年 11 月苏维埃俄国公布《关于租让

组织一般条件的命令》，规定由苏维埃俄国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把暂时无力经营或开

发的企业、矿山、森林区等租给这些资本家经营开发，而资本家则以承租人的资格，利用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 

02.0324  租借制  lease system 

  又称“租赁制”。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1921 年 7 月 5 日，苏维

埃俄国颁布了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租借办法的命令。由国家把一部分国有的

暂时无力经营的中小企业租给本国资本家经营，承租者付一定租金。 

02.0325  国民经济成分平衡论  balance theory of national economic components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ikolai Ivanovieh Bukharin）在列宁逝世以后，针对存在的

问题，认为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内部、积累和消费之间保持综合平衡。 

02.0326  工业发展速度  rat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一定时期内工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使用价值量或产值综合变动的情况，它是反映一个企业、

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或国家工业生产成果的总规模和总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变化情况

的指标。 

02.0327  农业集体化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特指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它是通过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实现的。 

02.0328  农业生产合作社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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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农业社”；又称“农业合作社”。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劳动农民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的集体经济组织。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

收集制相适应，列宁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中国，按照生产资科公有化的

程度不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分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

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02.0329  商品外壳  Commodity Housing 

  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属性与形式的一种认识。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只

有消费品才是商品，由于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所有的企业之间进

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所以它只保留了商品的形式或外壳，实质上已经不是商品了。斯

大林以此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已经是有

计划的配置资源这种社会主义关系。 

02.0330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basic economic law of socialism 

  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生产和消费的本质联系、支配社会主义生产发展一切主要方面和

主要过程的规律。基本内容包括两方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手段。斯大林

表述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

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02.0331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  theory of soci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 

  关于社会主义需要商品生产的观点。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由于存在多种经

济成分，为着沟通工业和农业的经济联系，还有必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斯大林在

1952 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由于苏联

存在全民的生产和集体农庄生产两种基本形式，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要存在，是没有资

本家参加的特种的商品生产；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只保留商品的形

式或外壳；价值规律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只在商品流通的一

定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已没有调节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确立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系统理论。 

02.0332  社会主义工业化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趋势和运动。苏联于 1925—1937 年开展的变

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运动。 

02.0333  社会主义积累  socialist accumulation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计划地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积累包括价

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积累，其源泉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及其价值。 

02.0334  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  general 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政治、经济等全面危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

先提出这一概念。它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全面激化和深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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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2.0335  社会主义改造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简称“三大改造”。1953 年至 1956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全国范围内变生产资料私有制

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社会着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 

02.0336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program 

  又称“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主张和斗争

目标。主要包括：没收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

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各种具有社

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文中对此作了阐述。 

02.0337  减租减息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当时为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减轻农民

的地租负担和所受高利贷的剥削，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

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

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解放战争时期，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之前也曾实行这一政策。 

02.0338  二五减租  reduction of land rent by 25 per cent 

  减租减息的主要内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促使国民政府在其“政纲”

中作出了“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规定。但为地主阶级所反对，未能实行。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二五减租的政策，以激发农民的负担，激发其

抗日的积极性。 

02.0339  没收官僚资本  confiscation of bureaucrat-capital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已解

放的城市中开展了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本。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迅速

没收了原来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矿山、铁路、银行、邮电和其他

企业，并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02.0340  保护民族工商业  protection of the nation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明确

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

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

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2.0341  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  five economic compositions of new democracy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

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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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02.0342  国营经济  state economy 

  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经营的经济形式，包括大银行、大工业、大的交通运输业和

大商业等。新民主主义国家拥有这些企业，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国营经济是社会主

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 

02.0343  合作社经济  cooperative economy 

  部分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是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

组织。根据其公有化程度，分别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或社会主义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

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 

02.034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private capitalist economy 

  除垄断资本以外的一般中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这部分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比重不

大，但属于现代性经济。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它们一直

给以保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和有一定的发展，尽可

能利用其积极的方面，同时限制其消极的方面，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和泛滥。 

02.0345  个体经济  individual economy 

  在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私有制经济。个体经济

经营方式分散落后，但人数众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这种私有制经济，一般不

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02.0346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state-capitalist economy 

  与国家政权相联系并受其制约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1953 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的

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

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

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

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02.0347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ensure supplies 

  1942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

报告中提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对于推进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

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2.0348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get ample food and clothing by working with our own hands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口号之一。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生

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

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02.0349  统制对外贸易  controlled foreign trade 

  由社会主义国家统一领导和经营对外贸易的政策。1949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提出。它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把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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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有着重大的意义。 

02.0350  农业互助合作花运动  mutual-aid and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agriculture 

  建国初期在已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开展的农村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运动，主要是

从互助组过渡到合作社。1951 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和制定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导和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开展。 

02.0351  合理调整工商业  make proper readjustments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实行的

一项政策。主要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等。 

02.035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recovery period of national economy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到 1952 年底的三年。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

解放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的恢复，并有了较大发展，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

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02.0353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benefit both labor and capital, mutual ai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简称“四面八方”政策。1949 年 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毛泽东称其为“四面八方”政策，高度概括了公

私、劳资、城乡、内外这四对关系和八个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 

02.0354  保存富农经济  keeping rich peasant economy 

  毛泽东在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1950 年 3 月，毛泽东提出在

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

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以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指

出，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

的政策。 

02.0355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theory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ow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原则、

形式、方法等的总称。我国从 1953 年至 1956 年底实施了这一私有制的改造。 

02.0356  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utilizing, restricting and transforming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政策。即：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

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

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02.0357  和平赎买  peaceful redemption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取有偿办法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逐步收归国有的政策。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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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列宁都提出过这一设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践了这一设想。通

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即股息。这

一赎买办法不仅有效减少了资产阶级对私有制变革的抵抗，而且继续利用资本家的科技和

管理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 

02.0358  加工订货，统购包销  processing orders, 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 

  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加工是国营商业对

私营工厂供给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私营工厂进行生产，私营工厂按期完成加工任务，国

营商业付给加工费。订货是国营商业通过订立合同，向私营工厂订购商品，私营工厂按规

定生产，并按期交货，取得价款。统购是国家根据社会的需要，对某些与国计民生关系的

重大产品，规定由国家指定的国营商业部门，按规定的价格向私营工厂统一收购，不准私

营工厂自行销售。包销是国营企业与私营工厂订立合同，规定私营工厂生产的某些产品，

按照规格、质量和合理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卖给国营企业。 

02.0359  经销、代销  sell on commission, sale by proxy 

  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私营商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经销是指私营商业对国营商业

全部或大部分掌握货源的商品，根据国营商业的供应计划用现款进货，按照规定的供应办

法和零售牌价出售，从批零差价中获得收入。代销是指国营商业把商品委托私商代销，私

商按照国营商业的供应计划和牌价销售，取得规定的代销手续费，接受代销业务的私商向

国营商业缴存一定的保证金。私商对经销和代销的商品，不得再向自由市场进货。 

02.0360  公私合营  Joint state- private ownership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分为个别企业的公私合

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

济在企业内部进行合作，企业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

料由公私共有变为完全由国家支配，企业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 

02.0361  定息  fixed interest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

实行赎买的一种形式。根据清产核资的估价，资本家按资本额每年收取 5%的定息。实行

定息后，资本家的剥削收入被限制在固定的股息内，与企业的盈亏不再发生联系，企业基

本上变为全民所有制性质。 

02.0362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theory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

援助的原则，采用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三个互

相衔接的形式，从而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

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 

02.0363  农业生产互助组  mutual aid tea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简称“互助组”；又称“农业劳动互助组”。中国农村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

初级形式。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了解决劳力、耕畜、农具缺乏的困难，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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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一般由几户至或十几户组成，实行共同劳动、分

散经营。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获的农产品，仍归私人所有，但由于换工互助，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逐步培养了农民的集体劳动观念。 

02.0364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elementary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 

  简称“初级社”。劳动农民依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

主要特点是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

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之后，按照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

多少进行分配。 

02.0365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advanced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 

  简称“高级社”。劳动农民依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

社员的土地无代价转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折价归

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间平等互助关系，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 

02.0366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theory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handicraft industry 

  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要点是：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

导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利用采用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办法，采用

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形式，把大量的手工

业者组织起来，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由个人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 

02.0367  手工业生产小组  group of handicraft production 

  对个体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途径之一。个体手工业者通过向国营商业和供销

合作社购买原料、推销成品，或者接受加工订货而组织起来。加入小组的手工业者仍然各

自占有生产资料，独立生产，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生产关系。 

02.0368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  handicraft supply-marketing-production cooperative 

  我国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若干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或几个手工业供销合作小

组，为解决原料采购和产品推销的共同困难而组织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形

式。 

02.0369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handicraft producers' co-operatives 

  我国手工业合作化的高级形式，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一般实行集中生产、

统一经营、统一计算盈亏；所盈利润，除向国家纳税、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外，社员实行

按劳分配。 

02.0370  两条腿走路方针  policy of walking on two legs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即：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

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

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对此方针作了阐述。毛泽

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两条腿走路”方针。 

02.0371  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way of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71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主

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

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02.0372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y industry, light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同时，不能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用多发展

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02.0373  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  arranging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priority order of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原则和方法。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必须首先

安排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安排好农业内部的生产，安排好各业的结构和比例关

系；其次安排好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及其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然后根据农业、

轻工业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来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安排重工业内部的结构

和比例关系。 

02.0374  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take agriculture as the base,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factor 

  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要求加强和加快农业的发展，要求

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可靠基础之上；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

工业，生产先进的技术装备，用以装备农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以迅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

产率，实现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 

02.0375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stal industry and inland 

industry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布局问题。既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

以支持内地工业，又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以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

现状。 

02.0376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fense construction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关系和方式。加强国防的可靠办法是

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

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02.0377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the units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ers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要利益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

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 

02.0378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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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

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02.0379  统一性和独立性相结合  combination of unity and independence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的思想。要有统一性，也

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的更加活泼。 

02.0380  综合平衡  overall balance 

  国民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的正确方针。整个

国民经济是在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农业内之间的比例关系

相互协调、大体平衡基础上的综合平衡。陈云曾针对新中国如何处理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问题,提出过综合平衡思想,即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平衡的思想,其既包括总量平

衡,也包括主要结构的平衡,是实现经济稳定的根本保证。 

02.0381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over-all consideration and proper arrangement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方针。要求作计划、办事、想问

题都要从国情出发。解决各种矛盾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

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02.0382  建设规模和国力相适应  scale of construc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national strength 

  陈云 1957 年 1 月总结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提出的著名论断。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

物力的可能，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他主张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

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发展。 

02.0383  勤俭建国  building up the country through diligence and thrift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02.0384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three subjects, three supplement 

  陈云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

简称。具体内容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

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02.0385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developing soci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 

  毛泽东在 1958 年郑州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他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废除

货币、取消商品的主张，提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

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1959 年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 

02.0386  两参一改三结合  two participations, one reform, three-way combination 

  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

员三结合的制度。是毛泽东 1960 年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

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民主管理制度。也称“鞍钢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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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87  两个飞跃  two leap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长远和整体思路。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

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即集约化和集体化。 

02.0388  按劳分配主体型分配方式  distribution systerm both main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a variety of distribution methods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多种分配方式

指除按劳动分配外，还包括按其它生产要素分配。它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根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02.0389  包产到户  fixing output quota for in-dividual household 

  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包工、包产、包

费用，并根据产量获得相应报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是家庭承包经营的一种形式。随

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包产到户逐步演变为包干到户的形式。 

02.0390  承包经营责任制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contracting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社会主义企业采取的一种生产经营责任制形式。具体是指在坚持社会

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通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确定国家

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这项改革旨

在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02.0391  对内搞活  invigorating the domestic economy 

  通过改革发展，使国内经济具有活力。常与“对外开放”并用。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做出的重大决策，是邓小平“两个开放”重要论断的组成部分策。 

02.0392  股份制  Joint stock system 

  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是指以入股方式把分散的、属于不同人的生产要素集中起

来，统一使用、合理经营，按股分红。股份制有利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

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可以采用。其所有制性质主

要由资本的性质决定。 

02.0393  归口包干  budgets prepared by competent departments at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or to 

hold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their finances 

  财政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是 1954 年邓小平任财政部长时，为了使国家财政建

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而提出的财政工作方

针。 

02.0394  计划和市场的性质  nature of the plan and the market 

  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重要思想。它打破了“计划经济

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固有认识，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02.0395  计划经济  planne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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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由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对国民经济

进行管理和调节，以使其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计划经济作为管理和调节国民经济的手段、

方法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过的经济体制。 

02.0396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leading role of the planned economy and the 

supplementary role of market regulation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下，由指

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构成的计划经济是主要部分和手段；市场调节被纳入计划经济的总

框架内运行，是计划经济的补充，处于从属地位。 

02.0397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with remuneration 

linked to output 

  又称“包干到户”“大包干”。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基本生产

资料，自主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按照承包合同向国家和集体上交一定的粮款的农业责任

制形式。是改革初期，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 

02.0398  公有制为主体  leading role of public ownership 

  国家和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或资产在社会经营性资产和总资产中占优势；使国有经济控制

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是我国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 

02.0399  经济协作区  economic cooperation area 

  为了促进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经济协作的经济区域形式。其设计初衷是，在全国

一盘棋方针指导下，尽快把协作区建成各具特色而又分工协作、互相联系的经济体系，成

为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相对完整而又独立的一环。 

02.0400  农业生产责任制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将农业生产报酬与完成任务和产量相挂钩的责任制形式。改革初期，广大农村从实际出发

建立了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在内的多种生产责任制形

式。 

02.0401  农业双层经营体制  double management system of agriculture 

  农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经

营形式。由于具有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两个层次，这种农业经营形式被称为双层

经营体制。在这一经营体制下，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关系。 

02.0402  企业集团  business group 

  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基础上，企业之间以大型骨干企业或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为主体，以

促进科研和生产为重点，通过联合投资、相互参股等多种形式而促成的企业联合组织或企

业群体组织。它能有效促进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组合。 

02.0403  企业自主权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enterprise 

  企业享有的自主经营的权利。落实企业自主权，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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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约束的法人和市场竞争主体，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内容。 

02.0404  三资企业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 

  外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等三类

外商投资企业的统称。 

02.0405  物价改革  price reform 

  改革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所规定的指令性价格，理顺物价关系。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

始进行了市场取向的物价改革。 

02.0406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giving priority to efficiency with due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 

  199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原则。

坚持效率优先就要以承认一定差别为前提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兼顾社会公平，防止两

极分化。 

02.0407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行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这一概念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强调尊重价值规律，运用计

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双重功能，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 

02.0408  增强企业活力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enterprises 

  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使各种生

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使企业自身在市场竞争中呈现出良好的自我发展状态。 

02.0409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以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为生产目的的一种市场配置资

源的经济制度。它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追求私人利润在生产决策中

居于支配地位；依靠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02.0410  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  strategic reorganization of state-owned economy 

  战略上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即通过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在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原则下，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改善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国有资产的配

置结构，集中力量加强国家必保的行业和企业，使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地

发挥作用。 

02.0411  “抓大放小”  “to invigorate large enterprises while relaxing control over small ones”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抓大”，是指着

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其可以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

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放小”，是指放开搞活和出售国有中小企业。 

02.0412  按生产要素分配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factors of production 

  依据生产要素产权关系进行收益分配的方式和原则。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联系。 

02.0413  分税制改革  reform of tax-sharing system 

  按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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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

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的一种适合市场经济的财政管理体制模式。 

02.0414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又称“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一种由公司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

经理层和监事会所构成的，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现代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制度。 

02.0415  公有制实现形式  realization form of public ownership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通过公有制以控股的形式建立股份制企业来实现自身的一种方

式，是我国公有制企业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统称。 

02.0416  股份合作制  joint stock cooperative system 

  又称“股份合作经济”。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

作相结合的企业组织形式。 

02.0417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controlling force of state-owned economy 

  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方向起影响主导和支配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有经

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保持必要的规模和比重；二是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应将继续处于支配地位；三是在不同地区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有

所差别，但都应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发挥主导作用。 

02.0418  扩大内需  increase domestic demand 

  政府为克服总需求不足和经济下滑趋势所采取的扩大国内需求的调控政策。一般通过发行

国债等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启动投资市场；通过信贷等经济杠杆，启动消费市场，以拉动

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在扩大消费需求，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 

02.041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与国家主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经济相结合的体制。这种体

制使市场在国家调节下对一般经济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02.0420  现代企业制度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以规范和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核心，

以科学的治理结构为组织形式的新型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02.0421  混合所有制  mixed ownership 

  又称“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相结合。如国家

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和非公所有制的各种资本组合，表现为公有资本控股或

私有资本控股或半公半私持股等多种混合所有制企业。 

02.0422  知识经济  knowledge economy 

  又称“新经济（new economy）”“智能经济（intelligent economy）”。一种与农业经济、工

业经济等相对应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

上的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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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23  产权清晰  clearly defined property rights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企业出资者的所有权与企业法人的财产权，使二者权利和责任的界定清

晰，即企业在产权的所有、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等相关权利的归属明确。 

02.0424  国有资产流失  loss of state assets 

  国有资产的出资者、管理者、经营者，因主观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国企改革中内部人收购、名买实送、化公为私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

要现象。 

02.0425  入世  accession to the WTO 

  全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中国的“入关”、“复关”

也改称为“入世”。自 1986 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中国经过长达 15 年的艰苦努力，

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该组织。 

02.0426  财产性收入  property income 

  经济主体凭借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

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以及

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02.0427  市场化  marketization 

  指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02.0428  统筹兼顾  unified planning with due consideration for all concerned 

  统一筹划,兼顾各方。其核心是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毛泽东首先

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

统筹兼顾的思想。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02.0429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有机统一，促进各大产业间及其内部的健康协调发展。应通过

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共同作用来实现按比例、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02.0430  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以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和交换为企业经营活动的经济部门。它应以文化发展的社会

效益为先，并结合经济效益。 

02.0431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个经济体运行新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的简称。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

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2008 年西方出现严重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财政危

机以后，有专家认为失业、贫富分化、金融脱实向虚、财政困境等较严重的问题将长期存

在，形成一种经济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

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

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增长的驱动

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从重点扩大总

需求转向重点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4 年 5 月习近平在考察河南中首次提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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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02.0432  包容性增长  inclusive growth 

  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强调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

步、人民生活改善同步进行，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 

02.043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出的改革举措。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旨在

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 

02.0434  新质生产力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主要以高新技术应用为显著特点，以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为核心支撑，更加符合高质量发

展标准和要求的生产力。是 2023 年 9 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的新理念，指

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

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03. 科学社会主义 

 

03.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3.0001  乌托邦  Utopia 

  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意即“没有的地方”。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St. Thomas 

More）在 1516 年写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的

简称，也是他虚构的社会组织的名称。书中第一次提出“彻底消灭私有制”。此后，人们

便把“乌托邦”一词作为“空想”的同义语，把空想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式的社会主

义。 

03.0002  空想社会主义  utopian socialism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出现的、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和压

迫，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的愿望的学说。代表人物有 16、17 世纪的莫尔（Thomas More）、

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18 世纪的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摩莱里（Etienne-

Gabriel-Morelly）、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9 世纪初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

文等，是一些缺乏科学论证，带有浪漫性、进步性、空想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科学

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03.0003  科学社会主义  scientific socialism 

  又称“科学共产主义”。由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创立和不断发展的

科学，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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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同义语;狭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起，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03.0004  社会形态  social formation 

  全称“社会经济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标志社会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形式的范畴，是人

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总和，或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包括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社会形态是具体的、

历史的和多样性的统一。一般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基本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各社会形态之间既相互区别, 

又相互联系。 

03.0005  原始社会  primitive commune 

  又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原始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标志着人类

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基本阶段，始于母系氏族的产生，终于奴隶制的形成。它的发展持

续了两三百万年之久，先后经历了血缘家庭公社时期、氏族公社时期。极度低下的生产力

水平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 

03.0006  氏族  clan 

  原始社会以共同血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一种氏族团体。氏族成员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氏族

是当时社会组织的基层经济单位，实行财产公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共享劳动成果，

没有剥削和阶级。公共事务由民主选举的氏族长管理，重大事情由氏族成员会议讨论决定。

氏族成员都处于自由、平等的地位。 

03.0007  公社  commune 

  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其普遍的

特征，是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协作劳动、经济自给自足、彼此独立等等。 

03.0008  氏族公社  clan commune 

  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财产公有为基础、以血缘纽带和血统世系相联结的社会组织形式。

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氏族公社经历母系氏

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氏族公社就趋于解体。 

03.0009  氏族制度  clan system 

  原始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经济制度。起源于原始社群的解体，终于私有制和国家的

产生。包括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等一系列组织、体制和行为规范。 

03.0010  部落  tribe 

  原始社会中的人类通过若干共同血缘或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马克思和

恩格斯使用当时流行的术语 stamm 来界定“部落”。部落由血缘家庭、氏族、胞族组合发

展而来，形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若干部落又逐渐发展成部落联盟，为后来民族

和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03.0011  部落制度  tribe system 

  原始社会的部落所建立的组织架构和社会关系。原始社会晚期，以血缘关系结成的氏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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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破裂，一些氏族成员逐步脱离自己的氏族，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开始杂居，逐步形成

部落并建立相应制度。人类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促成了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的

形成。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男性逐渐取代女性而占有了社会的主导地位。 

03.0012  家庭  family 

  人们以婚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为纽带而逐步形成的共同生活组织。其成员通常包括父

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广义的家庭包括人类进化不同阶段先后出现的血缘家

庭、亚血缘家庭（也称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以及一夫一妻个体家庭（单偶家庭）四

种形态；狭义的家庭指一夫一妻个体家庭。 

03.0013  家庭公社  family commune 

  又称“家族公社”。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社会组织和经济单位。最初形式是母系氏族后期

出现的母系大家族；随着男子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取得主导地位，从妻居的婚姻形式变为

从夫居，母系家庭公社通过双系制逐步过渡到父系家庭公社。家庭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

产资料归公社集体所有，公社成员共同劳动，生活资料共同消费或平均分配。 

03.0014  共产主义  communism 

  （1）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的、消灭了一切剥削关系的社会形态。它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了人的全面

自由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合理、最进步、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全

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奋斗的最终目的。（2）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它是

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按照列宁的解释，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

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出发，揭示资本主

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03.0015  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  first stage and the advanced stage of communism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划分阶段，即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

这个提法是很留有余地的，因为在第一和高级之间还可以有一个阶段。后来列宁将第一阶

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 

03.0016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革命转变的过渡时期   period of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communism 

  马克思在 1875 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完整的过渡时期理论。他指出：“在资

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

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意即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共产主

义公有制社会，中间要有一个过渡期。在中国，一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革命转变

的过渡时期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点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 

03.0017  共产主义运动  communism movement 

  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运动，是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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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

导，以实现共产主义各阶段任务为目的。要求在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基础上，消灭阶级、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03.0018  自由人联合体  community association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在未来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之后，将会产生的一个以生产者自由

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按新方式来组织的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在 1848 年的《共

产党宣言》和 1867 年的《资本论》中都明确地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并对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基本特征做了具体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通过社会

革命，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使个性获得真正地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建

立起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 

03.0019  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all-round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共产主义的目的。指每个人的体力、智力及一切能力最大限度的发展和改善，人的各种潜

能素质的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

想才能实现，其基础和主要表现是劳动性质的改变。 

03.0020  共产主义理想  ideal of the communism 

  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 

03.0021  共产主义革命  communist revolution 

  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消灭

私有制的阶级斗争。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一步一

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

级手里，建立公有制，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

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03.0022  “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  two inevitabilities and "two impossibilities"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及社会革命的时间和条件等思想理论。马克

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依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一

样，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最后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资产阶级的灭

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的历史发展趋势。简称“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

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

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论述了社会革命的时间和条件。

它表明，任何形式的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后，才会灭亡;

而新的更高形式的生产关系在它所依赖的旧社会里的物质条件成熟之后才会出现。“两个

必然”与“两个决不会”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两个必然”是

从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得出的结论，“两个决不会”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两

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对“两个必然”做了重要的补充，是“两个必然”论断的运用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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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03.0023  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eliminate class and class differences 

  社会上不再存在任何阶级，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阶级关系。阶级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

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物质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

发展。阶级是否消亡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 

03.0024  国家消亡  withering away of states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不再存在国家，社会管理机构不再具有政治职能。国家随着阶级的

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国家是否消亡是共产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

的一个重要区别。 

03.0025  按需分配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needs 

  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即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

经消失，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集体财富

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行各人尽其所能、社会按个人需要进行分配的原则。 

03.0026  革命  revolution 

  以激烈或暴力乃至流血的方式进行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方式或手段。迄今的一切革命，都

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政权要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

个阶级手里。 

03.0027  革命阶级  revolutionary class 

  在阶级社会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阶级。在奴隶社会，革命

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在封建社会，革命阶级可以是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资本

主义社会，革命阶级则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同盟军。 

03.0028  革命危机  revolutionary crisis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机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地制造自

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在不断的经济危机中制造革命危机。当经济危机中私人信用已经

瘫痪，流通已经不畅，生产已经停滞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就会到来。 

03.0029  不断革命  permanent revolution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途径和方式。马克思总结了 1848 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指出无

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

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

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

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03.0030  东方社会  oriental societies 

  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东方社会主要指俄国、印度、中国等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

建国家。他们对于东方社会自身历史中“停滞性”“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遭受残酷的殖

民侵略与剥削等进行研究和探讨，对东方社会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研究，着重探讨东方社

会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试图揭示东西方社会殊途同归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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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前后成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理论

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03.0031  暴力  violence 

  阶级斗争或政治活动中一种激烈而强制性的力量。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及

其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构维护其统治。被统治阶级通常也通过武装斗争等暴力手段

进行反抗。因而暴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03.0032  暴力革命  violent revolution 

  革命阶级用来夺取政权实现社会形态变革的方式。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无不运用暴力维

护其统治。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

——无产阶级一般都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

阶级专政，即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权，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建设新

社会。 

03.0033  暴力工具  violent instrument 

  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维护统治所必需的强制力量和手段。经济状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

暴力工具的手段，因此它是决定性因素。 

03.0034  改革  reform 

  又称“改良”。在一定的基本制度下，以渐进或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的方式或手段。 

03.0035  剥削  exploitation 

  一定的集团或阶级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无偿地占有那些没有或者缺少生产

资料的集团或阶级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 

03.0036  剥削阶级  exploiting class 

  阶级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将别人的劳动成果无偿占有的阶级。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剥削

阶级能够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因而能够以或暴力、或强制、或雇佣的

方式对被剥削阶级实行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人身依附。 

03.0037  被剥削阶级  exploited class 

  阶级社会中在经济上没有生产资料，或只有少量生产资料，其劳动成果大部分或者全部被

剥削阶级无偿占有的阶级。如奴隶社会的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

的无产阶级。 

03.0038  被压迫阶级  oppressed class 

  阶级社会中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阶级。如奴隶社会的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的农民阶

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由于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在政治上也处于被压迫

的地位。 

03.0039  剥夺  deprivation 

  处于政治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以强制等方法夺去其他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劳动成果和

政治权利。它存在于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03.0040  产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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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工业革命”。18 世纪中叶，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

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

阶段。由于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推动技术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大生产转变的飞跃，这

一时期又被称为“机器时代”。 

03.0041  城市  city 

  以工商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构成的、较为大型的人类聚居区。其特点是人口集中、工商

业发达、居民以超越家庭或家族的联系网络组成社会交往形式。 

03.0042  乡村  rural areas 

  与“城市”相对称。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构成的、较为分散的人类聚居区。其特

点是人口分散，聚居规模较小，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社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 

03.0043  城市公社  urban community 

  古代人类阶级社会所形成的第二种所有制形式。生产力发展和分工促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二

种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由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

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 

03.0044  贵族  noble 

  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因血统、世袭、战功等而获得经济、政治特权的上层阶级。经

过演变，贵族包括军事贵族、世俗贵族、宗教贵族、金融贵族等类别。 

03.0045  城市贵族  noble in the city 

  城市贵族是西欧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国家中享有政治与经济特权的阶层,是垄断城

市自治政权的城市上层集团。如进入中世纪后，西欧城市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

因为对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不同，西欧城市居民逐渐区分为城市贵族、市民阶级和城市平

民等阶层。城市贵族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与教士、僧侣、诸侯、骑士和其他剥削者

成为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 

03.0046  城乡对立  antagonism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人类阶级社会因为分工引起城乡的分离而造成城乡之间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一个民族内部

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同农业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03.0047  城乡融合  urban and rural amalgamation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别的消亡，城市与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主要差异也将逐步消失。 

03.0048  等级  rank 

  在阶级社会为了维护少数统治阶级的特权而形成的等级森严的阶层。不同的等级之间，乃

至同一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特权差异，并且其间壁垒森严。 

03.0049  等级差别  class distinction 

  在阶级社会，不同等级由于在经济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享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

权力。 

03.0050  等级议会  hierarchical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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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议会的前身。在君主专制统治下，贵族、僧侣和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步扩大，要求相应

的政治权力。国王不得不让渡权力，不定期召开由贵族、教士和市民三个不同等级的代表

组成的“等级议会”或“三级会议”。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封建等级会议与封建王权展开了

激烈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封建等级会议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议会。 

03.0051  地方自治  local autonomy 

  早期资本主义市民阶层以城市特许状为主要形式的城市自治制度体系。在西欧中世纪，随

着城乡分离，以商人为主导的市民阶层逐渐崛起，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要求从封建贵族

手中取得城市的自治权利。国王为了制约贵族的权力而部分支持这一阶层的自治要求，而

以颁发城市特许状等形式给予其特定自治权利。 

03.0052  第三等级  third estate 

  早期资本主义市民阶层或资产阶级的别称。在封建时代，与封建君主斗争和争取权利的过

程中，贵族、僧侣和市民阶层组成“等级议会”与君主权利展开博弈。其中的资本主义工

商业者或市民阶层更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第三等级”的面目出现，与封建专制制

度展开最为坚决的斗争。 

03.0053  反动阶级  counterrevolutionary class 

  阶级社会中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要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阶级。在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分别指处于统治地位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

阶级。 

03.0054  反革命势力  counterrevolutionary force 

  阶级社会中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革命要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阶级或力量。为了维护

反动统治，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乃至被统治阶级中被分解出来的帮凶，都可沦为反革命势力。 

03.0055  非生产者阶级  unproductive labor class 

  又称“非生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者阶层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对农业

纯产品的分析，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生产者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非生产

者阶级。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由于掌控着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社会

权力，可以在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因而它本身属于“非生产”阶级。 

03.0056  封建社会  feudal society 

  人类社会形态演进中的一种制度，是阶级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封建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

制形态是地主所有制，政治统治形式主要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由此产生了主要的统治阶

级（地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的阶级对立和斗争。 

03.0057  封建主义  feudalism 

  又称“封建制”。以生产资料的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组织架构。在

欧洲，从 9 世纪到大约 15 世纪左右，国王和贵族以封地采邑的形式占有全部土地，并以

此形成领主与封臣的隶属和赋税关系。各封建领主在封地内雇佣农奴或佃农进行耕种、纳

贡或服兵役。一群封建领主组成国家，形成君主和贵族，实行专制统治。 

03.0058  公共工程  public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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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而主要由国家兴办的建设项目。如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需

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兴办水利灌溉等公共工程，以履行行政之外的经济职能。而在法国路

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为了实现经济迅速

发展，国家也不得不兴办许多公共工程，花钱雇用大量失业工人去做工。 

03.0059  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 

  社会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公用的、公共的利益。资产阶级和以往国

家的统治者都声称，其政府和统治是为了全社会各阶层的公共利益，以掩盖其少数剥削者

的特殊权益。 

03.0060  工会组织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 

  工人阶级基于共同利益而组织的社会团体。西方产业革命中，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

成为工厂的雇佣劳动者，但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单个工人无力改变现状，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对付强有力的资本家，从而导致工会组织的诞生。工会组织是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

的重要形式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基础。 

03.0061  工会运动  trade union movement 

  工会所发动和组织的工人群众的实践活动，包括工会的自身活动以及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

之间的联系活动。工会运动早期，争取的权益主要集中在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等方面。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阶级利益逐步提上日程。 

03.0062  工人贵族  labor aristocracy 

  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队伍中被资产阶级收买而资产阶级化了的少数上层分子。起于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从对外侵略和掠夺获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极小部分对相关工人腐蚀拉

拢，从而使无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这部分人盘踞了工联会和其它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岗

位，脱离了无产阶级的经济条件和劳动地位，日益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

中的代理人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并逐步成为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 

03.0063  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  union betwee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farmer 

  在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合。因农民阶级有小生

产者和小农意识，因而在联盟中，工人阶级必须加强领导，并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

教育。 

03.0064  工人团体  body of workmen 

  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以有组织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早期组织。 

03.0065  工人运动  labor movement 

  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以有组织的形式、在经济上、政治上、理论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

争。在斗争中，工人运动将经历从自发到自觉、从单独到联合、从改良到革命等一系列方

式、途径和手段的演进。 

03.0066  工业文明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以工业发展为特征的人类社会进步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工业化、

城市化，非农业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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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67  君主制  monarchy 

  与“共和制”相对。以君主（国王、皇帝、苏丹、沙皇、大公等）为国家元首的政权组织

形式。君主一般是世袭的和终身的。根据君主权力是否受到限制，分为专制君主制和立宪

君主制。 

03.0068  专制君主制  autocratic monarchy 

  又称“绝对君主制”“无限君主制”。封建社会君主政体的一种形式。主要特征是：君主拥

有绝对至上的权力，不受任何来自外部的限制和监督；君位实行终身制，并且一般是世袭

的；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等各种权力于一身。 

03.0069  立宪君主制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一种形式。资产阶级革命早期，因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不得不与封建

君主妥协。君主仍为国家最高元首，但权力受到议会和宪法不同程度的限制。按照君主权

力受到限制的程度不同，又可分为二元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君主立宪制两种。二元君主立宪

制由君主和议会共同掌握国家权力，君主是国家权力中心；议会君主立宪制由议会实际掌

握国家权力，君主只是国家最高权力象征。 

03.0070  雇农  farm laborer 

  封建社会乡村中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进行农业劳动的阶层，是农民中被剥削被压迫的最甚

者。 

03.0071  共和国  republic 

  又称“民主共和国”。与“君主国”相对。是指没有君主为国家元首的国家，其国家元首

称总统、主席或其他类似的称号。其特点是实行共和制，即国家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

生。它只是一种国家形式，不同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不同的性质。在剥削制度下，它只是居

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虚伪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

的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03.0072  共和制  republicanism 

  又称“共和政体”。与“君主制”的相对。是指通过选举产生最高国家机关或国家元首的

一种政治制度，通常与代议民主制通用。共和制作为政权组织形式，与选举制度密切联系。

由于选举制度有不同的阶级性，共和制也具有不同的阶级性。在奴隶制时代，出现过贵族

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贵族共和制是在少数奴隶主阶层中选出豪绅显贵执掌国家权力；民

主共和制是在所谓公民中选举产生国家政权机关。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君主制占统治地位，

这时的共和制其实质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议会制共和国

还是总统制共和国，其性质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共和国，是工人

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选举产生的新型国家政权，是实现无产阶

级专政的形式。这种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民主共和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共和制有本

质的区别，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03.0073  共和运动  republican movement 

  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而进行的长久斗争。19 世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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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代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而继承法国

大革命精神、发扬共和原则和实行共和制度进行了长久斗争，共和运动因而兴起。持续的

共和运动最终为欧洲资产阶级国家普遍确立共和制度奠定了基础。 

03.0074  共同体  community 

  一定区域的居民、团体或国家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组织。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将

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马克思主要从所有制的角度解读共同

体。 

03.0075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简称“国际共运”。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在世界各国开展的

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 

03.0076  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 

  关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具

有共同的利益和奋斗目标。各国无产阶级，除了进行本国、本民族反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

斗争，还必须共同协作和联合作战，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最终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 

03.0077  国家  country, nation, state 

  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

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作为人类历史现象，国家是社会阶级

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国家将自行消亡。 

03.0078  国家工厂  national workshop 

  又称“国家工场”。1848 年二月革命结束后，法国临时政府将因危机和革命失业的工人编

进了所谓国家工场，其目的是分裂工人阶级和反对革命。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国家工厂

解散。 

03.0079  国家机器  state machinery 

  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的强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它们构成互

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行有组织的暴力。 

03.0080  国家垄断  state monopoly 

  国家直接掌握垄断资本，干预或调控经济社会活动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垄断可

以采取国有经济的形式，或国有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结合的形式，或国家在私人垄断企业

外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等多种形式。 

03.0081  国家所有制  state ownership 

  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由代表全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代理的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所

有制名为国家所有制，实为资产阶级整体所有。 

03.0082  国家意志  state will 

  反映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利益诉求。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根本

利益和集体诉求上升为国家意志，并通过国家这一统治阶级的联合力量和强制机关加以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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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83  国家制度  state system 

  又称“国家体制”。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建立的政治架构。国家制

度既包括国体，也包括政体。而主要就国体而言，是确立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

系的制度性安排，反映了国家的本质和阶级属性，历史上已经产生的国家制度主要有奴隶

制国家制度、封建制国家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等类型。按照马克

思主义理论，国体决定政体，无论采取君主制、共和制、联邦制等何种政体，资本主义的

国体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体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03.0084  国家政权  state political power 

  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组织和管理方式。权力是国家意志的制度体现，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所

要实现的利益诉求，需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去表达或实现。 

03.0085  国民议会  national assembly 

  又称“国民代表会议”。由全体国民选举产生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是西方民主政

治制度的一种形式。 

03.0086  行政权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政府拥有的组织和管理公共事务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

按照资产阶级权力制衡的原则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议会拥有立法权、政府拥有行政权、

法院拥有司法权。行政权拥有合法性、强制性、执行性等特征。 

03.0087  合作社  cooperative society 

  劳动者根据自愿互助的原则联合起来进行个人出资、合作生产经营、按劳分配为主、民主

管理的一种经济组织。 

03.0088  合作劳动  cooperative movement 

  劳动群众根据自愿互助的原则联合起来创建合作社的探索实践。 

03.0089  阶级  class 

  社会人群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由于所处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而形

成的不同集团。各阶级内部由地位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阶层。阶级形成的条件是生产力的

发展、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生产资料逐步被少数人或集团所掌握。阶级消灭的

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 

03.0090  阶级差别  class difference 

  不同阶级之间在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的不同。 

03.0091  阶级成份  class component 

  依照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劳动的关系和生活资料获取情况等标准，对社会人群的阶级性质

和阶级地位进行的分类。 

03.0092  阶级斗争  class struggle 

  经济政治利益不同的阶级之间发生的冲突或对抗。人类社会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

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

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一般而言，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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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等形式。 

03.0093  阶级对立  class antagonism 

  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阶段时，不同阶级之间由于利益差别和利益诉求的矛盾而引发的

对立和冲突。阶级对立主要发生在利益直接对抗的阶级之间。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的对

立将随阶级的消灭而不再存在。 

03.0094  阶级利益  class interests 

  一个阶级由其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利益的总和，核心是经济利益。 

03.0095  阶级矛盾  class contradiction 

  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因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利益和要求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是

阶级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阶级矛盾依据矛盾的对立程度和解决方式不同，分为对抗性矛

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种。 

03.0096  阶级偏见  class bias 

  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因其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对其他阶级带有片面的歧见或敌

视态度。 

03.0097  阶级调和论  theories of class conciliation 

  又称“劳资合作论（labor-management cooperation theory）”。否认或淡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主张阶级之间利益妥协和阶级合作的理论观点。它夸大不同阶级的利益共同性，认为

不必经过阶级斗争就能够解决阶级对立和矛盾，一概反对暴力革命。 

03.0098  经济冲突  economic conflict 

  不同个人、集团或组织之间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对抗和斗争。在阶级社会

中，它是不同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主要焦点，有时伴随着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冲突。 

03.0099  经济斗争  economic struggle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等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属于

经济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斗争最初的最常见的形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关系，必须将

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理论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03.0100  卡夫丁峡谷  Caudine forks 

  马克思关于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苦难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设想。卡夫丁峡谷原为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一座山谷。公元前 321 年，罗马军队在此

全军覆没，并被迫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最大的侮辱。现在通常指跨越资本主义

的“卡夫丁峡谷”，不必像英国那样经历“人吃人”的原始积累等发展阶段的苦难。 

03.0101  劳动解放  emancipation of labor 

  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解放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劳动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是劳

动从特定社会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它

特别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把劳动从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使劳动成为劳动者的自主活动。 

03.0102  劳动阶级  labor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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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相对立的、靠自己的劳动谋生的阶级。劳动

阶级经常特指工人阶级，即不拥有生产资料，靠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来维持生存的雇佣

劳动者。 

03.0103  历史合力论  theory on join forces in history 

  恩格斯在 1890 年致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发

生，都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经济、政治、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所推动

的，都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历史合力论”为我们研究历史重

大事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03.0104  历史人物  historical personage 

  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历史人物既包括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

阶级，在历史上起过显著作用、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如先进的政治家、

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创造发明家等等；也包括代表没落阶级和腐朽势

力、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的反动人物，他们对历史发展起延缓作用，但他们不能改变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真正能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是人民群众。 

03.0105  历史任务  historical tasks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完成的、具有重大现实作用和历史进步意义的使命或工作。历史

任务通常是事关全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如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阶级剥削和压

迫、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03.0106  立宪统治  constitutional rule 

  制定宪法，并依照宪法的规定设立国家机构和政府组织来管理社会的统治形式。立宪君主

制和立宪共和制都是立宪统治的具体形式。但无论那种立宪制度，只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

占据统治地位，就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实质。 

03.0107  联邦主义  federalism 

  一些区域政府联合在一起并有一个最高治理机构的国家治理学说和政治体系。它比松散的

邦联或联盟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但比单一制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其典型代表是美

国的联邦制，它有统一的国家形式，强调一定程度的中央权力集中，但地方政府在宪制上

拥有更大的治理权，或拥有不同事项的管辖权，意在体现联邦相对集权和各州相对分权的

权力制衡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鼓吹建立联邦主义的国家是为了与封建君主国的单

一专制政体相抗衡。 

03.0108  联合劳动  joint labor 

  马克思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其特

点是：全社会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自由地结合起来，自主地进行创造性

的劳动。 

03.0109  廉价政府  cheap government 

  “廉价政府”最初是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口号。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赞扬公社

真正实现了廉价政府的目标，因为它取消了常备军和官吏两项最大的开支。巴黎公社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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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官吏的高新和特权，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

去人民同官僚机构的对立关系，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03.0110  领导阶级  leading class 

  阶级社会中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和领导地位的阶级。不同社

会的领导阶级是不同的。奴隶社会是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进入资本主义社

会后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过程中，代表先进生产力、此前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就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03.0111  流氓无产阶级  lumpen proletarian 

  又称“流氓无产者”“游民无产者”。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合法的收入，常以不正当的活动谋

生的人群，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流氓无产阶级流动性强，生活极不安定，

对社会有破坏性。他们往往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既容易受剥削阶级利用，也有参加革命

的可能性。 

03.0112  蒙昧时代  age of barbarism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首用的一个术语。认为它是人

类进化和发展的阶段之一，与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相并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它又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恩格斯指出，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

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 

03.0113  民主  democracy 

  又称“民主制”。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原意指大多数人享有权力的政治制

度。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

共和制。但资产阶级民主制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金钱政治、寡头政治、家族政治的基

础之上，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的政治工具。只有建立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制，才真正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当家做

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制。 

03.0114  民主运动  democratic movement 

  反对独裁统治或专制统治，争取被统治阶级的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它是被统治阶级反抗

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通常具有进步意义。 

03.0115  民族  nation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之一。它是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

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

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后，各民族将融为一体，民族逐渐消亡。 

03.0116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出现的国家形式。中世纪晚期西欧

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 

03.0117  民族解放  national liberation 

  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决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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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革命运动。它主要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反抗

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03.0118  民族问题  national problem 

  在民族发展和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民族歧视、民族纠

纷、民族压迫等。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表

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解决民族问题，核心是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最终在消灭私

有制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民族融合。 

03.0119  民族运动  national movement 

  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与奴役，争取民族平等的社会政治斗争。民族运动是民族压迫的

必然产物，贯穿于阶级社会的过程。现代民族运动始于 17、18 世纪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

期，与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相伴随。 

03.0120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纲领和政策。它从民族观念出发,把本民族利益置于

其他民族之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 

03.0121  民族自觉  national consciousness 

  民族自觉是指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民族特性、生存状态及生存意义的认识、反思和觉悟。

它既包括对本民族的主观的自觉意识，也包括由主观自觉意识所支配的维护民族利益、推

动民族发展的各种活动。民族意识有一个由自发转为自觉的过程，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

民族运动的开展就有了明确的目的和方向。 

03.0122  农民  peasant 

  又称“农民阶级”。个人或集体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要谋生手

段的人。农民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农民都大量存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

会阶级。 

03.0123  农民国家  peasants' state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指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包括还处

于封建社会的一些古老国家或地区等。 

03.0124  农民起义  peasants' uprising 

  又称“农民革命”。封建社会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集体行为。

是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尖锐化的产物，是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阶级

斗争的最高形式。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农民阶级也都曾同被压迫阶级一起进

行过反抗压迫阶级的斗争。 

03.0125  农奴  serf 

  西欧封建庄园中向农奴主领种小块份地并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其地位和身份

介于奴隶和自耕农之间。农奴有自己的工具和耕畜，在农奴主分给的份地上生产，向农奴

主缴纳地租和服劳役。农奴依附于农奴主生存，且没有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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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26  农村公社  rural commune 

  又称“农业公社”“村社”。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形成的、以地域性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二

重性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其特点是：公社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宗教祭祀活

动；公社中各家庭聚族而居，公社内部同时存在私有制和公社所有制；公社实行民主管理，

由各家族的代表或民主推选的首领组成管理机构，处理日常事务，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公社

重大问题。 

03.0127  农业人口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农业人口指从事农业生产（包括林、牧、渔业）和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全部人口，

包括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以及由他们所抚养的人口。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乡村农业

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是社

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共产主义社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

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03.0128  农业危机  agricultural crisis 

  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过剩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过于求，大量积压，价

格不断下跌，农业工人大量失业，中小农场主纷纷破产，播种面积随之缩小等方面。农业

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产生农业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03.0129  奴隶阶级  slave class 

  奴隶社会中被奴隶主占有，处于受压迫和受剥削地位的劳动阶级。奴隶没有生产资料，连

他本人也属于奴隶主所有，成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奴隶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奴隶主所有，

奴隶主也可以任意买卖或处死奴隶。因此，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权利和自由，甚至

不被当作人看待。 

03.0130  奴隶买卖  slave trade 

  奴隶买卖指一切俘获、置有或处理个人，使其沦为奴隶的行为；一切以出卖或交换为目的

而置有奴隶的行为；一切通过出卖或交换，处理为出卖或交换的目的而置有的奴隶的行为，

以及买卖或运输奴隶的每一种行为。古代奴隶社会和近代西方殖民运动中都有奴隶买卖的

活动。 

03.0131  奴隶占有制  slave-owning system 

  又称“奴隶制（slavery）”。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占有作为劳动者的奴隶的生产方式，

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

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化和阶级产生而出现的。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奴隶主拥有奴隶的

所有权，奴隶主可以随意将奴隶卖掉、转让和处死，奴隶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奴隶主所有。 

03.0132  贫困  poverty 

  个人或家庭必要生活资料缺乏或生活水平处于社会极低水平的状况。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

贫困。绝对贫困是指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状态。相对贫困是指收入或生活条件相对于

其他集团或个人提高更多来说的贫困状态。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使工

人阶级经常处于各类贫困状态。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可能相对较快地从根本上消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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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03.0133  平民  civilian 

  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以外的自由民。封建社会除贵族地主和农奴以外的其他

居民。他们有人身自由，可以占有地产、经商和取得其他财产，但一般无政治权利，承担

缴纳赋税和服兵役的义务。 

03.0134  普遍义务兵役制  universal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实施的一种义务兵役制，它要求一个国家全体适龄的男性公民都

要服役一定的年限，因而带有强制性和全民皆兵的色彩。普遍义务兵役制首先在法国 18

世纪 90 年代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实行。 

03.0135  普选权  universal suffrage 

  全称“普遍选举权”。普选权是指凡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除因某种原因被剥夺选举权或因

某种条件限制不能行使选举权者外，不受民族、种族、性别、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宗教

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条件限制，均有参政选举的权利。普选权原则首先是在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 

03.0136  启蒙时代  age of enlightenment 

  17 世纪和 18 世纪发端于西欧国家的一个思想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以反对宗教蒙昧

主义和封建等级制度为宗旨，提倡理性和科学，认为科学和艺术知识的理性发展可以改进

人类生活。启蒙时代是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 

03.0137  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一般特指 18 世纪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所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以理性为核心，用朴素唯物论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唯心论；用无神论和自然神论否

定天主教义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观念否定“君权神授”思想，为资本主义取

代封建专制制度开辟了道路。 

03.0138  权利  rights 

  阶级社会不同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的不同权力和利益。在阶级社会，公民

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而被统治阶级要争得权利，就要使这个阶级的要求和

权利成为整个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才能引起社会各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的行动。真正的权利平等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03.0139  权利平等  equal rights 

  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的同等地位和同等权利。马克思主义认为，真

正的权利平等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而权利平等又包含权利相对平

等和绝对平等两重涵义。 

03.0140  群众  masses 

  当泛称“人民群众”时，它是一个与英雄史观相对应的概念。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中对社会进步起决定论推动作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杰出人物、英雄人*物或领袖

人物顺应历史潮流能发挥推动作用，但不能单独改变历史的根本发展趋势。有时群众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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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干部”。 

03.0141  人类解放  emancipation of mankind 

  亦称“全人类的解放”。人类从盲目的自然和旧思想社会力量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在体力

和智力多个方面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状态。人类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消灭了生

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解放。无

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 

03.0142  人口规律  laws of population 

  人口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各主要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人口规律是由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条件所决定和制约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

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 

03.0143  人民报刊  people's press 

  专制制度下与官方、半官方报刊相对应的民主主义的民营报刊。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主要

指与资产阶级创办的报刊相对应的工人创办的报刊。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利用这类报刊揭

露资本主义的本质，并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论战。 

03.0144  人民革命  people's revolution 

  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旨在推翻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

要求的社会制度的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革命指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资

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 

03.0145  人民精神  spirit of people 

  人民精神即人民理性、人民意识、人民意志和人民的呼声，它是客观理性在人民身上的体

现。“人民精神”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当资产阶级政府和议

会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意志的时候，它在人民心目中就破产了。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

的政府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并建立公有制之后，他们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而这只有工人

阶级才能做到。 

03.0146  人民武装  people's armed forces 

  属于人民群众，并为争取和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武装力量。它与由反动政府掌握的武

装力量相对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它经常指与反动政府控制的常备军相对的，

由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组成的非正规的武装力量。 

03.0147  人民意志  people’s will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民主是人民意志的一种实现形式。但在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和少数人成为统治阶级的时代，人民的

意志并无法以“真正民主”或“实质民主”的形态体现出来。只有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对抗、

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人民意志才能通过适当的民主形式得以

实现。 

03.0148  人民战争  people's war 

  被压迫阶级或被压迫民族为谋求自身的解放，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战争。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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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战争实行正规军与游击队相

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在现代中国，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阶级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 

03.0149  人民直接管理  people's direct management 

  人民直接组织政府来管理国家和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管理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

认为，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就是人民直接管理。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政党或其他政治

组织消亡后，人民直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03.0150  人权  human rights 

  人享有的人身自由和各种民主权利。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提出人权要求，反对封建特权

和神权。人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本质上是资产阶

级的阶级特权。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才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权利。

人权可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包括个人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包括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

权等。。 

03.0151  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

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

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经济基础。而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

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03.0152  社会  society 

  由人与人形成的关系总和。其中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广义的社会包括人类的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关系和结构。狭义的社会是单指经济、政治、文化以外的社区、

家庭等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和结构。 

03.0153  社会必然性  social necessity 

  由特定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客观规律，它是一定社会条件

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会发生的事件或行为。社会必然性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

发展水平状况所决定的。如而因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根本矛盾，决定

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灭亡、社会主义代替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03.0154  社会冲突  social conflict 

  不同个人、群体或不同阶级之间为了追求一定的资源、权力等而展开的斗争。社会冲突是

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就表现为阶级冲突。 

03.0155  社会革命  social revolution 

  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即一种新的、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过程。社会

革命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斗争。

社会革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革命而成为“总体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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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56  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 

  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人的本质是由他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类

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生产关系，它是形成其他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基础。 

03.0157  社会规律  social law 

  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社会生活现象或历史进程各个阶段中客观存

在并重复出现的本质联系。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社会规律性的问题。 

03.0158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个体的社会属性，促使个体与社会保持一致性，实现个体的社会生活

的过程。具体来说，是自然人通过各种方式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熟悉社会的

风俗、习惯、道德、法律，确立生活目标、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取得社会化资格的教化

过程。一般分为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几个阶段。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

进步和资产阶级追逐利润和市场的动力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其与生

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种生产关系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 

03.0159  社会化生产  socialized production 

  又称“生产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化，即分散的个体生产转变为日益集中的、由

劳动协作和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联系起来的社会生产的过程。包括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

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和产品的社会化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

由全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

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

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03.0160  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 

  社会各基本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网络。在社会活动中，人

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不断相互作用，形成了相对固

定的各种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社会总体结构。 

03.0161  社会进步  social progress 

  社会发展中的向前的、上升的运动，既包括社会生活中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渐进发

展，也包括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突变演进。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规律性，社会进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03.0162  社会立法  social legislation 

  西方法学家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

利设施、抚恤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产阶级国家，

希望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适当地改善劳动阶级苦难的做法，都不能彻底改变劳

动阶级被剥削和压迫的命运。 

03.0163  社会联系  social bond 

  又称“社会关连”。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发生的一定的联系和关系。也只有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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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在批

判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学时指出，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

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而只能看到“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

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03.0164  社会契约  social compact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用契约关系解释社会和国家起源的政治哲学理论，又称社会契约论。按

照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契约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某种自

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

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

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

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但这个理性的王国在马

克思看来，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其在实践中仍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

和国。 

03.0165  社会生活  social life 

  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以一定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的总称，是社会主

体的人与生活环境以一定方式相结合的特殊活动形式。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

精神生活。 

03.0166  社会危机  social crisis 

  由于某项自然或社会问题的突然出现，从而造成社会秩序崩溃、社会控制无力，社会的安

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为继的状况。如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所造成的根本矛盾决定其社

会危机只能周期性地、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全面地爆发。 

03.0167  社会意识  social consciousness 

  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及其过程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反映，是精神现象的总和，包括各

种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社会意识取决于社会存

在，在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社会意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巨大的反作用。 

03.0168  社会舆论  public opinion 

  社会中多数成员基于一定需要和利益，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对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事

件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

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层集合意识，简称舆论。社会舆论是由个人表达进而

达到公众认同的过程。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都会通过理论斗争和报刊宣传等途径制造

社会舆论，以影响人们的观点和行动。 

03.0169  社会制度  social institution 

  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的统称。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可分为总

体社会制度、不同领域的具体制度。建立何种社会制度取决于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由此

产生的社会结构。 

03.0170  社会主义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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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一词来源于古拉丁文，一说由 socialis

（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 socius（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

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科学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统

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经历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后才能实现。 

03.0171  生产资料国有化  nationaliz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政府运用行政或政策手段将私有组织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转变（或收购）为

国家所有的过程。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形成过程中的一条重要途径。通常它指的是将私人财

产国有化，但是有时它也指将私人财产市有化。由于国家的阶级属性不同，国有化、市有

化也具有不同的性质。 

03.0172  生存斗争  struggle for survival 

  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生物与自然条件之间的斗争，异种个体间的斗

争；同种个体间的竞争等。每个生物在生存过程中必须跟自然环境作斗争、跟同一物种的

生物作斗争、跟不同物种的生物作斗争，其中以同一物种生物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 

03.0173  生活方式  life style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民族、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狭义指个人及

其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广义指社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等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的生活模式。 

03.0174  生活水平  living standards 

  在某一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中，居民用以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产品和劳务的消费

程度。又称生活程度。具体内容包括：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劳动

的社会条件和生产条件、社会服务的发达程度、闲暇时间的占有量和结构、卫生保健和教

育普及程度等等。 

03.0175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发展的重要观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

场的建立，随着现代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

族分隔日益消失。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

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03.0176  市民等级  civil rank 

  西欧中世纪封建城市的居民，主要指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受到封建领主的司法和行政管

辖，担负赋税和劳役。13—14 世纪以后，该等级开始分化，一些大行东逐渐演变为剥削雇

佣工人的资本家，成为市民阶级，而一些小行东和手工业者因破产而沦为平民阶层。 

03.0177  市民阶级  civil stratum 

  又称“市民阶层”。中世纪欧洲城市居民，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

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他们反对封建领主，要求改革，对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起着一

定的进步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从市民阶级中“分化”出为资产阶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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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78  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 

  18 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常用的术语。随着近代市民资产阶级的兴

起，经济关系及其设施逐渐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政治共同体而具有独立的意义。与此

相应，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用“市民社会”这个术语来表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关系

和财产关系,从而与表示国家和法律等政治关系的“政治社会”相对应。 

03.0179  集体利益  collective interests 

  与“个人主义”相对。有两种不同的涵义：(1)即“社会利益”。(2)组成集体的各个个体的

共同利益或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集体利益应当服从更高的社会利益。

在不损害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组成部分，集体应当关心、保护和发

展个人利益。 

03.0180  私人利益  individual interests 

  又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相对。直接从个人生活出发，与个人需

要相联系，以个人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是个人活动的前提和动力。包括

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大方面，如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工作条件以及发展自己有益于社

会的个性和特长的需要等等。 

03.0181  调节生产  adjust production 

  以市场需求为主按照供求关系安排生产的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攫取利

润，在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上往往按照市场需求和供需变化关系调节生产，有计划地生产。

但同样为了攫取利润，在市场上，各个企业则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压价竞争、垄断价格

等无序竞争的手段，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混乱无序。因此，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才能使整

个社会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 

03.0182  停滞时期  period of stagnant 

  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先是国民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增长率

严重下降，失业率急剧上升，物价总水平严重下降；经济处于持续低迷状态。也泛指整个

社会生产活动持续处于低水平运行的时期，国民经济产出总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不变，

或仅略有升降。 

03.0183  统治阶级  ruling class 

  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

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才能变被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及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向无阶级

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03.0184  土地关系  agrarian relation 

  土地占有和利用中各阶级、阶层、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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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涵是地租关系。首先包含土地所有权即土地归谁所有的形式，它是任何社会的土地关

系的基础。其次，还包含受制于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土地管理形式，即反映根据统治阶级意

志而制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措施体系。 

03.0185  土地国有化  nationalization of land 

  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过程。有无偿没收、征税、赎买等方式。马克思

主义认为，对待小农和中农的土地，必须经过合作化。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有

可能废除土地私有制，从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国有化，直到归全社会成员所有。 

03.0186  土地集中  concentration of landhold-ings 

  19 世纪中叶伴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要求，对土地进行占有和集中的行动。从 14-15 世

纪的“圈地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也

日益增加。为此，地主贵族加速进行圈地，资产阶级也大力鼓励圈地，政府则通过议会立

法使圈地合法化。从 1851-1861 年的 10 年间，仅英国土地集中程度在 10 年中就增大了

11％。土地集中和剥夺使大量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变成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无产阶级

而日益贫困化，地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更加剧了贫富差距，进而使阶级分化和对立日

益明显。 

03.0187  无产阶级  proletariat 

  又称“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在资本主义社会丧失生产资料、专靠出卖劳动力而获

得生活资料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同大工业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先进生产

关系的体现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肩负着

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 

03.0188  无产者  proletarian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占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全靠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

劳动者。由于处于被剥削压迫的最底层，无产者的革命意识和斗争精神最彻底、最坚决。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有产者。 

03.0189  无产阶级斗争策略  tactics of proletarian struggle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所实行的政策和策略。阶级斗争有原则和政策、战

略和策略、道路和途径、方式和手段等等，其中的原则、战略、道路、方式如组织先进政

党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公有制、坚持工人的国际联合等反映一般的斗

争规律，是必须遵循的；政策、策略、途径、手段如普选权的运用、革命时机和斗争方式

的选择等，则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在特殊情势下，为了阶级的长远和根本的

利益，可以实行暂时的妥协和退让。这种策略性的调整和机会主义者的丧失原则、不顾长

远利益的妥协和退让是不同的。 

03.0190  无产阶级革命  proletarian revolution 

  又称“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无产阶级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劳动人

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

度，逐步消灭一切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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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道路。 

03.0191  无产阶级共和国  republic of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建立的新兴国家。它是无产阶

级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其实现形式有苏维埃

和人民代表大会等。 

03.0192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共同的革命利益，反对共同的敌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坚

持的国际团结战斗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根据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

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处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以及无产阶级政党

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相对立。 

03.0193  爱国主义  patriotism 

  爱国主义是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既是一个政治原则又是一种道德规

范。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不同阶级也有不

同认识。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以维护本阶级的私利为目的，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进

步意义，但它具有阶级局限性。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符合本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03.0194  无产阶级国家  proletarian state 

  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高类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广大人民实

行民主和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新型国家。我国称人民民主专政。 

03.0195  无产阶级家庭  proletarian family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所建立的社会构成细胞。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资本上面

的，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

的补充。进入社会主义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其家庭生活条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到

共产主义社会时，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

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作

为私有制的产物和一定历史阶段的家庭现象将会消亡。 

03.0196  无产阶级解放  proletarian liberation 

  无产阶级在其政党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

类，进而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过程。只有首先成为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

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03.0197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historical mission of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在自己政党领导下，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通过无产阶

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创造条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03.0198  无产阶级民主  proletari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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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贯穿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各个

方面，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确立，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得到广泛发展，并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的

消亡而自行消亡。需要注意的是，列宁把过渡时期的民主称为无产阶级民主，只有进入社

会主义社会以后，才能说是社会主义民主。 

03.0199  无产阶级政党  proletarian party 

  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按民主集中制组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先进组织。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

相结合的产物，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03.0200  无产阶级专政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又称“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消灭一切阶级和实现

共产主义为使命的，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相结合的政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

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手段和途径。 

03.0201  无政府状态  anarchy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府权威暂时失效，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一片混乱的特殊状态。 

03.0202  下层阶级  lower class 

  属于社会最底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处在劣势和被排斥的那部分人或阶层。实际上

是工人阶级的下层，和通常说的“弱势群体”的含义接近。 

03.0203  现代社会  modern society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

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

剥夺了。 

03.0204  宪法  constitution 

  阶级社会中确定国家基本阶级关系和统治架构的根本法律。通常规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

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

要内容。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作为上层建筑的体现，宪法的

精神实质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 

03.0205  现状  present situation 

  目前的状况，是现有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所揭示的事物有规则的存在方式。 

03.0206  消灭私有制  elimin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

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的途径是通过无

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通过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并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 

03.0207  小农  small farmer 

  以土地个体所有制为基础,从事个体劳动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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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08  小农经济  small-peasant economy 

  又称“个体农民经济”。农业中与手工工具相联系，从事小块土地经营的个体经济。小农

经济是自然经济的一种类型，也可以说是自耕农经济，具有分散性、封闭性、自足性的特

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03.0209  亚细亚生产方式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又称“亚洲生产方式”。马克思于 1859 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到的一种生

产方式。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

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70 年代后不再使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原始

社会的生产方式。 

03.0210  小生产者  small producer 

  以生产资料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者。包括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又被称为小

商品生产者。小生产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 

03.0211  小资产阶级  petty bourgeoisie 

  又称“小资产者”。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或少量资金的个体劳动者,包括中农、小手工业者、

小商人、小业主等。小资产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

微的剥削。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前者倾向无产阶级，后者倾向资产阶级。 

03.0212  小资产阶级革命性  petty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nature 

  小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革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小资产阶级不断受到大资产阶级的挤压，甚至有沦落到无产阶级行列之虞。因此，在

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现出革命性，并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但小私有者的本性，又使其往往表现出动摇、浮躁的一面，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教育。 

03.0213  徭役  corvee 

  又称“劳役”。古代统治阶级凭借暴力强迫劳动人民提供的无偿劳动。有军役、力役和杂

役等形式。一般指剥削阶级国家对劳动人民征发的劳役，也指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领主）

强迫奴隶或农民（农奴）提供的劳役。在徭役形式下，剥削者直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

是最古老的、最残酷的剥削形式。 

03.0214  野蛮时代  age of barbarism 

  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而划分的人类历史的第二个时期。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文字

的出现。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初期。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

阶段。该时期人们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属于

原始社会后期。 

03.0215  政党  political party 

  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并为之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它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机关

中进行广泛的政治活动，并以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是阶级斗争的工

具，通常由本阶级、阶层或集团中最积极的分子组成。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

产物，并最终将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灭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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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16  政治  politics 

  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

影响，并在社会上层建筑中居于统率地位。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政治权力、处理阶

级关系是政治的核心内容。政治处理的主要是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并表现为代表一定

阶级的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和活动。 

03.0217  政治暴力  political violence 

  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所有物质力量。它是政治权力的基

础和后盾，但不是政治权力本身。政治暴力往往是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得不到认同时所诉

诸的最后手段。 

03.0218  政治斗争  political struggle 

  各阶级、阶层、政党、民族、国家和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斗争。它是阶

级斗争的高级形式。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即统治阶级要保持统治地位，被统治阶级要争

得统治地位。政治斗争有时也指一定阶级、阶层内部不同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政治斗争通常与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结合进行，是各种斗争的中心环节。一个阶

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最终实现。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随着阶级的

最终消灭，共产主义的实现和国家的消亡，政治斗争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03.0219  政治解放  political liberation 

  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等级特权和宗教统治，使民主和法制成为国家制度。政

治解放虽然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把人从宗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并不要求人们放

弃和废除宗教，不要触动私有财产，它本身还不是无产阶级解放、人类解放。 

03.0220  政治制度  political system 

  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及有关国家权力的性质、组织、分配、

运作等方面的制度,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结构形式,选举制度和人民行使的政治权利等。 

03.0221  殖民地  colony 

  最初指一国在国外用强力所侵占并将其大批居民移往居住的地区。在资本主义时期，特别

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指遭受外来资本主义强国侵略，丧失了主权和独立，政治、经济、军

事和外交等方面完全受殖民主义国家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广义的殖民地还包括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等一方面或多方面被殖民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保护国，以及殖民主

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置的“委任统治地”“托管地”“附属地”“海外领地”“海外省”

等。 

03.0222  殖民主义  colonialism 

  比较强大的国家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等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掠夺弱小国家、

民族及落后地区的侵略行径及政策主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殖民主义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 

03.0223  殖民主义体系  colonialism system 

  又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imperialist colonial system）”。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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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其附属国实行直接和间接的奴役统治、控制

的一种世界性结构的总称，、。 

03.0224  中间等级  middle class 

  又称“中间阶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或集团。《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这一

概念。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又称中等阶级。主要指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店主等小

资产阶级。 

03.0225  中间阶级  middle class 

  又称“中等阶级”“中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中处于中间地位的阶级或阶层。在资产阶级

反抗封建专制的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16-17 世纪，随着生

产和贸易的发展，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间阶级逐渐同贵族并列。到 18 世纪，

当他们希望从封建统治者那里获得更高的经济政治权利时，很快就发现上层阶级是同他们

对立的。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中间阶级经过了 48 年，而法国中间阶级经

过了 40 年空前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有时将资产阶级称作“中间阶级”（中等阶级），即

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有时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之间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03.0226  中央集权  centralization 

  与“地方分权”相对。国家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

权在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下行使职权，由中央委派的官员或由地方选出的官员代表中央管

理地方行政事务，地方居民没有自治权或地方虽设有自治机关，但自治机关受中央政权的

严格控制。 

03.0227  专制  autocracy 

  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权的统治制度。在此制度下，最高统治者不受任何

限制和约束，拥有绝对权力或支配力。如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法西斯专制等。 

03.0228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又称“资本主义制度”。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后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形态，是以社会化大

生产为物质条件，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

并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 

03.0229  资本主义剥削  exploitation of capitalism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行为。剥削是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史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剥削，

其基本剥削形式有奴隶占有制、封建地租制和雇佣劳动制。人类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所有制，以剥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才能随之消灭。 

03.0230  资本主义文明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形态，包括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

明等内容。其物质文明主要特征是机器大生产，商业社会，大城市兴起等，其精神文明主

要特征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勃兴，人的发展片面性等，其政治文明主要特征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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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普选制、议会制等。因其阶级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文明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具

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当这一文明转向殖民地时，其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更赤裸裸地展现出

来。" 

03.0231  资产阶级  bourgeois 

  又称“资本家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是占

有社会生产资料作为资本以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阶级，它与无产阶级一起构成资

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抗阶级。 

03.0232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bourgeois socialism 

  产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以蒲鲁东等为主要代表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这种思

潮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主张用一些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

关系的行政的改良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03.0233  资产阶级革命  bourgeois revolution 

  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这种革命通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

已经具备的条件下发生的，基本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使其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资

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这个革命的结束。 

03.0234  资本主义国家  capitalist country 

  又称“资产阶级国家”。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剥削阶级类型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后,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

专政的国家形态。 

03.0235  资产阶级民主  bourgeois democracy 

  资本主义国家规定的以代议制为核心,以分权制、多党制、普选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

形式上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它虽然以全民的、普遍的形式出现,但实

际上是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前提的民主，是以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利益为条件

的民主，因而具有局限性、有限性、反动性、虚伪性和欺骗性。 

03.0236  资本主义社会  capitalist society 

  又称“资产阶级社会”。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对抗的、人剥削人的社会，它以资本家

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种社会下，商品生产成为

社会生产普遍的和统治的形式。 

03.0237  资产阶级专政  dictatorship of bourgeois 

  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是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起来的,对

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其主要职能有镇压本国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调节本

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维护加强资本主义剥削等。 

03.0238  自由劳动  free labor 

  不以谋生为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己爱好兴趣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全面自

由发展的前提性条件。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自由劳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03.0239  自由联合  fre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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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在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实行联合劳动的方式。在有阶级社会，社会

分工的存在和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使劳动者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工作性质

既狭隘片面又不自由。当共产主义实现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

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03.0240  自由农  free peasants 

  又称“自耕农”。欧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享有人身自由、独立从事经营的农民。一般

指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拥有简单生产工具的自耕农。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从未成为

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力量。 

03.0241  自由资产阶级  liberal non-monopoly class 

  与“垄断资产阶级”相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该

阶级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反对封建割据和闭关自守,要求开辟广阔的国内市

场和世界市场；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主张民主自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

口号。 

03.0242  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  capitalist machine production 

  经过产业革命，广泛使用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大机器生产极大地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和小商品经济，这是历史的进步。 

03.0243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 

  又称“经济恐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大机器工业阶段以后周期性地爆发的社会经济大

混乱。经济危机的一般表现是：生产过剩，商品流通停滞，大量商品滞销，生产强烈缩减，

工场、商店、银行大批倒闭，失业人数剧增，整个社会经济陷于瘫痪和混乱状态，生产力

遭到极大破坏。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

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

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从危机

经过萧条、复苏到高涨，又从高涨到危机。从 1825 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每隔十

年左右就要循环一次。要消灭经济危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03.0244  宗主国和附属国  suzerain state and dependent state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干预，并强行使其依附于自己，前者称为宗主国，

后者称为附属国。宗主国是对他国行使宗主权的国家。附属国是受宗主国统治和支配的国

家。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到

资本主义时代，宗主国就是西方列强，附属国就是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03.0245  民族解放运动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又称“民族革命运动（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资本主义是靠对内残酷剥削劳

动人民，对外无偿掠夺他国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派生物，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有殖民主义就必然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斗争，100 多个国家宣告民族独

立。资本主义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就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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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46  自在阶级  class-in-itself 

  马克思主义用来表明无产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和觉悟程度不同阶段的术语。指无产阶级还

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和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把资本家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的阶

段。在这一阶段，工人斗争还不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不了解自己所担负的历史

使命，只进行分散的、自发的经济斗争。 

03.0247  自为阶级  class-for-itself 

  工人认识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

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时，无产阶级才成为自为阶级。此时，无产阶级认识到了自己的历

史使命，开始从反对个别资本家的斗争转到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

从对资产阶级的自发斗争进入到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阶段。 

03.0248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proletarian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承担着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

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为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03.0249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struggle of the proletarian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

三种斗争形式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三种基

本形式，以政治斗争为主，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从属于政治斗争并为政治斗争服务。 

03.0250  和平过渡  peaceful transition 

  无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把政权从反动统治阶级手中夺过来，

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但是，并不

排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在当代，我们不反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坚持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 

03.0251  社会斗争  social struggle 

  资产阶级议会中各政党、派别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斗争，但

它只是无产阶级在特定条件下采用的一种特殊斗争方式，不能把它看作是与资产阶级斗争

的唯一方式。 

03.0252  巴黎公社原则  Principles of the Paris Commune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中工人阶级创造的、反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

经验。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

自己的革命专政。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03.0253  政治国家  political state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使用过的一个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比较抽象的哲学

概念，只具有政治职能的国家，与消失了政治职能只具有简单管理职能的非政治国家相对

而言。政治职能即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属性。 

03.0254  半国家  semi-state 

  与“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剥削阶级的国家相对而言的无产阶级国家。“半国家”这个概



111 

 

念，是列宁在解释和发挥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以及无产阶

级革命将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等论断时指出来的。按照列宁的意思，“原来意义上的

国家”是剥削者少数人以凌驾与社会主义的、脱离人民的武装力量镇压被剥削者多数人的

特殊机器。而无产阶级国家则是被剥削多数人以全民武装力量镇压剥削者反抗的特殊机

器。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这个飞跃，从质上讲

已从剥削者镇压被剥削者的机器变成被剥削者镇压剥削者的机器，从量上讲国家这个特殊

机器大为简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或者

说“不完全是国家”，而是“半国家”。“半国家”这个概念充分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

国家的过渡性质。它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 

03.0255  过渡时期  transition period 

  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之前的这一特殊历史阶段。1875 年马

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这一著名论断。他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

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

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经济基础的生产

资料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而必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才能逐步建立

起来,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立即产生,而必须对旧的生产关

系进行一段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这就是说,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中间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 从经济成分上说,既有社会主义公有

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从社会矛盾来说,其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状况不同,各国过渡时

期的长短和改造旧的经济关系所采取的形式也不同。 

 

03.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3.0256  列宁主义  Leninism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经济文化相对落

后的俄国的工人运动和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

领域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03.0257  马克思列宁主义  Marxism-Leninism 

  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统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

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实现解放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

一切国家取得胜利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科学体现，是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

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最强大的思想

武器。 

03.0258  非政治国家  non politic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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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国家将逐步消亡，而只具有管理职能，这时的国家就是非政治国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

中指出：‘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其特征是国家的

政治职能转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与“政治国家”相对。 

03.0259  布尔什维主义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即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或运动。布尔什维克

是俄文“Большевик”即多数派的音译，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以列宁为首的马

克思主义派。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马克思

主义者的称号，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 

03.0260  大国沙文主义  great-power chauvinism 

  又称“大国主义”。一种具有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一词源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法国士兵沙文(Nicolas Chauvin),因他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宣扬

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以武力征服其他民族,建立大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后来,人们把一

些大国、强国在对外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优越感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粗暴干涉别

国内政、侵犯别国独立和主权的行为,统称为大国沙文主义。 

03.0261  集体领导  collective leadership 

  集体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一切重大问题由

各级党的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决定；决定问题必须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领

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体领导作出的决定要坚决执行，并负责搞好自己职权范围内

和个人分管工作。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和运用。 

03.0262  党的纪律  party discipline 

  简称“党纪”。无产阶级政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涉及党内

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等。其中，政治纪律最为重要，强调

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和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纪律

建立在党员高度的思想觉悟基础上，是使党保持组织统一、行动一致的保证。 

03.0263  党性  party spirit 

  政党的阶级本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不同阶级的政党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意志和要求，

具有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意志和要求，其党

性是无产阶级阶级特性的集中表现，要求把党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03.0264  自我批评  self-criticism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术语。指一个人尤其是共产党员，一个团体尤其是党员团体，对自己的

态度和行为进行批判性评价，检讨自己不符合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当前党的政策和实践的错

误。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明确提出了“自我批评”这一概念，“俄国社会民主党

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

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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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仍然重视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03.0265  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其特征是:(1)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发展的基础上

形成的垄断统治是它的基本特征；(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成金融资本,出现了金融寡

头；(3)对外由输出商品为主转为以输出资本为主；(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

已形成；(5)几个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

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03.0266  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  main 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有：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是由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垄断经济的发展而日趋激化。 

03.0267  帝国主义战争  imperialist war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为瓜分世界、争夺霸权而进行的战争。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力量对

比不断发生变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

和投资场所，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度，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 

03.0268  工农联盟  alli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工人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劳

动农民结成的政治联合。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

的基本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联盟思想。

列宁在创立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

级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03.0269  共产主义大学  communist university 

  苏联早期培养党、政和工会干部的高级党校。苏俄、苏联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政治训练机

构通称为共产主义大学。如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斯维尔

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 

03.0270  共产主义教育  education in communism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思想，教育人们树立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培养人们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把全

体人民培养成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教育。 

03.0271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communist voluntary labor on Saturday 

  又称“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劳动者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一种自愿无

报酬的劳动形式。最先发起这一行动的是莫斯科—喀山铁路编组站的党支部。1919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晚,该支部的 15 名共产党员响应列宁关于改进铁路运输的号召,自觉连续工

作 10 个小时,修复 3 辆机车。铁路职工的首倡行动,迅速扩展至各行业。1920 年 5 月发展

为 “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列宁称之为“伟大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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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72  国家资本主义  state capitalism 

  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依据国家阶级属性的不同，

分为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

里，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是变相的私人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它是无产阶

级能够加以限制。规定其流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可成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一种过渡性经济成份。 

03.0273  列宁合作社计划  Lenin cooperative plan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不能剥夺小农，必须通过示范和提供

社会帮助把个体农民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生产和占有”的思想，制订了农村社

会主义改造和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主要在《论粮食税》、《论合

作社》等著作中提出。其内容有: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与手段,是农民容易接受的方法；②把小农经

济联合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仅仅依靠农民原有的财力、物力和生产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必须给予以财政、信贷方面的援助和支持,才能使农业合作社发展起来；③在引导农

民进行联合时,必须遵守自愿原则,决不允许采用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④为了促进合作社

的迅速发展,开展文化革命是实现合作化的重要条件；⑤实现合作化事业是一项艰巨、困

难的任务,“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 

03.0274  和平共处  peaceful coexistence 

  1919 年底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其主要内容

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忠实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前提下，除了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

战争进行必要自卫外，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彼此

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平共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展开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策略和方

式。 

03.0275  立宪会议  constituent assembly 

  又称“制宪会议”。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种组织形式。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和

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列宁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低纲领的口号提

出，这个口号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立宪会议

选举日期推迟到了 1917 年 11 月。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认可了上述选举日期。但 11

月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获得多数席位，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1918 年 1 月 5

日立宪会议开幕，拒绝讨论列宁起草的法案，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措施。于是，布尔

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宣布退出立宪会议。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18

年 1 月 6 日通过法令，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03.0276  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basic economic law of monopoly capitalism 

  “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

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

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这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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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垄断利润是指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垄断地位而获得的大大超

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它是垄断统治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高额垄断利润的来源归根到

底是本国工人、小生产者和其他国家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对垄断

利润的追逐，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的目的和动机，所以说高额垄断利润规律是剩余

价值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具体表现，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03.0277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private monopoly capitalism 

  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一个大企业或少数几个大企业对相应部门产品

生产和销售市场的独占或联合控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 

03.0278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state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结合而成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的实质在于：资产阶级国家从属于垄断资本；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以

保证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巩固垄断统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

然产物，是垄断组织利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 

03.0279  民主共和国  democratic republic 

  国家元首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它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在不同阶级

专政的国家有不同性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共和国都是统治阶

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是工人阶级

和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管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03.0280  党内民主  intra-party democracy 

  无产阶级政党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有一律平等地参与党的领导和管理党的事务的权

利和遵守党章党纪和党的决定的义务，是党内生活的一种重要制度和基本准则。党内民主

的根本作用是确立党员在党内的主人翁地位，即党员是权力的所有者，是决策的主体。党

内民主遵循平等、多数决定、选举、集体领导、公开、监督原则。 

03.0281  民主集中制  democratic centralism 

  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是党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即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

实行高度的集中。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章程中规定各级

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由选举产生,有关决议须无记名投票，一经通过必须服从。1905 年 12 月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首次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概念。1917 年

列宁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确立为党的组织原则。后来，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无产阶级

政党共同的根本组织原则。 

03.0282  民族自决权  right of people to self-determination 

  被压迫民族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民族国家

的权利。民族自决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一个原则。民族自决权

是手段，民族联合是目的。十月革命后，列宁往往把民族分离和民族联合并提，主张用革

命手段摧毁殖民体系，实现各民族真正自愿、平等的联合。 

03.0283  农村无产阶级  rural prol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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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中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或只有极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完全或主要以出卖

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农村无产阶级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劳动时间长，工资少，待遇

差，职业不安定，是农村中最困苦的阶级，具有迫切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愿望。 

03.0284  农奴制  serfdom 

  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一种剥削制度。农奴制盛行

于中世纪，在中欧、东欧以及俄国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后期。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

束缚在土地上，被迫依附于农奴主。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

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 

03.0285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个体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关键，是经济方面社会主义革

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巩固工农联盟

的客观要求。 

03.0286  社会主义社会  socialist society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根据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同，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

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在《国际与革命》一书中在说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

段的思想时，将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生活需要。 

03.0287  一国胜利论  Triumph of One Country Theory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发展规律的新理论。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政治胜

利但不是最终胜利。列宁最先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

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 在少数或者甚至在

单独一个资本主义 国家内获得胜利”。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进一

步论述了这一理论。 

03.0288  社会主义建设  socialist construction 

  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制度和发展生产力的

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有时也专指经济建设。列

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概念。后又写作“社

会主义的建设”。 

03.0289  社会主义竞赛  socialist competition 

  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通过激发工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操、社会荣誉感、职业自豪感、

爱国主义、赶超资本主义国家愿望等精神动力，运用奖状、工厂奖旗、光荣榜、各种称号、

奖章和勋章等奖励，激励工人更好地劳动。社会主义竞赛始于 1919 年苏维埃俄国的星期

六义务劳动。1926年后的工人突击运动和 1935年后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这一竞赛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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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90  世界革命  world revolution 

  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有资产阶级世界革命，也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又称国际无产阶级

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存在出发，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是世界性的革命，将有世

界性的活动场所。因而提出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反对人为地制造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盼望的欧洲革命大爆发及其对苏俄

的支援未能实现，列宁晚年提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

人口的绝大多数。列宁曾用“工人贵族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为世界革命的推迟提供解释。 

03.0291  苏维埃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citizens' civil rights and civil obligations in Soviet 

  苏联 1936 年和 1977 年宪法对此均有专章予以规定，但后者比前者在条款的数量和内容

上都有较大发展。1977 年宪法规定了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等领域

享有的诸项权利，规定了公民具有劳动和保护、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等各项义务。同时，

宪法还规定了总原则，如权利和自由的实施同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可分的原则等。 

03.0292  土地社会化  land socialization 

  十月革命后实行的私有土地向全民财产过渡的措施。1918 年 1 月 27 日，社会民主工党

（布）同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公布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法令。法令规定土地按平均

使用原则进行分配，使农业公社和组合、村社、个体户及个人，都有权分得土地。土地社

会化为建立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铺平了道路，巩固了工农联盟的基础。 

03.0293  文化革命  culture revolution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在文化领域中的变革。它通常是指大

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

还包括扫除文盲在内。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03.0294  无产阶级文化  proletarian culture 

  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ogdanov，1873—1928）于 1909 年提出的一种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创

造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创造“自己的”哲学。他创造的“自己的”

哲学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哲学。其核心是经验一元论。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无产

阶级文化”否定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积极成分，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03.0295  无产阶级领导权  proletarian leadership 

  无产阶级在与其他阶级、阶层和集团在社会革命斗争中结成的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由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列宁在俄国革命斗争中发展。列宁指出，在帝国主

义时代，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必须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领

导权的最重要条件是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也必须保证实现自

己的领导作用。 

03.0296  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  con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ruling party 

  无产阶级政党为执政党后，它所处的地位、环境以及面临的任务都有了新的特点。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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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主要包括无产阶级政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在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

设等方面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03.0297  一长制  system of one-man leadership 

  苏联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生产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赋予各个企业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作出裁决的权力。 

03.0298  议会制  parliamentarianism 

  又称“国会制”“代议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的一种政治制度，源于英国。其理论基础是资

产阶级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学说。通常在宪法上规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经普选产生的议员是国民意志的代表者。议会有立法权。政府由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

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对政府实行监督。 

03.0299  余粮收集制  surplus appropriation system 

  苏俄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征集粮食办法，继承自临时政府时期的政策。

为了保证前线军队和后方工人的供应，1918 年苏维埃政权开始实行粮食垄断、禁止私人

买卖和征收军粮等措施。征集的范围，开始主要是粮食，后来扩大到肉类、油脂、马铃薯

和麻、毛等农副产品。内战结束以后即被取消，代之以粮食税。 

03.0300  战时共产主义  wartime communism 

  又称“军事共产主义”。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于 1918—1920 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

内战争时期经济十分困难情况下所实行的以国家垄断为前提、以军事化为主要管理手段的

战时经济政策和体制。 

03.0301  资本输出  export of capital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垄断资本家集团，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或利息，用“过剩资本”对国

外进行的投资和贷款。 

03.0302  资本主义包围  capitalist surrounding 

  认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被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处于遭受外部进攻和国内反革命

力量进行破坏的危险之中的观点。这种包围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 

03.0303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  laws of uneven capitali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列宁发现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客观规律。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

一文中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

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必然导致它们

之间的新矛盾，而矛盾激化的结果往往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根

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03.0304  超帝国主义论  theory of ultra-imperialism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于 1914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寡头在

和平条件下对于弱小和贫穷国家的极端剥削。认为超帝国主义阶段高于帝国主义阶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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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将取代各国银行界和金融界之间的竞争，各帝国主义

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将蜕变成世界性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发展使战争可以避免。列宁强

烈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考茨基的理论是对马克思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 

03.0305  苏联五年计划  five-year plan 

  苏联从 1928 年开始实行的以五年为一期的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的部署和安排。 

03.0306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First Five-Year Plan 

  苏联 1928—1932 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29 年 4 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固基础。 

03.0307  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  second five-year plan 

  苏联 1933—1937 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34 年 1 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

1936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1937 年该计划超额完成。 

03.0308  苏维埃化  sovietization 

  促使苏联以外的共产党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以及苏联模式的党政组织形式和实践。最初，这

一过程称为布尔什维克化。1924 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这一概念获得了

更广泛的意义。当时斯大林强调，各成员国的共产党要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并支持苏联政府

的路线。1945—1950 年间，东欧国家的苏维埃化运动表现得最为突出。 

03.0309  党的统一  unity of the party 

  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强调党的团结

和统一是党的生命。列宁在创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整个实践中，始终坚持并发展了这个

原则，强调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是绝对必要的。 

03.0310  工兵代表苏维埃  worker-soldiers on behalf of Soviet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期间出现的经选举产生的工人和士兵的政治组织。它最早出现于俄

国 1905 年革命时期，是 1917 年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十月革命后，全俄工农兵代表

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1922 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名为全苏苏维埃

代表大会。 

03.0311  阶级结构  class structure 

  通常反映有阶级社会的社会各阶级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阶级结构由私有制和生产方式所

决定和变化。 

03.0312  优先发展重工业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联共（布）中央为实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1925

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和

关键。” 

03.0313  连续生产制  system of continuous production 

  又称“连续生产周”。一种充分利用现有机器设备的工时制度，即工人轮班不停地工作，

节假日也不例外，不让机器空闲下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为加快劳动生产进展，采

取了这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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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14  联邦制  federal system 

  国家政权结构的一种形式，由几个在法律上拥有一定主权的成员国按平等原则联合组成为

统一的联邦国家。联邦制国家有联邦的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

联邦行使国家的外交、军事、财政等主要权力。 

03.0315  列宁主义的党  Leninist party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按照列宁建党原则组建的无产阶级政党。斯大林在

1924 年 1 月 26 日党代会暨列宁追悼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

的党，同时也叫做工人阶级的党。 

03.0316  社会主义国家  socialist country 

  又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国家。它与剥削阶级国家的性质根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共和政体。 

03.0317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economic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

和。 

03.0318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planned economy of socialism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

的要求由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地管理与发展的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通

过制定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 

03.0319  社会主义阵营  socialist cam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的统一的阵线和营垒，同帝国主义阵营相对

峙。60 年代初，国际上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苏关系破裂，60 年代中期，统

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03.0320  两个平行市场  two parallel markets 

  斯大林 1952 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

阵营经济关系的论断。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了两个

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建立了合

作和互助，使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自己还有大量商品输往

他国。 

 

03.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3.0321  毛泽东思想  Mao Zedong Thought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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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智慧的结晶。 

03.0322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scientific system of Mao Zedong thought 

  由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它的活的灵魂构成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

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

关于政策和策略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除了以上

几个方面外，毛泽东思想体系中还有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

作的理论等等，以及贯穿于上述各个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和独立自主。 

03.03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赋予马克思

主义以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毛泽东 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作的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中最先明确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表述，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被广泛使用。 

03.0324  新民主主义革命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又称“人民民主革命（people's democratic revolution）”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

中首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其内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

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牢牢掌握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

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因素。 

03.0325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theory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时代、领导、动力、对

象、目标、前途等问题的基本概括，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革命道路理论、革命

纲领以及革命的“三大法宝”等。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部分。 

03.0326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形式上保持着国家独立和主权，实际上政治、经济受帝国主义支配，封建经济逐步解体、

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从 1840 年鸦

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03.032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general line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 1948 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

话》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做了完整的科学表述，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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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03.0328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targets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其中帝国主义是革命

的首要对象。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 

03.0329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  leadership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

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

标志。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 

03.0330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motive forces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而根本

的动力是工人和农民。 

03.033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character and perspectives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

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

资本主义。 

03.0332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transi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实现新民主主

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 

03.0333  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  political programme of new democracy 

  毛泽东 1940 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

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

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的政治基础。 

03.0334  新民主主义的国体  state system of new democracy 

  国体指国家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

主主义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

其他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03.0335  新民主主义的政体  system of government of new democracy 

  政体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

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

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03.0336  苏维埃政权  Sovie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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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领导建立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在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根据地政权也称为“苏维埃”，性质是“工农民主政权”。 

03.0337  抗日民主政权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political power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如陕甘宁边区政

府、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实质是有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

区域。它的阶级基础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

层。 

03.0338  党的思想路线  Party's ideological line 

  又称“党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

导原则和思想基础，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

发展真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是毛泽东 1930 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

即：“共产党人从斗争实践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80 年 2 月，邓小平在题为《坚

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

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把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03.0339  三三制  three-thirds system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政策。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

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

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03.0340  新民主主义宪政  new-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的一党

专政提出来的,向国民党政府争取民主自由的武器。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

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03.0341  人民民主专政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国家

政权。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

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03.0342  土地革命路线  line of agrarian revolution 

  毛泽东 1931 年春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

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

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

进行土地革命的基本准则和行动方针。 

03.0343  土地改革总路线  general line of land refrom 

  毛泽东 1948 年 4 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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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调整为：依靠贫农、

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03.0344  反对主观主义  oppose subjectivism 

  主观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其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从主观想象

出发，忽视客观实际及其发展，是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分离。毛泽东反复强调反对

主观主义，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

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03.0345  反对教条主义  combat dogmatism 

  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教条主义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 认识和

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否认感性认识, 片面强调理性认识的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毛泽东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

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03.0346  反对本本主义  oppose book worship 

  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同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一切从书本出发，死

记硬背，生搬硬套，不从实际出发，拒绝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1930 年 5 月，毛泽

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本本主义，专门了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 

03.0347  反对经验主义  oppose empiricism 

  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特点是轻视理论、夸大感性经验，把局部的、个别

的、片面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的真理。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经验主义和

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同样违背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因

而必须坚决反对。 

03.0348  反对宗派主义  oppose sectarianism 

  宗派主义是党内存在的一种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

的一种表现。其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等。

因此，毛泽东提出延安整风的任务之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03.0349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programme of new-democratic culture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毛泽

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根

本主张和奋斗目标。 

03.0350  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w-democratic culture and the old-democratic culture 

  是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旧民主主义文化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03.0351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  nationality of new-democratic culture 

  这种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带

有我们民族特性的，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批判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03.0352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  scientificalness of new-democrat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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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

践一致的。它尊重并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但应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精华。 

03.0353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  mass character of new-democratic culture 

  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

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03.0354  文化战线  cultural front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概念，用以强调文化领域斗争的重要性。

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

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03.0355  工农武装割据  armed independent regim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红色政权的实践和思想。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农民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

为主要阵地，三者密切结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奠

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 

03.0356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encircling the cities from the countryside, seizing 

power with armed force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

倾向进行斗争,逐步提出并不断地完善了这个理论。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并长

期占据城市，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能把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广大农村聚集

和发展革命力量，把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以农村包围城市，

待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进而取得全国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03.0357  革命根据地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据以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区

域。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 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的战

略基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地。 

03.0358  波浪式的推进政策  policy of advancing in waves 

  毛泽东提出的创建根据地的正确军事原则。即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

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

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 

03.0359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又称“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法宝”（three major magic weapons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正确地理解和

处理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03.0360  统一战线  united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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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反对主要敌人同其他革命阶级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结成的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统一战

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

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

上的同盟军。 

03.0361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front 

  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坚强正确的领

导，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

重大作用的根本保证。 

03.036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两个联盟  two alliances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

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 

03.0363  第一次国共合作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1924 年至 1927 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1924 年

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政治基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 

03.0364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workers' and peasants'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是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封建压迫

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的统一战线。 

03.0365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全民族抗日的各阶级的联盟。是一个既包括工人、农民、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除了汉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派以外的一

切政治力量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也称第二次国共合作。 

03.0366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people's democratic united front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建立的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级、民族资产阶级、

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03.0367  第二条战线  second front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它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称第二条战线。 

03.0368  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political basis of united front 

  能够使统一战线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起来的共同政治要求和利益。如第一次国共合

作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解放战

争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人民民主革命。 

03.0369  进步力量  progress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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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中国共产

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03.0370  中间势力  middle forces 

  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力量要有一定的条件：一是共

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

步地取得胜利。 

03.0371  顽固势力  die-hard forces 

  主要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

采取两手政策，既主张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共产党必须采取革命

的两面政策，对它既联合又斗争。 

03.0372  大资产阶级  big bourgeoisie 

  掌握垄断资本，操纵社会经济和政治统治权的垄断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指

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03.0373  买办资产阶级  comprador bourgeoisie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勾结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大资产阶级。它依靠

帝国主义，跟本国的封建势力也有极密切的联系。在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

展为官僚资产阶级，也叫买办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03.0374  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  dual character of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方面，因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具有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政治力量弱小，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反帝反封建不彻底，具有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

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03.0375  特殊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  alliance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ig 

bourgeoisie under special conditions 

  国家遭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组

成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亲英美的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的第

二次国共合作的联盟。 

03.0376  武装斗争  armed struggle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

帝国主义的压迫，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而且敌人又异常强大，革

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

争，是中国革命的法宝。 

03.037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毛泽东 1927 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上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的关于武装

斗争重要性的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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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78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main form of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03.0379  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  main organizational for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因此，革命的主

要组织形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03.0380  党的建设  party building 

  毛泽东在 1939 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所做的理论

概括。它包括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政治建设是中心。 

03.0381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标志  mark of a shift from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socialist revolution 

  毛泽东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重要内容。1959 年底至 1960 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指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

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03.0382  新民主主义社会  new democratic society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

过渡性质的社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

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和理论。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

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03.0383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socialist factors in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在经济制度上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存在具

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在政治制度上以无产阶级为

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其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部分。 

03.0384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 

  毛泽东提出并于 1954 年写入中国人民宪法。指明了过渡时期的任务、途径和步骤。核心

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简称“一化三改”，包括两方面内容，即逐步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

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创造条件。 

03.0385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in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又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完整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即生产力方面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生产关系方面从资本

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两者紧密结合、同

时并举的方针。 

03.0386  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  unite, educate and transform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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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中提出的，在人民民

主专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

任务。毛泽东还提出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相结合的具体政策。 

03.0387  制度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  combination of transforming systems and people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的重要方针。即一方面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改造

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另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把个体劳动者改造成为集体劳动者。 

03.0388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阶级路线   class line fo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根据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依靠贫下

中农、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的阶级路线。 

03.0389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period of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从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路线，

到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十年。此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

也遭受了严重挫折。 

03.0390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stage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毛泽东在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比较集中地谈论

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

要更长的时间。 

03.0391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the socialist society 

  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曾表述为“人民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

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 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 

03.0392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  mobilize all positive factors to build a 

great socialist country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

本任务和基本方针，强调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

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03.0393  四个现代化  four modernizations 

  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59 年末至 1960 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完整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口号。周恩来根据毛泽东

的提议，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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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94  团结-批评-团结  unity-criticism-unity 

  解决中国共产党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

团结。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

一步阐明。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03.0395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syste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在接

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具有参政党的地位，与中共合作，参与执政；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举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它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03.0396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long-term coexistence and mutual supervision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

的方针。“长期共存”指坚持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的多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需坚持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等六项政治标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

战线工作的根本方针。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首次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提出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

作和协商制度。 

03.0397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与纪律的统一  unity of democracy and centralism, and the 

unity of freedom and discipline 

  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解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主张有领导的

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03.0398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socialist ethnic relations 

  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的新型民族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各民族地位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多次强调克服大

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 

03.0399  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oppose han chauvinism and local nationalism 

  毛泽东根据中国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情况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方针之一。

毛泽东认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

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

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03.0400  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  fundamental law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

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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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

人，这两方面的同时存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 

03.0401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独特性的论述。他在 1936 年 12 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一文中，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大国，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共产党的领导

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

的规律。 

03.0402  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factor which decides the outcome of a war is man 

but not any other things 

  毛泽东关于人力和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著名论断，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重要

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判“唯武器论”时指出，在战争中必须充分发挥人和物

的两个因素，但前者始终居主导地位，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有了素质好的

军队才可能获胜。 

03.0403  兵民是胜利之本  soldiers and the people are the ultimate source of victory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

的集中表述。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全军全民的总动员，解决财源和兵源问题，达到“官兵一致，

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深刻而通俗的表述。 

03.0404  人民军队的宗旨  purpose of the people's army 

  毛泽东对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最高目的的论述。毛泽东在 1945 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

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从本质上划清了人民军队

同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界限。 

03.0405  党指挥枪  Party commands the gun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的形象表述，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毛泽东 1938

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03.0406  支部建在连上  Party branch is organized on a company basis 

  毛泽东首创的人民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制度。1927 年 9 月，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

针对部队存在的非无产阶级倾向，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措施，后逐步制度化。这一制度保

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03.0407  党代表制度  system of Party representatives 

  中国共产党为确保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制度。1927 年三湾改编

时，毛泽东提出在营、连以上设立党代表，从此，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正式成为一项制度。 

03.0408  军队中的三大民主  democracy in the three main fields in the army 

  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目的在于使人民军

队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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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9  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  three major tasks of the people's army 

  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项任务，是毛泽东关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早在

红军时期就提出这一思想，其具体内容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所变化。 

03.0410  军民一致  unity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把“军民一致”确立为军队政治工作

的三大原则之一。毛泽东把这项原则具体解释为：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武

装民众，减轻民众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 

03.0411  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support the government and cherish the people; support the army 

and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families of revolutionary 

  全称“拥护政府，爱护人民”“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艰

苦时刻，中国共产党把“双拥”运动作为实现军政军民大团结，渡过难关，夺取抗战胜利

的十大政策之一。 

03.041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Three Main Rules of Discipline and Eight Points for Attention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并不断得到充实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是

人民解放军统一的革命纪律。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

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03.0413  三结合的武装力量  armed forces composed of three troops 

  毛泽东提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要三结合。野战军是骨干，地方军是重要部分，民兵是

基础。它是实行人民战争的最好形式。 

03.0414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principles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people's 

war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提出

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集中反映在毛泽东在 1947 年 12 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中。 

03.0415  十大军事原则  ten military principles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的军事原则。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初期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在 1947 年 12 月 25 日的《目前形势

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把这些经验归结为十项原则。即：①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

集中和强大之敌。②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③以歼灭敌人有生

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④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

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

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

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

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⑤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⑥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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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⑦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

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⑧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

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

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

之。⑨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⑩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

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03.0416  战略防御  strategic defensive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范畴。指劣势军队在战争全局上的防御，战略行动的基本类型

之一，也常成为战争的一个阶段。目的是保存和积累力量，消耗和消灭敌人，改变战场形

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03.0417  战略退却  strategic retreat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范畴。指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有计划地向后撤退的战略行动。

红军战略退却的基本方针是“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 

03.0418  战略反攻  strategic counter-offensive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范畴。指战略防御的最后阶段，是积极防御的重要内容，对战

略上处于进攻态势的敌方实施的战略性进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形式。 

03.0419  战略进攻  strategic offensive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范畴。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略防御之敌实施的全面性进攻或

为达成战略目的而在一定方向和地区实施的进攻，由战略防御发展而来。 

03.0420  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  active defensive and passive defensive 

  毛泽东对攻守结合的防御和只守不攻的防御的表述。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03.0421  持久战  protracted war 

  毛泽东阐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种形式，相对于速决战而言。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具有持久性，主张战略的持久战。 

03.0422  运动战  mobile warfare 

  毛泽东阐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根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

持久战》等文中的解释可归纳为，正规兵团依托较大的作战空间来换取时间移动兵力包围

地方，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包括“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击破”等。 

03.0423  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小部队分散流动作战的一种形式。它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具有高度的主动性、灵活性、进

攻性、速战性和流动性的特点。这种在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游击战，主要的是农民游击战。

毛泽东在 1938 年 5 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论持久战》等文中论述。是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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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24  “围剿”与反“围剿”  campaign and counter-campaign 

  毛泽东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的中国内战主要形式的概括。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中指出：敌人总是想消灭红军，主要采取了“围剿”的形式；而红军的活动则采取了

反“围剿”的形式。 

03.0425  “十六字诀”  sixteen-character formula 

  毛泽东 1929 年 4 月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红军游击战的作战基本原则，即“敌

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原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

朱德等在井冈山对敌斗争过程中,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运用马列主义的军事原则,结

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总结出来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 

03.0426  诱敌深入  lure the enemy in deep 

  毛泽东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一项战术原则。他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我们

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03.0427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strategic position of anti-Japanese guerrilla warfare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游击战辅

助了正规战，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尤其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

是主要的战争形式。忽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抗战必将不能成功。这是毛泽东具有

独创性的军事论述。 

03.0428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independent guerrilla struggle in the mountains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中提出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

期的基本战略方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在敌后开展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既是对正规战争的配合，又由于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开辟了敌后战场，为抗战胜

利奠定了基础。 

03.0429  政策和策略思想  thought about policy and tactic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制定和执行政策和

策略的守则和方法；对敌斗争、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目前抗日

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

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中。 

03.0430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policy and tactics are the lifeblood of the party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刻地阐述了政策和策略对于党

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多次指出，政策和策略

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03.0431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strategically take the enemy lightly and tactically 

take the enemy seriously 

  毛泽东关于与强大敌人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

中表达，是克敌制胜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敢于斗争，在战术上

重视敌人，才能善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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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32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combine principle with flexibility 

  毛泽东强调的制定一切政策和策略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贯彻

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

定党的政策。 

03.0433  又联合又斗争  unite with them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uggle against them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原则，其实质是

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本着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对国民党实行

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以达到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的目的，把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引向

胜利之途。 

03.0434  统一战线的总策略  gener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front 

  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对抗日统一战线产生动摇的情况，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

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

势力的策略”，以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03.0435  统一战线策略的总原则  general principle for strategies of the united front 

  又团结又斗争（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是毛泽东在《论政策》等文中阐述的中

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原则。 

03.0436  有理、有利、有节  with good reason, to our advantage and with restraint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同国民

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有理”指自卫的原则，“有利”指胜利的原则，“有节”指休

战的原则。 

03.0437  无产阶级实现对同盟者领导的条件  conditions for the proletariat to lead the allies 

successfully 

  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1940 年 3 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

略问题》中指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条件：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

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03.0438  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  report first and then act; to act first and 

report afterwards; to act without reporting; not to report and not to act 

  针对王明等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毛泽东在《统一战线

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策略方针。旨在不破

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大胆开展工作，扩大革命力量，不可以被统一战线束缚手脚。 

03.0439  争取开明绅士  persuade the enlightened gentry to resist against Japanese 

  毛泽东提出的对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部分具有民主色彩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政

策。开明绅士是中间势力，争取开明绅士，有利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03.0440  争取地方实力派  persuade regional power groups to resist against Japanese 

  毛泽东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的方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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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问题》中指出，地方实力派是中坚势力的组成部分。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方针，是巩固

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条件之一。 

03.0441  区别对待、分化瓦解  differentiate the enemies and make them disintegrate 

  毛泽东在 1940 年的《论政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对敌斗争策略之一。

强调根据敌对势力内部在对待反共和抗日问题上不一致的态度，加以区别，利用各派别之

间的矛盾，采取不同政策，以达到分化、瓦解敌人，最终战胜敌人的目的。 

03.0442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give tit for tat and dispute every inch of ground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实行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方针，毛泽东于 1945

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方

针。 

03.044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we will not attack unless we are attacked; 

if we are attacked, we will certainly counterattack 

  毛泽东总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提出的军事自卫原则。我

们决不打第一枪，也决不可在被人家进攻时不予还击。对于顽固派的军事攻击，必须坚决、

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在军事上仍采取这一原则，用

以保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和军事上的胜利。 

03.0444  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using revolutionary double-faced tactics to deal with the 

double-faced tactics taken by counter-revolutionaries 

  革命人民对敌斗争的一个策略原则。“两手”是指武装进攻的手段与和平谈判的手段。抗

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采用武装进攻解放区与和平

谈判反革命两手。中国共产党以自卫战争与和平谈判的革命两手对付蒋介石真内战假和谈

的反革命两手。 

03.0445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imperialism and 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 tigers 

  毛泽东剖析帝国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具有真老虎和纸老虎的两重

性。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它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另一方面它又是活的铁的真的会吃人的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03.0446  思想政治工作  thought and political work 

  又称“政治思想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为

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的手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科学。主要研

究人的思想活动规律，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03.0447  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和灵魂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the chief and the soul 

  毛泽东 1958 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地位和作用

的论断。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

仍强调发挥这个优势。 

03.0448  又红又专  both red and expert 

  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向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的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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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号召。又红又专是对人才的考核标准。红，指正确的政治观点；专，指为人民服务

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毛泽东还提出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成为内

行。 

03.0449  防止糖衣炮弹  Preventing sugar-coated bullets 

  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形象比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因

为胜利，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革命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

攻击。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03.0450  艰苦奋斗  plain living and hard work 

  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也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高贵品质的体现。 

03.0451  南泥湾精神  Nanniwan spirit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八路军

三五九旅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进入南泥湾垦荒。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被誉为南泥湾精神。 

03.0452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opular culture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根本主张和斗争目标。“民族的”文化，是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

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科学的”文化，是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

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大众的”文化，是指

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03.0453  鲁迅精神  Lu Xun's spirit 

  毛泽东推崇鲁迅一有政治的远见，二有斗争的精神，三有牺牲的精神，将这三点概括为“鲁

迅精神”。 

03.0454  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launch struggle on two fronts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或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既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又反对右的错误倾向

的斗争，以保证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建

党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

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

倾机会主义。”党必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才能巩固和壮大起来。毛泽东指出，反对党

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被

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03.0455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united front in the cultural field 

  毛泽东关于文化工作方针的重要论述。1939 年 10 月 13 日，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

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是团结，二是批评、教育和

改造。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是动员一切文化工作者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

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 

03.0456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our literature and art ought to serve the workers, the peasa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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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ldiers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关于文学艺术的服务对象的根本

方针。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

工农兵所利用的。” 

03.0457  普及与提高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毛泽东于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解决文艺如何更好地为人民大众

服务的重要问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

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

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03.0458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简称“双百方针”。毛泽东在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提出的发展、

繁荣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

种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其着重点是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主

张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流派可以自由发展，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 

03.0459  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   unity of the political criterion and the 

artistic criter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毛泽东于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原则。文艺批

评有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

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一原则强调政治标准先于艺术标准，强调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

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 

03.0460  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标准  criterion for flowers or noxious weeds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

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是非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否有利于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否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

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03.0461  跳出历史周期律  jump out of the cycle of historical ups and downs 

  “历史周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

周期性现象。1945 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

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03.0462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discard its dross and select its essence 

  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

有批判地吸收和继承文化遗产，对外国的东西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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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63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combine revolutionary realism with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根据毛泽东 1958 年关于中国新诗“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

一”的精神而提出的文艺创作的一种方法。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去观察和表现生活，把客观现实和革命理想、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革命

实践和历史趋向结合起来，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的辩证统一。 

03.0464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and foreign things serve China 

  毛泽东 1964 年提出的正确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成果的方针。吸取古代文化遗产

中的有益成分，为反映现实服务；学习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

化服务。 

03.0465  人民教育  people's education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毛泽东为 1950 年 5 月 1 日创刊的《人

民教育》杂志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明确了教育为人民，人

民办教育的办学方向。 

03.0466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combine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教育方针的一项内容。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

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曾大力倡导。教育同生产

劳动相结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方面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03.0467  团结教育知识分子  unite and educate intellectuals 

  毛泽东 1939 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的一项政策。 

03.0468  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  combine intellectuals with workers and peasants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

子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03.0469  革命人道主义  revolutionary humanitarianism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一项伦理原则, 是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相联系

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前身。 

03.0470  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特点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

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三个优点：一是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和封建势力三种压迫，更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二是从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三是由于多数出身于破产农

民，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03.0471  党的思想建设  party's ideologica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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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突出特点。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建党的关键是无产阶级思想的

领导，这种思想领导要通过思想教育（包括思想斗争）来实现；思想建设既要纠正党内各

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采用整风的形式推进党的思想建设。 

03.0472  思想入党  join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原则。针对党内思想不纯的问题，要求党员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进

分子，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必须在思想上入党，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共产

主义思想觉悟和实践行动。 

03.0473  党内矛盾  inner-party contradiction 

  共产党内部不同思想观点的分歧和对立。本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

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些是社会上的阶级

斗争的反映，大量的是思想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在《矛

盾论》中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03.0474  党内斗争  inner-party struggle 

  共产党解决内部矛盾的斗争。党内矛盾的本质是思想矛盾，因而党内斗争基本是一种思想

斗争，采用“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03.0475  整党整风  consolidate the party and rectify its style of work 

  中国共产党全党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的思想、作风和组织的整顿，也是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

育运动。用以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增强党内团结。 

03.0476  延安整风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42 年 2 月至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开展的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

育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

文风，中心是反对主观主义。 

03.0477  党风  party's style of work 

  党和党员的作风。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贯

穿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3.0478  学风  style of learning 

  中国共产党党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党员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对待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03.0479  文风  style of writing 

  中国共产党党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党风和学风的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革命文风，即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马

克思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 

03.0480  党八股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 

  党内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八股文是中国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由破题、

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格式固定。毛泽东在延安整风

中提出党八股概念，用以形容和批评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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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81  反对自由主义  combat liberalism 

  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无组织、无原则的倾向。

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强调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03.0482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learn from past mistakes to avoid future ones, cure the sickness 

to save the patient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方针，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矛

盾、开展党内斗争时一贯坚持的重要方针，用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03.0483  党的组织路线  party's organizational line 

  党根据一定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而规定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准则。包括组织领

导、组织原则、组织制度、组织机构、党员和干部标准、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队伍建设、

党内生活准则等。 

03.0484  集体领导原则  principle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体现，也是群众路

线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就要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

向。 

03.0485  任人唯贤  appoint people on their merit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贤是德与才的辩证统一。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

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

准选人用人。 

03.0486  党的干部路线  party's cadre line 

  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所规定的干部工作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组织路线的组成部

分，是实现政治路线的保证。毛泽东提出的干部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坚持任人唯贤，按照德

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干部。 

03.0487  党的作风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style of work 

  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解决党

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03.0488  党的三大作风  three main styles of the party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 1945 年在中共七大

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概括提出并作全面阐述。三大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03.0489  理论联系实际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又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概括表

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其基本精神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

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

之一。 



142 

 

03.0490  密切联系群众  maintain close ties with the masses 

  又称“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要求把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的原则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03.0491  批评和自我批评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是指对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政党

或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的自我揭露和剖析。党内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 

03.0492  党员修养  accomplishment of party members 

  共产党员在学习和实践中，自觉提高个人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

学文化知识水平，不断增强党性。 

03.0493  健全党委制  improve the party committee system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毛泽东在 1948 年强调要加强党

的集体领导，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

集体领导的范围。 

03.0494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working method of the party committee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十二条方法：党委书记要

善于当“班长”；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

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

兵简政”；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 

03.0495  坚持“两个务必”  adhere to the “two musts”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醒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经

受住执政的考验。 

03.0496  反对修正主义  combat revisionism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鉴于国内外局势的复杂性，毛泽东多次强调反对修正主义。

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

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

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

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

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

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

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

们最好的助手。”1957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否

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

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

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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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03.0497  反对官僚主义  combat bureaucracy 

  反对官僚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和严重斗争。中国共产党反对的官僚

主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作作风、工作方式方面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

的领导作风；另一类是追求特权、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 

03.0498  抵制和平演变  resist peaceful evolution 

  和平演变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超越

遏制战略”，以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瓦解。毛泽东在 1959 年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战略问

题，并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 

03.0499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self-reliance is the core while seeking foreign aid is 

the complement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贯主张。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领导革命斗争和开展根据地建设的战略和策略，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外交工作的

重要方针。 

03.0500  “另起炉灶”  “set up a separate kitchen” 

  毛泽东于 1949 年春提出的一项外交方针。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共同构

成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外交方针。周恩来在解释“另起炉灶”时说：“就是不承认国民党

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另

起炉灶”具有丰富的内涵：（1）不承认国民党时期屈辱外交关系，是其基本前提；（2）取

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是其基本立场；（3）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其基本目标；

（4）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是其基本方式；（5）坚持原则性和灵活

性相统一，是其基本策略。周恩来评价认为，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的外交关系”。 

03.0501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clean up the house to treat” 

  毛泽东于 1949 年 1 月 31 日在西柏坡接见斯大林派来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

扬时提出的一项外交方针。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打

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进行了充分的论述。1952 年 4 月 30 日。周

恩来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做了详细说明。他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

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

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

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

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

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

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

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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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为打开新中国的外交新局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03.0502  “一边倒”  “lean to one side” 

  毛泽东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新中国必须“一边倒”，即

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它和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

子再请客”构成新中国三大外交方针。 

03.050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又称：五项原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五项原

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该原

则最早是由周恩来于 1953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有关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

的谈判中提出的，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 

03.0504  三个世界理论  theory of the three worlds 

  毛泽东于 1974 年 2 月 2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的分析由美苏两极格局向

新的世界格局发展演变中的国际战略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

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

不做超级大国。 

03.0505  “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principle of "three wants and three don'ts" 

  1975 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重要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

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03.0506  邓小平理论  Deng Xiaoping Theory 

  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形成的科学体系，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

结晶。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使用这一科学概念。 

03.0507  党要管党  Party exercises effective self-supervision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和经验。刘少奇、邓小平 1962 年底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监察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重要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

项基本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问题。 

03.0508  干部能上能下  cadres should be ready to take a lower as well as a higher post 

  邓小平针对我国干部实际上存在的能上不能下的状况所造成的难题提出的对策。1962 年

11 月 29 日，他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说：多少年来，我

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 

03.0509  工业整顿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下进行的对工业秩序的整顿。“文革”期间，工业战线与其他战线一样，

各派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生产秩序极度混乱。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开始整顿。期间形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是一个力图在经济战线上治“文革”之乱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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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10  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understand Mao Zedong thought completely and 

accurately 

  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时

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不能

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指导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 

03.0511  改革开放  reform and opening up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

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 

03.0512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road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正确道路。邓小平在 1979 年 3 月 30 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中正式使用了这一

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

的基本国情出发，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 

03.0513  干部岗位责任制  post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cadres 

  确定每个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应履行的职责、所担负的责任、行使的权限和完成任务的

标准，并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方法进行考核、给予奖惩。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

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 

03.0514  四项基本原则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提

出了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包括：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习近平在 2024 年第 23 期《求

是》杂志发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文章指出“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

摇。” 

03.0515  考核制度  appraisal system 

  对干部职工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质、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及身体健康状况等进

行考察和评价的制度。邓小平 1978 年 3 月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谈坚持按劳分配

原则时提出要实行考核制度。 

03.0516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abolition of life tenure for leading cadres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干部

老化现象日趋严重，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使干部队伍的活力减退，效率下降，年富力强

的年轻人受到很大压抑。针对这种领导制度上的重大缺陷，1980 年 2 月下旬，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中，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03.0517  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动力  social motive force of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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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能够解放生产力，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邓小平为大力

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积极倡导、设计和领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

革和对外开放，强调这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03.0518  全面的改革  Comprehensive reform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首先需要进行经济体制

改革，进而改革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的体制。邓小平最早提出此观点。 

03.0519  经济特区  special economic zone 

  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进行投资活动并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经济特区

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

范区。1979 年 4 月 30 日邓小平提出创建，1980 年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命名“经济特区”。 

03.0520  反对霸权主义  oppose hegemonism 

  霸权主义是指超级大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妄图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反动政策。早在 60

年代,中国就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1980 年 1 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

提出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反霸权主义。此后反对霸权主义成为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

一个基本点。 

03.0521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reform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state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命题。1980 年 8 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

产生的根源，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

改革的基本思想，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03.0522  摸着石头过河  grope one's way across the river 

  1980 年 12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话称：“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

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完全赞

同。 邓小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 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 通过调查研究, 摸清情况,找

准问题, 总结经验, 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 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道路和方法。 

03.0523  干部职务任期制度  system of office tenure for cadres 

  又称“干部任期制”。规定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人员任职期限或届数限制的制度。1980 年邓

小平提出，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

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这一制度的实行,是废除实际存在的领

导职务终身制的重要保证,它从制度上保证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鼓励干部在职期间努力工作,

积极履行岗位职责,创造更大的成绩。 

03.0524  “四有”新人  youngsters with"four qualities" 

  1980 年 5 月邓小平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的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

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

作贡献。”“四有”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培育“四有”新人成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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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 

03.0525  爱国主义教育  education for patriotism 

  树立热爱祖国并为之献身的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它

就是要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

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和培养正确的国家观念。 

03.0526  精简机构的革命  revolution to streamline institutions 

  改变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臃肿重叠、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缺乏效率的状况，做到结构合

理，功能齐全，运转协调，灵活高效。这是邓小平 1982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

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 

03.0527  处理同外国党关系的原则  principle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foreign 

parties 

  邓小平总结历史上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1982 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

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

部事务”。 

03.0528  三个面向  three orientations 

  全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最早为邓小平于 1983 年 9 月为北京景

山学校的题词，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 

03.0529  抽象民主  abstract democracy 

  邓小平一再批评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其特点是否认民主的阶级性和社会性，要

求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1983年 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

宣传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会把青年人引

入歧途。 

03.0530  反对精神污染  combating spiritual pollution 

  1983 年发生的针对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的批判运动。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

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

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03.0531  城市改革  urban reform 

  在农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以城市为内容和对象而实行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从 1985 年

起城市改革全面展开。 

03.0532  教育为本  education oriented 

  意为国家发展的长远计划要以教育为基石。根据邓小平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1985 年《中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 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这一方针。 

03.0533  打破“大锅饭”  break the "big pot" 

  邓小平针对我国过去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的改革主张。改革开放初期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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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也是国企改革第一个阶段中的主要任务。“打破大锅饭”主要内容是改变分配制度和

用人制度，推行经济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付酬。它是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 

03.0534  打破“铁饭碗”  break the "iron rice bowl" 

  “铁饭碗”指实行劳动者一旦就业以后，国家对其一切都要包下来，职工能进不能出，能

升不能降的固定工制度。打破“铁饭碗”是对旧的劳动制度改革。 

03.0535  法制教育  legal education 

  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1986 年邓小平在《在全体人民

中树立法制观念》中提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法制教育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环节。 

03.0536  党的制度建设   Party's systemic building 

  党根据政治任务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要求，把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

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形成全党必须遵守的党内法则、条例规则等党的制度的活动。是带

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执政党建设的治本之策。1987 年党的十三大首次

把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相提并论。 

03.053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basic line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其简明概括。1987 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这一路线，党的十七大

把“富强、民主、文明”增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3.0538  党政分开  separate the functions of the Party from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为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理顺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进行的一项党和国家领导体

制的重大改革。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十三大报告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党政分开。 

03.0539  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invasion of bourgeois ideology 

  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过。党执政后，党面临新的考验。邓小平指出：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一些人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个问

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巩固。 

03.0540  对外开放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经济上的开放，也包括文化、艺术和其他领域的开放。是我

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 

03.0541  二为方向  for the people and for serving socialism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简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为

人民服务是指为包括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

的人民群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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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42  发展是硬道理  Developing is an unyielding principle 

  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邓小平指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

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

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03.0543  “三个有利于”标准  criterion of the three benefits 

  邓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为消除人们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的疑虑，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进程，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

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03.0544  九二共识  1992 consensus 

  用于概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在 1992 年香港会谈中就“一个中国”问题

及其内涵进行讨论所形成之认识见解的名词。其核心内容与精神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 

03.0545  法治  rule of law 

  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其以民主政

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且关切民主、

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03.0546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resist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指少数人借改革

开放之机，宣扬一些怀疑和动摇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人们的思想

混乱，产生较大的影响。 

03.0547  防止两极分化  prevent polarization 

  邓小平关于社会发展和分配领域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认为：防止两极分化的关键在于

我们的制度和政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据主体地位；

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 

03.0548  废除人民公社  abolition of the people' s commune 

  我国改革开放起步时的一个举措。人民公社的成立始于 1958 年，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

组织而成，其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需要，1984 年取消了人民公

社制度。 

03.0549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Reform is 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china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做出的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意义的重要论断。1985

年 3 月 28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

次革命”。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而言的。中国的第一次革命

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土地改革,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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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

革命。第二次革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管

理方式,改变阻碍生产方式发展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03.0550  干部的四化标准  four modern standards of cadres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标准。革命化是对干

部队伍政治素质的要求，年轻化是对干部年龄的要求，知识化是对干部文化水平的要求，

专业化是对干部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的要求。1982 年 12 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这一标准被

写入了大会通过的新党章。 

03.0551  干部交流制度  system of exchange system of cadres 

  对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与部门之间，有计

划地定期交流的一项制度。 

03.0552  干部特殊化  privilege-seeking by cadres 

  干部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在政治上、生活上谋求党和国家制度及规定

以外的特殊待遇的错误倾向。 

03.0553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communist ideals and beliefs 

  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有了情感基础而产生的对共产主义的

真诚信仰和坚强信心的思想意识。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成熟的标志，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上的，是促使革命者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强大内在动

力。 

03.0554  共同富裕  common prosperity 

  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共同富裕是邓小平论述

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和根本原则，是对以往社会两极分化的否定。其实现途径是：允

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未富，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其实质是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关

系。 

03.0555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合称，发展中国家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

秩序而提出来的。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但经济上并未得到

彻底的独立和解放，在国际经济中处于依附和无权的地位。邓小平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及时

提出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命题。 

03.0556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即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

一，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香港、澳门原先实行的资本主义

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是中国政府对祖国统

一的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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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57  集体主义教育  collectivism education 

  使受教育者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并关心集体、热爱集体、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教

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 

03.0558  艰苦奋斗精神  spirit of hard struggle 

  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倡导和培育的，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怕

困难、不畏艰险以及生活上勤俭节约为主要内容的意识、行为和作风。 

03.0559  简政放权  streamline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decentralization 

  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

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03.0560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mancipate the mi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邓小平指

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

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一思想路线使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开启了改

革开放的航程。 

03.0561  禁止个人崇拜  prohibition of personal worship 

  针对“文革”时期个人崇拜现象严重的问题，党的十二大最早提出“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

人崇拜”，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03.0562  经济体制改革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

的改革。经济体制的内容主要是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03.0563  军队改革  army reform 

  我国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指导方针。根据邓小平关于军队改革的思想，中央军委于 1988

年制定的《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提出“把我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改革总任务。 

03.0564  科技体制改革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而对科技

体制进行的改革。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启动了科

技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转变科技工作运行机制、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

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 

03.0565  科教兴国  develop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和基本国策。核心内容是：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思想，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

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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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03.0566  第一生产力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 

  邓小平于 1988 年 9 月 5 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论断。

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为新时期我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和发展科技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

理论依据。 

03.0567  廉政建设的法制  legal system of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运用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在内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手段反对腐败，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政治清廉。国家法制与党规党

法相辅相成、协调作用。 

03.0568  两个大局  two overall situations 

  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是沿海地

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03.0569  两个开放  two openings 

  即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是指通过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的全面改

革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指通过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

技术和资金。 

03.0570  领导班子的核心  core of the leading group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对于有效的国家治理十分关键。领导集体中

要有一个能力和魅力相当突出、能够得到大家公认和拥戴的领导个人，以便于把握发展路

向，决断大政方针，维护政治稳定。 

03.0571  民主管理  democratic management 

  民主管理是相对于权威管理而言的，指管理者遵循公正的原则，采用民主的方式。比如：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发挥成员的积极主动性，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以实

现个体的自我管理和组织的科学管理。 

03.0572  民主教育  democratic education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

主义民主知识教育，使之树立权利、义务、法治、公德等观念，做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 

03.0573  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legalization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法制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法制保障和约束的民主，

有可能蜕化为一部分人的专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03.0574  民族区域自治法  law of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1984 年 5 月 31 日由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1 年 2 月 28 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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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正通过。 

03.0575  邓小平南方谈话  Deng Xiaoping's Talks in the South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

了一系列讲话，通称南方谈话。讲话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重申了深化改革、

加速发展的重要性，表明了对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个讲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最

终形成。 

03.0576  农村改革  rural reform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改革，农村经

济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 

03.0577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poverty is not socialism 

  1987年 4月 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LubomIr Strougal）。

邓小平在会见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

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

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03.0578  权力过分集中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从整体上看，中国政治结构的主要问题是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和政府的一把手。与之相伴而

生的是制约缺失，监督不力，人治色彩浓厚，官僚主义和腐败丛生。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

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反腐败所面临的攻坚问题。 

03.0579  权力下放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权力下放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一般性的地方事务、企事业单位的事

务、群众自治组织的事务应由其自身依法办理，党和政府的上级机关尽量减少干预，而主

要负责制定政策方针、提供公共服务和依法进行监督。 

03.0580  全面改革  all-round reform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规章制度难免趋于僵

化、陈旧。应当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进行全面而有序的

改革。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互相促进，必须同步进行。 

03.0581  群众监督制度  public oversight system 

  人民群众依循制度化的渠道，对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按照法律

规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为此，要制定相关监督条例、原则，扩大人民的知情权、参政

权，建立群众监督的导向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群众监督是各种监督的基础。 

03.0582  人道主义和异化  humanitarianism and alienation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阶级性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所谓以人为

中心，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历史观，是同唯物史观对立的。作为主张平等待人的人道

原则，异化是指是人生产的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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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程度。 

03.0583  三步走战略  Three-step Development Strategy 

  1987年 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分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从 1981年到 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 1991 年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

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03.0584  社会主义不搞两极分化  no socialism with polarization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区域矛盾、

都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

败了；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落到资本主义去了。 

03.0585  社会主义的本质  essence of socialism 

  邓小平于 1992 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社会主义

经济本质、 

03.0586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fundamental task of socialism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我国底子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发展生产力。 

03.0587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ocialism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必须坚持的

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后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前一方面提出了实现发展目标

的制度保证。 

03.0588  社会主义法制  socialist legal system 

  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和平等意志。它包括

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 

03.0589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socialist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progress 

  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基础和条件，它的发

展又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03.0590  社会主义民主  socialist democracy 

  社会主义国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包括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两方面，是人类历史

上最新、最广泛和最高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法制相结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

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 

03.059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阶段，而是特指中国在生产

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即从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到 21 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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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9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主体的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

合的经济体制。与以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03.0593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socialist material civilization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两个

方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

战略目标。 

03.0594  社会主义现代化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

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03.0595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achieve national reunification is the nation's aspiration 

  1984 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同胞时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他创造性地提出

“一国两制”的构想，使香港、澳门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

场，但绝不排除使用武力。 

03.0596  市场经济  market economy 

  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的一种经济体制。它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

产相联系的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

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对经济运行起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作用。 

03.0597  思想政治教育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社会组织运用某种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根据人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的规律，通过显性或

隐性的方式，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特定社会要求的价值

取向的实践活动。 

03.0598  台阶论  theory of steps 

  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过几年有一个飞跃，

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然后继续前进。这一思想体现了从客观

经济规律出发，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的科学态度与雄伟气魄。 

03.0599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

际竞争的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型经济可以超出国界范围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也容易受

世界经济环境的制约和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03.060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 

  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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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03.0601  五讲四美三热爱  five Stresses, 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五讲是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是指“心

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是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

产党”。 

03.0602  先富后富  becoming well-off early and late 

  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手段是诚实劳动和合法

经营，不能用非法手段谋取暴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先

富要帮助带动后富，不搞两极分化。 

03.0603  乡镇企业  township enterprises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各类企业，包括乡镇

办企业、村办企业、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等。乡镇企业

对利用乡村地区资源、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较

大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 

03.0604  小康社会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小康社会”

的战略构想。“小康”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小康社会”是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的

一个特定发展阶段。 

03.0605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  patriotic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period 

  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联盟。

它的任务主要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03.0606  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period 

  军队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巩

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是我军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的高

度统一。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3.0607  新型民族关系  new ethnic relations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

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

等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共同繁荣又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物质保

证。 

03.0608  姓“资”姓“社”问题  pertaining to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issue 

  对于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必须从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摆脱出来，大

胆地试，大胆地闯，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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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免贻误改革时机，阻碍社会发展。但在所有制等改革性质问题上不

能不问姓“社”姓“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03.0609  沿海经济开发区  coast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zone 

  为了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给予优惠条件，试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

口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保税区、旅游度假区等经济性特区，吸收外商投

资，开办“‘三资”企业（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 

03.0610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one central task and two basic points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98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这一概

括。 

03.0611  一心一意搞建设  concentrate on development 

  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时代的要求出发，邓小平提出：“一心一意搞建设”应当成为

工作的中心。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全党同志必须贯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 

03.061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tak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ral task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

是实现党的历史性转折的一个根本性标志。 

03.0613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manage the economy with economic approach 

  面对改革的新形势和经济建设的新问题，经济管理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现代

科学管理方法和有关专业知识，认识和掌握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管理

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03.0614  真理标准大讨论  debating over the criterion of truth 

  1978 年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而引发，在中国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关

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这场讨论是“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两

种执政思想的讨论，是文化大革命路线和改革开放路线的较量。 

03.0615  政企分开  separate enterprises from government management 

  对传统国营企业改革一种理论和政策，强调政府的行政和经济职能应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职

能放开。目的是生产经营权利下放，减少政治权力对经济的支配和干预。 

03.0616  政治体制改革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

的积极性，应当通过改革消除具体政治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

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领导、有秩序、分步骤进行。 

03.0617  制度的决定因素  determinants of the system 

  制度是带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则。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03.0618  宣传思想工作的四个要求  four requirements for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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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在 1994 年 1 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高屋建瓴地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四

个总要求，即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

的作品鼓舞人。 

03.0619  四个教育  four aspects of education 

  江泽民根据新形势下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问题的实际情况，在 1994 年 12 月召开的军

委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命题，是对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

苦奋斗教育的简称。 

03.062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党的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

量之源。 

03.0621  “四个如何认识”  four points of how to understand 

  2000 年 6 月 28 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

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

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四个重要问题。 

03.0622  “四个同样重要”  four points of equal importance 

  江泽民 2002 年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四个同样重要”，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

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03.0623  “新三步走”战略目标  strategic target of the new three steps 

  党中央于 1997 年十五大在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确立的新“三步走”

战略，其目标：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建党 100 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

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国家。 

03.0624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great new undertaking of party building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概念，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人民完成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

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伟大革命而进行的

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它高度概括了执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建设

的总目标、总任务，指明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要求。 

03.0625  党的先进性  progressiveness of the Party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作基础、以优秀分子为成员、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

所形成的具体体现在党的理想、宗旨和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之中，体现在党员和党的

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之中的一种特质。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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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属性，是党的生命线。 

03.0626  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  two major historical tasks of the Party building 

  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以江泽民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2002 年 11 月 8 日，“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

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被写入十六大报告。党的建

设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是由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挑战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和党的自身状况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提出的新的党建任务，为党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明确了努力方向。 

03.0627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Party to give top priority to development 

in governing and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所谓“第一要务”，是相对于其他各种要务而言的。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根本任务所规定的，说明在党面临的各种繁重任务中，发展始终是第

一位的任务、根本的任务、中心的任务。 

03.0628  改革、发展、稳定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改革、发展、稳定，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总揽全局的重大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辩证统

一体：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

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事业之中。 

03.0629  弘扬主旋律  highlight the main theme 

  弘扬一种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当代中国，弘扬主旋律：就是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的，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

步、人民幸福的，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03.0630  基层民主  community-level democracy 

  公民在所居住的社会基层区域内，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和民主机制参与、管理自

身事务的一系列制度和过程的总称。 

03.0631  科教兴国战略  strategy for making China strong by develop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把科技和教育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

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而制定的兴国战略，是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战略。 

03.0632  可持续发展战略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可持续发展是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一种新发展观，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纲

领，是国家在多个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称。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保护资源和保

护生态环境协调一致。它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需要”和对需要的“限制”。 

03.0633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party is built for the public and exercises power for the people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是指中国共产

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任何的私利可言。其核心是“公”字。“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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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掌好权、用好权。其核心是“民”字。 

03.0634  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utilize native and foreign resources, utilize 

native and foreign markets 

  1984 年 10 月 20 日党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

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这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相结

合的一种战略思维与实践。 

03.0635  两个“坚定不移”和两个不能“含糊”  two “immovability”and two “unambiguity”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

糊。它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03.0636  民族精神  national spirit 

  一个民族在延续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带有广泛性和

普遍性的精神追求。一般说来，它是指民族性格中的优点部分，或民族道德与民族文化中

的精华部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03.0637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all-dimensional, multi-level and wide-

ranging opening pattern 

  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的一条重要方针和战略部署。全方位：指我国对外开放不仅要“引

进来”而且要“走出去”，对世界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多层次：指不仅设立经济特区，

而且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并且不断向内地延伸。宽领域：是指我

国不仅开放经济领域，而且在逐步开放政治、思想文化领域。 

03.063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basic programme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些目标和政策被党的十五大系统

地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的政治主张和行

动准则，成为党领导全国人民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行动纲领。 

03.063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basic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 

03.0640  三大规律  three basic laws on governance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六中会议首次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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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指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活动和建设的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指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人类

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 

03.0641  党的历史方位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party 

  党在十六大提出的科学概念，指党在时代和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认清党的历史方位，

是党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前提，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

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党的建设的成功推进，其前提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

把握历史方位。 

03.064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 21 世纪前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即“全

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

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03.064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健康向上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 

03.0644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   twelve major relationships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即：改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

二、三产业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

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

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关系。 

03.0645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相结合的政治文明形式，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核

心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将它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起，确

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 

03.0646  “两个先锋队”  “two vanguards” 

  江泽民在 200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我们

肩负的历史重任，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我们党要始终成

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六大明确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简称“两个先锋队”)写入了党章，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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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进一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

实现共产主义。 

03.0647  四信  four beliefs 

  江泽民在建党 80 周年讲话中强调：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简称“四信”。这是针对

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的变化而提出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四个问题。 

03.0648  依法治国  rule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law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

治国方略，其主要内容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

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

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03.0649  以德治国  rule of virtue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

治国方略，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其核心内容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以

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03.0650  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solve problems cropping up on the way forward 

through development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概括我党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到中共十六大这十三年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所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之一，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基础和根本。 

03.0651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strengthen party building in a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党的十七大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这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是我

们党顺利完成执政使命、正确应对新课题新考验和解决自身建设存在问题的现实需要。 

03.0652  与时俱进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马克思主义政党紧跟时代进步不断创新发展的特性和理论品质，也是我党坚持先进性和增

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

告中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

性。” 

03.0653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manage the country first we must well manage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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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1 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向全党提出了“治

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治国治党理念。这是党中央对我党 70 多年的历史和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03.0654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builde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江泽民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发生的新变化，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的讲话中提

出的一个新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

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

由职业人员等在内的六种人员。 

03.0655  新型工业化道路  new road to industrialization 

  特指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共十六大提出我国实现工业化的新道路是坚持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03.0656  文化创新  cultural innovation 

  民族和国家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博采众长、面向世界、推陈出新，它是一个民族

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文化创新表现为不断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又表现为不断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 

03.0657  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macroeconomic regulatory system of the state 

  国家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综合运用各种

不同手段和机制，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和管理的有机体系。建立宏观调节体系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 

03.0658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integrate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ule of law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科学内涵，反映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客观要求。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

质要求；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的辩证统一，关键在于坚持依法治国。 

03.065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leadership core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帅作用。党章明确

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

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和改

善党的领导，是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 

03.0660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system of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其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的权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

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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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61  科学发展观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

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03.0662  城镇化  urbanization 

  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

大的一种历史过程。 

03.0663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system of combating corruption through 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 

  中国共产党中纪委总结长期廉政建设经验提出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是反腐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的体现。 

03.0664  党的执政能力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

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

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03.0665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intraparty democracy is the life of the party 

  党内民主是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和优良作风，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党内监督的有力武器，对发展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

和带动作用。党的历史表明，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党的兴旺发达。 

03.0666  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

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03.0667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面向大众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文

艺精品创作服务体系、文化知识传授服务体系、文化传播服务体系、文化娱乐服务体系、

文化传承服务体系、农村文化服务体系。 

03.0668  共产党执政规律  laws of governanc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活动和建设的规律，是执政的共产党自觉能动地开展活动和从事自

身建设的依据,是要科学认识、正确把握党的执政所面对的党内外各种重大关系的本质联

系。江泽民在 2001 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个重

大的命题和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03.0669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2004 年 9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03.0670  和平发展道路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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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是“和平”与“发展”的完美结合，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

是和平之本。内容包括: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坚持和平、发展、合作，与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

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03.0671  和谐发展  harmonious development 

  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发展方式。追求的是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集中体现。 

03.0672  和谐文化  harmonious culture 

  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系统，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

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为一体，包含着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胡锦涛在《在中

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和谐文化既

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03.0673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win-win strategy of opening up 

  通过对外开放并参与经济全球化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要兼顺本国经济发发展

对别国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协调发展。 

03.0674  两型社会  two-oriented society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

上，尽可能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满足以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模式。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03.0675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system of community-level self-governance 

  依照宪法和法律，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为领导，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城乡地区实

现居民直接行使相关政治权利及所在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

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03.0676  民主执政  democratic governance 

  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 

03.0677  依法执政  law-based governance 

  党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觉带头遵守法律，采取措施保证法律

的实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

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03.0678  科学执政  scientific governance 

  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以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式组织和带领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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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79  理论创新  theoretical innovation 

  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要求，在前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对

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新的理论分析和解答，对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

发展变化的趋势作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作新的理性升华。所有这

些均要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其正确性后，才是真正的认识创新。 

03.068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adapt marxism to the needs of China’s 

conditions, of the era and of the peopl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

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 

03.0681  求真务实  be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追求真理，把握规律，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

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 

03.0682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对待资源、环境、人口的开发和利用方面，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

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03.0683  全面发展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03.0684  人才强国战略  strategy for making China strong by training competent personnel 

  依靠人才兴邦，走人才强国之路，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是人才强国战略

的核心要义。 

03.0685  服务型政府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任务之一。是遵循社会公正和民主，

按公共参与和共同治理的法定机制和程序而组建起来的，为公民提供满意服务并承担相应

责任的政府。 

03.068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其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03.0687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无产阶级领导国家政权，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 

03.0688  社会主义荣辱观  socialist views on honor and disgrace 

  简称：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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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

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2006 年 3 月 4 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

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络组讨论时提出，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把它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 

03.0689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中“社会”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与其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

的一个领域。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是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利益关系、

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功能、健全社会保障、增强社会活力、建立和创新社会管理和社

会服务的体制机制，努力构建有利于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同富裕而又和谐相

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协调的社会秩序。 

03.069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03.0691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campaign to study and apply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从 2008 年 9 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

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是党员干部受教育、

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 

03.0692  四个划清  four distinctions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

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

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03.0693  文化软实力  cultural soft power 

  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主要是文

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和有关政策制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力量。文化软实力的提

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是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关系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实现，也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03.0694  文化事业  cultural services 

  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同化优秀域外文化，丰富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道

德素养、审美水平和才智能力，纯化和优化社会风气、生产秩序、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

并能给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为目的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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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95  文化体制改革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体制机制，

建立有利于创设优秀文化观念，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先进的

文化成果惠及最大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 

03.069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制度的总称。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

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03.069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socialis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开创的正确道路。 

03.069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一部分。即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3.069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03.0700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rural land 

  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的土地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即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

农民有土地承包权和一定规则下的经营权流转。在三权分置基础上，各村可以实行统一集

体经营或其他经营方式。它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

法的决定，将三权分置的制度法制化。 

03.070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change the growth model 

  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出

口、消费、投资协调发展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

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第二产

业带动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

向“共同富裕”转变。 

03.0702  自主创新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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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的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 

03.0703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验  Party's basic experienc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

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

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3.0704  党的建设科学化  scientization of Party building 

  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使党的

建设符合科学的性质或状态。 

03.0705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great development and enrich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

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03.0706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

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的均等。 

03.07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socialist system of social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主要包括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主

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

组织体制，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03.07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socialist system of law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

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03.0709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core values of revolutionary armyman in current 

generation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03.0710  党的性质  nature of the Party 

  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质的规定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

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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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11  党的宗旨  purpose of the Party 

  一个政党存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

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重要标

志，也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内容。 

03.0712  党的指导思想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Party 

  指导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又称党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03.0713  党的最高纲领  maximum programme of the Party 

  党的纲领是党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而确立的行动方略，包括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

分。党的最高纲领是指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03.0714  最低纲领  minimum programme of the Party 

  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主张的集中反映。最低纲领根据革命或建设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不

同而有所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

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03.0715  党的阶级基础  class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任何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都代表一定的阶级意志和利益，都有其阶级基础。超阶级的政

党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阶级，是中

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03.0716  党的历史任务  historical task of the Party 

  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在新的世纪，继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

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 

03.0717  党的最高理想  highest ideal of the Party 

  即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

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03.0718  党章  Party constitution 

  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所制定的章

程。一个政党的党章主要包括该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任务、组织结构、组织制度，

党员的条件、权利、义务和纪律等内容。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多次代表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订。2022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初心使命、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等内容写入党章。 

03.0719  党员标准  standards of Party members 

  党章对党员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党员标准由申请入党的条件、党员的基本条件和党员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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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与权利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它们互相联系，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规定了

党员标准的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党员标准的有机整体。 

03.0720  党员的权利  rights of Party members 

  党章规定的党员应当享有党内的各项权利。按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享有八个方面

的权利。 

03.0721  党员的义务  duties of Party members 

  党章规定的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是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党员条件的具体化，也是衡

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具体标准。按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履行八个方面的义

务。 

03.0722  中国共产党党旗  fla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旗面为红色，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红色

象征革命，黄色的锤子（榔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03.0723  群众基础  mass base 

  政党的群众基础本质上就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政党角度来看，就是党在人民群众

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从群众角度来看，就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认同。 

03.0724  创先争优  compaign to excel in the work 

  即“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活动”的简称。创先争优活动是基层党组织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体现，是在基层党组织中广泛开展并富

有成效的一种活动形式。 

03.0725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Party must act within the scop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法律是我国一切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准则。党是一种组织，要在宪

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2 年党的十二大党章首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

内活动”。 

03.0726  党代会代表任期制  tenure system for delegates to Party congresses 

  各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同级当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可以以代表身份从事其职责权限范

围内活动。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2007 年党的十七大正式决

定，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并在党章中作了相应规定。 

03.0727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主要目标是，适应新形势

新任务的要求，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使基层党组织成为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从支部设置、班子建设、制度建设、教育管理等方面抓好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03.0728  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  overall layou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是：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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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

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03.0729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making Party building more scientific 

  主要是要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规律。其根本要求是，以科学理论指导党

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符合科学的性

质或状态。 

03.0730  党的建设总目标  general goa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党的建设总目标是随着党领导的事业发展和党自身状况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十

八大进一步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总目标，与以往提出的目标相比，更加突出了党

的先锋队性质、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为党的建设注入了新内涵，指明了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的方向。 

03.0731  党的领导制度  leading system of the Party 

  党的领导工作与活动的规则和程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

来的，它对党的领导机关的产生、构成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领导机关的权限、活动程序、

工作指导原则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03.0732  党的信访工作  Party's works of handling people's complaints expressed in letters or 

visits 

  党的信访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各级党组织及其部门依据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有关规定，受理和解决党员、干部、群众或者有关组织通过书信、走访、电话、电

子邮件、传真等形式提出或反映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活动。 

03.0733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for improving Party conduct and 

upholding integrity 

  各级党委（党组）、政府（行政）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

应当承担责任的制度。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主体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各级党政

领导班子中的正职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 

03.0734  党管人才原则  principle of the Party exercising leadership over personnel management 

  党组织必须始终坚持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管大局、管战略、管政

策。也就是要通过政策支持、精神激励和环境保障，促进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作用；

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对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宏观管理和

综合协调。 

03.0735  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  four principles of inter Party relations 

  中国共产党在与各国政党交往中，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

务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新型党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其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基础；完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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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则是关键；互相尊重原则是前提；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保证。 

03.0736  党内监督  inner-Party supervision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依据党章、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在党组织内部通过检查、督促、

评价、揭露、举报、处理等方式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活动进行的监

督，主要包括党组织的监督和党员相互间的监督。 

03.0737  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system of intra-Party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为规范党组织决策行为，通过预定的程序、规则和方式，确保决策能广泛吸取各方意见、

集中各方智慧、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它是

由制度设计、程序设定、规则设立、机构设置有机构成的完整体系。 

03.0738  党内民主制度  institutions for intra-Party democracy 

  党内形成的保障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的制度。

主要包括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方面的制度。 

03.0739  党内选举制度  inner-Party election system 

  党内选举制度是由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

举工作条例》等所规定的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它是保障党

员正当行使选举权利，实现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 

03.0740  党群关系  Party-masses relationship 

  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具体是指政党与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公民以及自治性组织的关

系。对于在野的选举型政党来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获得政权的唯一通途；对于执政党来

说，处理好党群关系是为了巩固执政基础，扩大执政资源，提高执政能力。 

03.0741  党委班子五个好  five goods of the Party committees group 

  又称“党支部班子五个好”。在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中对村级党组织和乡镇党

委建设提出的目标要求，具体包括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

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五个方面的内容。 

03.0742  党务公开  transparency in Party affairs 

  通过会议、文件、媒体等多种形式，及时向党员通报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党的各级组织

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情况；规范“先党内、后党外”制度，坚持重大事情党内先知道，

重要文件党内先传达，重大问题的决定党内先讨论，重大决策的实施党内先发动，增强党

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03.0743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principle of selecting officials on the basis of both their 

moral integrity and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with priority given to the former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是对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丰富发展，是新时期

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该原则要求选拔任用干部既注重才能，更注重品德，从而

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人手中，对于确保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具有决定性作用。 

03.0744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leadershi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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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methods of the Party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首先要明确党的领导

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同时必须处理好党委与人大、党委与政府、党委与政协以

及人民团体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03.0745  公开选拔  public election 

  面向社会选择地方党政机关工作部门、工作机构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的行为。党政机关

工作部门、工作机构的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也可以公开

选拔。从职务层次看，公开选拔适用于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

密等特殊职位，不宜进行公开选拔。 

03.0746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observing the Party spirit and ethical standards and setting 

good examples for the public 

  党的十七大对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讲党性就是要加强和改进思想作

风，保持政治坚定性。重品行就是要加强和改进生活作风，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作表率

就是要树立先锋模范意识，行动上优于一般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 

03.0747  流动党员  mobile party members 

  离开本单位或居住地党组织外出务工经商或从事其它正当职业，无固定地点或无法转移组

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外地或者外单位流入本地或本单位未转移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 

03.0748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democratic evaluation systems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就是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通过对党员的正面教育、自我教育和党

内外群众的评议以及党组织的考核，对每个党员在各项工作中的表现和作用做出客观的评

价，并通过组织评议，达到激励党员、纯洁党组织、整顿党员队伍的一种加强党的建设的

制度。 

03.0749  全委会票决制  committee voting system 

  地方党委全委会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干部任职（推荐或提名）的办法。 

03.0750  三会一课  three meetings and a lesson 

  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的制度。三会一课制度是

党的基层支部长期坚持的重要制度，也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员教

育的重要制度。 

03.0751  三级联创  three lian 

  在县、乡镇和村三级党组织中，开展的以“五个好”村党组织、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先进县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活动。该活动同时把创建基层满意的县直涉农部门和群众满

意的乡镇站所也纳入“三级联创”活动中，把县、乡镇、村的联创与县直涉农部门和乡镇

站所争创先进结合起来。 

03.0752  社区党建  Party building in communities 

  街道、社区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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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街道、社区党建就是要紧紧围绕城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密结合城市社区建

设的实际，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城市社区党

建工作新格局，提高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扩大党在城市工作的

覆盖面，为创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促进城市现代化

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03.0753  统筹城乡党建  coordinate party building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在推进地方党建过程中，打破区域界限，打破条块分割，把城乡党建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

对待，形成城乡基层党建工作“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资源共享”的新格局，从而实现城

乡基层党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03.0754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exercise overall leadership and coordinate the efforts of all 

  总揽全局，就是各级党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上，有效地实施党在

各个领域的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协调各方，就是党委要统筹协调好党委、人大、政

府、政协的关系，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实施，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03.0755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intra-party oversight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根据党章而制定的专门条例。《条例（试行）》共 5 章、47 条，于 2004 年 2 月 17 日由中

共中央发布并试行。201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共 8 章，即总则、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党

委（党组）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党内监督

和外部监督相结合、整改和保障、附则，共 47 条。 

03.0756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discipline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为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

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

规的贯彻执行，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实践而制定的专门条例。1997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这是党内第一个纪律处分

条例。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 年 10 月修

订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7 年 8 月 26 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公布。 

03.0757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保障党员

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据党章而制定的专门条例。作为党员权利保障的基础性法

规，早在 1995 年党中央就印发了试行《条例》，并在 2004 年进行修订。2020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正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共 5 章，52 条。 

03.0758  口袋党员  pocket part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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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指组织关系长期放在“口袋”中，人在一处、组织关系在另一处，不办理组织关系接转

手续的党员。 

03.0759  支部建在楼上  establish the party branches in the buildings 

  为解决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问题，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一些地方党组织实行的以

党员工作或生活的楼宇为单位建立党支部的做法。 

03.0760  两推一选  two recommendations and one election 

  选举产生村级党组织成员的一种方法。在村党组织进行换届时，先由党员和村民代表投票

推荐党组织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再由乡镇（街道）党委依据推荐票数和村党组织委员任

职的基本条件，进行审查并确定正式候选人，然后在党员大会上差额选举村党组织委员会

委员。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当选的委员中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 

03.0761  大学生村官  little village official 

  到农村（含社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其他村“两委”职务的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的应届或往届大学毕业生。 

03.0762  群体性事件  group events 

  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

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

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

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各

种事件。 

03.0763  人民民主  people's democracy 

  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之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形式。在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体现了工人阶级

等广大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人民民主具有广

泛性和真实性。 

03.0764  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又称“审议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通过协商的形式对公共事务进行民

主讨论，达成共识，做出决策。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

是民主的不同表现形式。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

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协商民主在我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概念，并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规划和部署。 

03.076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system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

党制度。中国的多党合作制既不同于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也根本不同于某些资本

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而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在多党合作的关系中，共产党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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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领导地位的唯一政党，各个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而是参政党，发挥着参政议政、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功能。多党合作的指导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合作的重要渠道和场所。 

03.0766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exercising power for the people, showing 

concern for them and working for their interests 

  权为民所用，就是要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

人民，绝不以权谋私；情为民所系，就是要坚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

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绝不脱离群众。利为民所谋，就是要始终把维护

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切为

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绝不与民争利。这三句话是胡锦涛在 2002 年在西柏坡考察时首

先提出的。 

03.0767  权为民所赋  right is endowed by the people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的行使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

一个重要观点。 

03.0768  裸官  naked official 

  全称“裸体官员”。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

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03.0769  任前公示  system of keeping the public informed before oppointment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地（厅）、司（局）级以下领导职

务的，除特殊岗位和在换届考察时已进行过公示的人选外，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后、

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一般为七至十五天。公示结果不影

响任职的，办理任职手续。对干部进行任前公示，是为了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选好、

选准。 

03.0770  双培双带  double training and double helping 

  “双培双带”最初是农村党建工作的一种创新机制，即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

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双培双带”后来在基层党建推广开来，即把党员培养

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双培双带”实质上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 

03.0771  四议两公开  four proposed two open 

  即“4+2”工作法，该工作法由河南省邓州市率先提出。这种工作法主张，农村所有村级

重大事项都必须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决策实施。“四议”

包括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

公开”包括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四议两公开”是推动基层民主发展的有效形式。 

03.0772  权力制约  power restriction 

  为了防治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而对权力进行制衡与约束。它既包括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

制约，也包括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约，如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共产党借鉴但不照搬西

方国家在权力制约的经验，正在探索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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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03.0773  权力监督  power supervision 

  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进行检查和督导以及纠正的行为。权力监督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

之一。在我国,根据权力监督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

督、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 

03.0774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anti-corruption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ddress both its symptoms and root cause and combine punishment with 

prevention, with the emphasis on prevention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是 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

出的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标本兼治、综

合治理”八字方针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上从标本兼治、更多地注重

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注重预防的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 

03.0775  党员主体地位  Party's principal position 

  广大党员是党的一切活动的主体，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实践中居于自主、积极、主动的

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广大党员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具备较高的参政议政素质和能力，能

够积极参与党内事务，认真履行义务，积极行使权利，从而使党的各项建设和各种活动始

终以党员为主体来展开，党内事务能够充分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党内民主高度发展，党

内和谐充分实现。 

03.0776  党代表大会制度  system of Party congresses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

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

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组织

制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民主，促使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规范化，保证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3.0777  腐败  corruption 

  原意是食品因变质而产生臭气刺激味和毒性物质的一种自然现象，后来被广泛引申到社会

和政治领域。广义上指的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

现象。狭义上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 

03.0778  商业贿赂  commercial bribe 

  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

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是一种腐败行为。根

治商业贿赂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 

03.0779  职务犯罪  duty crime 

  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职

务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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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80  预防腐败  preventing corruption 

  对腐败问题防患于未然。腐败问题的治理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这是世界各国在反腐

败问题上的共识。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

预防”的反腐败战略方针，反腐败斗争开始进入预防为主的新阶段。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级预防腐败专门机构，成立于 2007 年 9 月。 

03.0781  网络反腐  network anti-corruption 

  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舆论、网络举报而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行为，是反腐败斗

争的新方式。网络作为一种工具，具有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但也存在信息

失真、扩散的问题，网络反腐的有序进行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 

03.0782  制度体系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党为了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对党内生活

的各个方面的行为准则加以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活动。 

03.0783  廉政文化  clean government culture 

  政党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反映。廉政文化凝聚着公务人员行为交往的精神追

求、精神准则、行为规范，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

表明，反腐倡廉建设既要注重制度，也要注重文化，二者不可偏废。 

03.0784  两规两指  two regulation and two design 

  又称“双规双指”。“两规”是指《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

“两指”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

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

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03.0785  “四大危险”  four risks 

  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首次提出。指的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

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大危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

识，以及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自觉意识。 

03.0786  “四大考验”  four tests 

  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首次提出。指的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

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

环境考验。它们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03.0787  党的先进性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advanced nature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

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建设，要长期从党的思想、组织、作

风、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来加以推进。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6 月，在全党分三批开展以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十八大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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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的主线。 

03.0788  党的纯洁性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purity 

  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是由

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

证，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大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并列

为党的建设的主线。 

03.0789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

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

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 55 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提出了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把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的主线。 

03.0790  党组  leading Party members' groups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

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可以成立党组。党组不是党组织，只是党组织的派出工作机构，

不具备党组织所具备的独立权利，比如不能发展党员等。党组和党委具有区别。 

03.0791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Marxist learning Party 

  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不断学习，运用科学理论加以武装，具有世界眼光、

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03.0792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  Marxist party that learns,innovates and 

serves the people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党的建设新目标。学习型政党，就是能够形成重视学

习、善于学习的理念，建立持续学习的保障机制，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学习方法，使学习

成为内在需求，主动地运用学习的理念去处理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复杂问题。服务型政党，

就是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把服务人

民作为执政的首要价值和核心任务，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创新型政党，就是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一切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改革创新作为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量，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03.0793  四个全面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其

主要内容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03.0794  全面从严治党  exercise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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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不仅要覆盖全体党员、

所有党组织，更要覆盖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及各个部门，尤其重点抓好“关键

少数”。“严”就是指管党治党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

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党的基层支部，都要担负起主体

责任，各级纪委都要勇于负起监督责任，处理好常委和纪委之间的责任关系，尤其党委书

记要把抓党建作为自己的应尽职责。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03.0795  五位一体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全称“五位一体整体布局”。“五位一体”是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现代化

建设的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科

学回答。其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

设是基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协调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03.0796  两个一百年  Two Centenary Goals 

  全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

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

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2049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03.0797  中国梦  Chinese dream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中国梦的基本

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03.0798  “一带一路”倡议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的重大

决策。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

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开始被简称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 

03.0799  总体国家安全观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指以人民安全

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

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

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

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

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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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00  人类命运共同体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2011 年以来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关于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未来的新理念。其基本内涵是：

各国共处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

中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03.0801  四个意识  Four Consciousnesses 

  2016 年 1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四个意识，即：全体党员要有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03.0802  四个自信  Four-sphere Confidence 

  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03.0803  两步走战略  two-step strategy 

  中共十九大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的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

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3.0804  四个伟大  great struggle, great project, great cause, and great dream 

  习近平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治国理政方针理论。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3.0805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总目标：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

取得明显成效；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03.0806  建党精神  spirit of party building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

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03.0807  八个明确  eight affirmations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的“八个明确”：

第一，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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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

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第

四，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六，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第七，明确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

地位。 

03.0808  “两个阶段”战略安排  “two stages” strategic arrangement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

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3.0809  十四个坚持  fourteen commitment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做到十四个坚持，即：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四、坚持新发展理念；五、坚持人

民当家作主；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八、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十一、坚持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十三、坚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03.0810  两个确立  Two establishment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地位。 

03.0811  两个维护  Two Upholds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03.0812  四个服从  Four Principles of Deference 

  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

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03.0813  十个明确  ten affirmations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十个明确，即：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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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高政治领导确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

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四、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五、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六、明确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七、明

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

发展和安全;八、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九、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

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明确全面从

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03.0814  十三个方面成就  thirteen areas of achievement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从十三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即：在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

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

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

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在经济

建设上，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之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在政治建设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

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全面依法治国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

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在文化建设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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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

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建设上，人民生活全方位

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

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

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国家安全得到全

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

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党中央

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推动香港局势实

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

实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

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外交工作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

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03.0815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个伟大成就”   "Four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Centennial Struggle of the CPC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个伟大成就”，即：报党领导

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

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03.0816  四个伟大飞跃  Four great leaps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共百年历程实现了四个“伟大飞跃”，即：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四个“伟

大飞跃”的成就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

题的辉煌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3.0817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histor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Party’s endeavors 

over the past century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

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

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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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

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03.0818  新发展理念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

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把“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十四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2022 年 10 月，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

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再次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新理念、新思想。 

03.0819  全过程人民民主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与现实接通、与人民

利益相连的具有操作性的民主形态，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定型的必然产物。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和优势的新概括。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03.0820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New Road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

化新道路”的重要论断。，并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此后他在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任务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

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五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03.0821  中国式现代化  Chinese modernization 

  在中共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被明确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03.0822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03.0823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central tas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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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复兴。 

03.0824  第一要务  primary task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03.0825  “两步走”战略安排  “two-step” strategic plan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

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03.0826  十年来“三件大事”  three major events in the past decade marked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八大召开至今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

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03.0827  三个务必  three imperatives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

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加绚丽的华章 

03.0828  五条重大原则  five major principles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

持发扬斗争精神。 

03.0829  五个必由之路  five pathes the Party must take to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

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

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

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3.0830  六个必须坚持  Six must insisted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

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站

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 

03.0831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the secon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escape 



188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

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

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雄厚底气。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蕴含着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 

04. 其他部分 

 

04.01  基本词汇 

 

04.01.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4.0001  换班制度  shift system 

  资本家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日工和夜工昼夜换班劳动的一种经营方

法。 

04.0002  行会制度  guild system 

  封建社会城市中的同业组织。中国旧称“行帮”。是封建社会城市商人和各业手工业者在

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为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的利益，在协议、联盟

的基础上，由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建立的组织体系。一般分为手工业行会、商人行会两种。 

04.0003  工厂  factory 

  以机器或机器体系为主要手段的不同种工人进行协作的工业劳动生产组织形式。它是随着

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 

04.0004  工厂立法  factory legislation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颁布的一系列有关调整

劳动关系的法律。1802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工厂

立法的开端，也被认为是现代劳动法的开端。 

04.0005  复本位制  bimetallic standard 

  与“单本位制”相对。同时用金、银两种金属铸币作为本位货币并规定其币值对比的一种

货币制度。英、美、法等国在确立金本位制以前，都曾在 18—19 世纪长期采用复本位制。

复本位制具有不稳定性。 

04.0006  单本位制  monometallic standard 

  与“复本位制”相对。国家规定以一种特殊商品(一般是贵金属)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

主要有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两种形态。其特点是：只有一种金属铸币(金币或银币)为本位



189 

 

币，可以自由铸造，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并规定本位币有一定的含金量；流通中的货币除

本位币外还有辅币，对辅币进行限制铸造，具有有限法偿能力，以保证本位币在货币制度

中的主导地位。 

04.0007  拜物教  fetishism 

  原始宗教的偶像崇拜。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

误认为有神在支配。他们把某些东西（如火石、树木、弓箭等）当作神灵来崇拜，赋予它

以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对它们祈祷、礼拜或祭奠，认为这样就可以获得嘉惠与庇佑。

拜物教一词，也用来比喻对某些事物的迷信或盲目崇拜。马克思为了阐明商品经济特殊的

神秘的颠倒性而使用了这个词。 

04.0008  货币拜物教  money fetishism 

  由商品拜物教发展而来。是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经济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

由这些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货币出现之后，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又进一步被物的外衣

所掩盖。货币可以买到任何商品，由此造成一种假象，好象作为货币的金银，具有能够变

成任何财富的天然属性，有决定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 

04.0009  法院制度  court system 

  有关法院的性质、功能、组织体系、法官制度及其基本运作机制等制度的总称。 

04.0010  妇女解放  emancipation of women 

  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与男子有平等地位和权力。废除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无权的、

不平等的、附属的地位，使妇女从被奴役、被压迫、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妇女不平等的社

会地位，根源于私有制和男子占有财产。 

04.0011  父权制  patriarchy 

  又称“父系氏族制”。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组织体制，特征是部落中的成年男子在

经济和其他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妇女成了被剥削的对象。父权制是相对于母权制而言的。

在父权制阶段，孩子们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并（通常由儿子）继承了他的财产。 

04.0012  个人崇拜  cult of personality 

  又称“个人迷信”。夸大领袖个人的作用，不适当地推崇领袖人物，并使其神化和当作偶

像来崇拜的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人民群众和个人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个

人崇拜颠倒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领袖处于组织之上，不是要求领袖代表群众，而

是要求人民忠于领袖个人，认为领袖个人对历史发展的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马克思主义

既反对个人崇拜，同时也反对贬低领袖个人的作用。 

04.0013  个体婚制  monogamy 

  又称“单偶婚”“一夫一妻制”。由一男一女结成稳定的配偶关系的婚姻家庭形式。个体婚

制下的子女是父方家族的成员，而不是母方家族的成员。 

04.0014  继承权  right of inheritance 

  继承人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包括两种含义：（1）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它是指

继承开始前，公民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遗嘱的指定而接受被继承人遗产的资格，即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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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继承遗产的权利能力。（2）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它是指当法定的条件具备时，

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已经拥有的事实上的财产权利，即已经属于继承人并给他带

来实际财产利益的继承权。继承遗产的内容由法律、习俗和立遗嘱来规定。 

04.0015  军国主义  militarism 

  主张扩军备战，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和政策。军国主义者竭力扩张军备，

使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都为战争和侵略目的服务。 

04.0016  军事民主制  military democracy 

  原始社会后期形成的部落联盟组织制度。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社会组

织形式，适应于当时军事活动的频繁需要而产生。军事民主制是由部落联盟议事会、人民

大会、军事首领三者并列组成的机构。 

04.0017  立法权  legislative power 

  国家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统治阶级通过国家的立法活动把自己的意志用法律的

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具有普遍遵守的效力。 

04.0018  群婚  group marriage 

  原始社会早期的婚姻形态，指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共为夫妻。它在人类两性关系史上，存

在于杂乱性交过渡到对偶婚之前的时期。群婚的存在与发展，是同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

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生活状况相适应的，并受人类发展中自然选择的制约。群婚相对于

杂乱性交是一大进步。 

04.0019  神权政治  theocracy 

  由宗教领袖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出现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剥削阶级国家实行政教

合一的一种统治形式。宗教领袖自称是“神”的化身或代表，总揽教权和政权，各级僧侣

兼管教务和政务，直接统治人民。 

04.0020  世界精神  weltgeist 

  又称“宇宙精神”。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世界

精神指宇宙整体的本质。黑格尔把它看作是决定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过程的东西，是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决定力量，人类历史则是世界精神借以揭示自己的场所，是世

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虽然极其神秘，但它包含有理性、自由、平

等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04.0021  世俗教育  secular education 

  在欧洲中世纪，随着封建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巩固，为了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和市民阶级反对

教会垄断教育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有别于教会学校的教育形式和结构，其主要形式包括

宫廷学校、骑士教育和城市教育。其与宗教教育相对。 

04.0022  无产阶级文学  proletarian literature 

  无产阶级文学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并在各方面做了创新。它深刻地揭露了旧

世界黑暗腐朽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热情描绘了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塑造了无产阶级

革命英雄的高大形象，歌颂了共产主义的光辉理想，开创了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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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23  原罪  original sin 

  基督教的一种教义。该教称人类始祖亚当因违背上帝命令，吃禁果而犯下的罪，传给后世

子孙，绵延不绝，故称“原罪”。 

04.0024  宗法关系  patriarchal relations 

  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统治关系。宗法关系辈分森严、尊

卑显别，通过逐级分封，形成宝塔式的等级统治体系，不仅全族系属分明，权势、亲疏亦

随之有别。这就有力地维护了贵族、地主的世袭统治地位。 

04.0025  宗教  religion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产生于原始人

把自然力人格化、神秘化的自发信仰，它相信并崇拜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

认为它主宰着世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被统治阶级所强化，以利于巩固对被统治阶

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支配着人们的自然力和社会

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歪曲的反映。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 

04.0026  宗教裁判所  Inquisition 

  又称“异端裁判所”“宗教法庭”。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的机构。教皇洪诺留

三世于 1220 年通令建立。裁判所以教皇为最高首脑，裁判官由教皇任命并直接控制，不

受地方教会机构和世俗政权的监督制约。裁判所残酷迫害“异端分子”以及反对封建势力

的人士，包括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自 16 世纪起，随着教皇权势的下降逐渐趋于衰

落。 

04.0027  宗教教派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宗教社会学用语。从一种较大的宗教团体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自认为其信仰是唯一真正

的信仰，并负有恢复宗教真面貌的使命。在教派中，一般有较强烈的共同情感与宗教上的

自我认同感。 

04.0028  宗教教育  religious education 

  广义的宗教教育指一切与宗教有关的教育制度和活动；狭义的宗教教育指直接由宗教组织

承办、以培养宗教神职人员为目的、以宗教神学知识为内容的教育制度。 

04.0029  博爱  universal fraternity 

  泛爱一切人，普遍地和睦相处。博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博爱思想反映

了历史上进步思想家对于理想的一种追求，但在阶级社会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没有

平等，也不可能实现博爱。 

04.0030  大地主所有制  large landlord owership 

  一个地主、领主或贵族掌握大量土地，并以此来剥削农民，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流。 

04.0031  农民小土地所有制  peasant proprietorship 

  又称“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农有制”土地归农民各家各户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在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农民占有的土地很少，生产规模不

大，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进行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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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32  奴隶制大庄园  slavery plantation 

  又称“奴隶主大土地所有制”“大田庄”“大地产”。罗马奴隶制发达时期盛行的奴隶主大

土地所有制的一种经营方式。庄园的主要劳动力是奴隶，它是在排挤、兼并自耕农的小块

土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04.0033  马尔克公社  March Community 

  古代日耳曼人按地域关系由若干大小不等的村落组成的土地公有私用的农村公社。它是从

氏族公社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马尔克是原始公社发展的最后阶

段。由于内部私有势力的演进和外部私有制的影响，导致马尔克逐渐解体。 

04.0034  人民宪章  People's Charter 

  1838 年 5 月 8 日，宪章派以法案的形式，公布了争取普选权的 6 点要求，即人民宪章。

人民宪章为英国宪章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宪章规定，年满 21 岁的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

无记名投票，保障选民运用其选举权；取消议员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以薪金，使无财

产者有条件离职任议员；合理划分选区，保证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平等权利；议员每年

改选一次。1839 年、1842 年和 1849 年，人民宪章 3 次被议会否决。 

04.0035  一夫一妻家庭制  monogamous family 

  又称“专偶婚”“单偶婚”。以一对男女结为夫妻的个体婚为基础的家庭形式。它是在野蛮

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

一。 

04.0036  约翰牛  John bull 

  原是 18 世纪英国作家约翰·阿布什诺特（John Arbuthnot）在《约翰·布尔的历史》中所

创造的形象——一个矮胖愚笨的绅士，用来讽刺当时辉格党的战争政策。由于“布尔”在

英文中是牛的意思，故译为“约翰牛”。 

04.0037  罢工  strike 

  工人们为达到某种要求而同时集体停止工作的一种联合行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罢工是

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经常采取的一种斗争形式。根据斗争目

标和性质，分为经济罢工、政治罢工、总罢工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是工人阶级争

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制止资本家专横，保障工人必要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一个重要

手段。 

04.0038  财产  property 

  财产最初意味着劳动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马克思认为

财产是在复杂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制度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基本关系。财产形式的变化是

标志经济社会形态演替的主要特征。 

04.0039  赤贫化  destitution 

  简称“赤贫”。在社会最贫穷的集团中因缺乏或没有足够的收入或财产造成的悲惨状态。

赤贫是资本主义社会财产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劳动群众、失业以及政府忽视

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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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40  法  law 

  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

和。法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

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04.0041  发明  invention 

  人类创造新的、前所未有的产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创造性探索活动。各国有关法

律对发明都有明确的限定。发明既指人们的首创性活动（包括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和能动的

实践活动），也指这种首创性活动所获得的成果。 

04.0042  发现  discovery 

  人类认识客观对象及其规律的探索性活动。一般来说，被发现的对象是前所未知的，本来

就存在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 

04.0043  古代  ancient world 

  通指奴隶制时代，从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到奴隶制瓦解。广义的古代也包括原始公社制时代。

因各国、各民族发展不同，无统一界限。 

04.0044  婚姻  marriage 

  为法律和社会确认的男女两性建立夫妻关系的结合形式。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基础，由

于婚姻而产生夫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作为婚姻关系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具有自然与社会

双重属性，其本质是以男女自然条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因此，它既受自然法则影响，也

受社会规律制约。 

04.0045  交通  transportation 

  交通包括运输和邮电两个方面。运输的任务是运送旅客和货物。目前主要有五种运输方式：

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邮电是邮政和电信的合称；邮政

的任务是传递信件和包裹，电信的任务是传送语言、符号和图像。 

04.0046  解放  emancipation 

  社会学说和历史观的概念。解放指摆脱依附和压迫，也指从过时的观念的统治下摆脱出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解放主要是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 

04.0047  进步  progress 

  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或从简单形式到复杂形式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

前进是进步的基本媒介。进步的实质是对立面的斗争——新的和朝气蓬勃的东西同旧的、

衰朽的东西之间的斗争。 

04.0048  同盟歇业  alliance stop business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主联合起来关闭企业和大批解雇工人的行为。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和

破坏工人为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而斗争的一种手段。 

04.0049  劳动券  labor voucher 

  证明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而且据以向社会领取个人消费品的凭证。早在 1832 年，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伦敦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中曾使用。马克思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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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社会，已经不存在商品货币，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劳动之后，从社会领回一张证明

他劳动时间的证书，据此领取相应数量的消费品，这张证明就是劳动券。 

04.0050  利益  interests 

  人们作为单个的个人所产生的并成为他们行为的原因的需要，以及在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

层次上和在大的社会共同体（阶级、民族）的层次上形成的需要。根据利益的指向，通常

分为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 

04.0051  历史  history 

  广义的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也泛指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狭义的历史指人类社

会已发生的事件、经历的过程。自然史通常是在没有人的意识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人

类史则是由有意识的人所创造的。自从人类产生以后，自然史和人类史、社会史就相互制

约，相互影响。 

04.0052  起义  uprising 

  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反抗反动统治阶级或外国侵略者的剥削、压迫而爆发的武装斗

争。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农民起义和工人起义。 

04.0053  神学  theology 

  意为“关于神的学问”。基督教论证上帝（也称天主）的存在、本质和研究教义、教规的

学问。也泛指各宗教的宗教学说或一种宗教教义的系统化阐释。公元前 3 世纪，希腊的一

些哲学家已使用，后为基督教所沿用，故常专指基督教神学。 

04.0054  小手工业者  small handicraftsman 

  占有少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生产资料，自己从事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以其成品出卖，

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称为小手工业者，或独立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一般不雇用

工人，有时雇用辅助性质的助手和学徒，但仍以本人的手工业劳动为其主要生活来源。 

04.0055  新教  Protestantism 

  又称“抗议宗（Protestant）”“更正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

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各个互不隶属的新宗教。包括路德派、加尔文派、安立甘派三个主

要宗派，以及从中分化出来的众多支派。中国为与天主教（旧教）有所区别，习惯上通常

称新教为基督教。与天主教、正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 

04.0056  选举权  suffrage 

  公民权中与选举相关的权利，或对该权利的行使，又称公权。选举权是指公民依照法律规

定享有参加选举的权利，包括参加提名代表候选人，参加讨论、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名

单，参加投票选举等。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 

04.0057  选举制度  electoral system 

  选举国家各级代表机关的代表（议员）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和制度的总称。它是政

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选举原则、组织与程序等。通常由宪法和选举法以及其

他有关法律规定。现代国家通常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或间接）选举和秘密投票等选举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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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58  议会  congress 

  又称“国会”。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机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是由中世纪欧洲封建

国家的等级会议发展变化而来的。宪法中规定议会行使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由议

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并对议会负责。一般由上议院（或称贵族院、参

议院、联盟院）、下议院（或称平民院、众议院、人民院）两个议院组成。 

04.0059  原则  principle 

  指导言论和行动的理论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原则常被作为人们言行的准则。在具体科学

中含有公理性质的意思。原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进行的抽象，是一

般原理。原则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是凝固不变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人们实践活

动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原则也必须相应地发展。 

04.0060  占有  possession 

  所有制主体直接掌握、管理物质资料并对它施加实际影响的职能和作用，以及通过这种职

能、作用形成的所有制主体在物质资料上的相互关系。 

04.0061  战争  war 

  战争是一种集体和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

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

现象，是不同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

斗争。战争是私有制度的产物，是矛盾双方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根据对人类社会发展的

促进和阻碍作用，可以将战争区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是现代战

争的根源；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制度，实现全人类的

解放，才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等等。 

04.0062  征服  conquest 

  用武力使别的国家或民族屈服。指人类用暴力、武力、强力或劳动手段制服对象，使其接

受、服从、顺从。 

04.0063  中世纪社会  medieval society 

  中世纪一词出于欧洲文艺复兴之时，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首创。意指古典文化期（希腊、

罗马）与古典文化“复兴”期之间的时代，约相当于公元 4—5 世纪到 15 世纪。历史学通

常指封建制时代（主要用于欧洲），即介于古代奴隶制与近代资本主义之间的时代。 

04.0064  簿记  bookkeeping 

  对企业和行政、事业等单位的经济业务，进行记录、计算、考核和提供核算资料的程序和

方法。 

04.0065  教育  education 

  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给人以知识和方法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确保人的全面发

展。马克思从现代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揭示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

性及其实现的途径。教育与物质生产相结合，就是把智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04.0066  妇女和儿童劳动  women and children's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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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机器使手工业工人固有的技能、熟练程度以及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时，没有肌肉力或

身体发育不成熟的工人在机器的帮助下也能够进行平均化的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由于雇用

了妇女和儿童劳动，机器的使用扩大了剥削对象，同时也增大了剥削率。对廉价的妇女和

儿童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 

04.0067  对抗  antagonism 

  以剧烈的外部冲突为特征的一种矛盾斗争形式。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

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有时也指矛盾的性质，如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 

04.0068  假说  hypothesis 

  又称“假设”。科学思维的一种形式。根据已有的事实材料和科学原理，对某些事物的存

在或事物的因果性、规律性或未来的有关问题作出的假定性解或推测释。假说不同于主观

猜测，它是以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依据，通过一定的逻辑形式而作出的推测，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但假说还不是科学理论。它尚未经过实践检验，具有一定的假定性。假说是科

学发展的形式，是科学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 

 

04.01.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4.0069  俄国的民族问题  national questions in russia 

  列宁在 1912—1916 年间写了 7 本关于民族问题的笔记，其中《民族问题（Ⅱ）笔记》阐

述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反对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在《民族问题提纲》中从十

个方面论述俄国民族问题，以及党解决民族问题的迫切性。要求一切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各

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反对沙皇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国际主义和各民族的无产

阶级统一的精神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 

04.0070  苏联国歌  national anthem of the Soviet union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倡议下苏联以《国际歌》为临时国歌。1918 年 1 月，苏维埃第

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国际歌》作为国歌。卫国战争中，苏联政府决定创作一首激励人心

的新国歌，1943 年 12 月《牢不可破的联盟》由苏联人民委员通过，批准为新国歌。1944

年 3 月 15 日，新国歌在全国正式采用。 

04.0071  革命法庭  revolutionary tribunal 

  1917—1922 年间存在于苏维埃俄国，是处理反革命案件的特别法庭。当时在主要都市和

城镇都设立了这种法庭。 

04.0072  工人监督  workers’ supervision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反击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军事上的反抗，以及采用怠工、停产、

隐瞒和转移财产等办法进行破坏，列宁于 1917 年 10 月 26 日或 27 日起草了《工人监督条

例》草案，规定了工人监督的范围、监督代表的权限、监督代表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以及

苏维埃政府对保持正常生产的要求。 

04.0073  和平法令  decree on peace 



197 

 

  由列宁起草，于 1917 年 11 月 8 日（俄历 10 月 26 日）经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的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法令。该法令呼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交战国政府和人

民，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缔造正义与民主的和平，不要兼并和战争赔款。 

04.0074  土地法令  decree on land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个立法文件。于 1917 年

11 月 8 日（俄历 10 月 26 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土地法令》宣布废除

地主土地私有制。附有农民土地问题委托书，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该法令是苏

维埃政权成立后采取的重大措施。 

04.0075  布列斯特和约  treaty of brest-litovsk 

  又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 年 3 月 3 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

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虽

然丧失了部分领土，付出了巨额赔款，但却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喘息时间，从而巩

固了无产阶级专政。1918 年 11 月 13 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订后两天，苏俄政府

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04.0076  社会主义国有化  socialist nationalization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把资产阶级的工厂、矿山、铁路、银行等资

本主义私有企业变为社会主义公有企业，把资本家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通过没收或赎买的

办法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这一过程称为社会主义国有化。 

04.0077  个人负责制  system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为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使苏维

埃机关和工作人员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心，明确责任职责，反对拖沓作风，提出建立

个人负责制。强调在一个农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个人的专人负责制对国家管理的作

用，认为“需要一个统一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象钟表一样准确工作的集体”。列宁《在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集体执行过渡到个人负责，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04.0078  政治教育  political education 

  依据苏俄人民委员会 1920 年 2 月 23 日的法令，成立了隶属于地方（州、县、省）国民教

育局的政治教育委员会，以及直属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要任务

是领导教育战线的政治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和党的教育工作，粉碎敌人的反革命

谬论。 

04.0079  十人纲领  outline of ten 

  在 1920—1921 年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期间，以列宁为首的一派提出的纲

领。1920 年底，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开始后，各派纷纷提出纲领和提纲，

但多数纲领在争论过程中陆续撤回，最后剩下 3 个主要的纲领，即代表列宁观点的《十人

纲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联合纲领以及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最后《十人纲领》获得通

过，对这场争论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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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80  农民问题  peasants problem 

  列宁于 1921 年 2 月 8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这是一

篇表明苏维埃俄国农业政策、甚至整个经济政策重大变化的文献。列宁开始考虑用粮食税

代替余粮征集。这篇文献奠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基础。 

04.0081  工作作风  style of work 

  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其本质是党性和世界观。实事求

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列宁早在《〈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

的作风和任务〉的提纲要点》等中就强调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讲真话。他说，真话“是

我们的力量所在”。提出深入群众、了解群众，赢得群众的绝对信任。 

04.0082  战略和策略  strategy and tactic 

  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策略

指在政治斗争中，为实现一定的战略任务，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和斗争方式。

泛指善于灵活运用适合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是无产阶级

制定战略和策略的指南；把共产主义的日常运动与最终目标结合起来，是科学社会主义战

略和策略的一个基本原理。制定战略和策略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定。

斯大林在 1923 年《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中在理论和实践上阐述了无产阶

级革命的战略计划、策略方针。 

04.0083  技术决定一切  technology decides everything 

  斯大林在 1931 年 2 月 4 日一次演说中提出的口号。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痛

感缺乏技术的时候，首先解决技术问题对改变落后状况、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满

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需要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口号的提出开辟了为布尔什维克自己掌握

技术而斗争的新时期，消灭了技术十分缺乏的现象。从而在一切部门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

术基础。 

04.0084  风暴时期的领袖  leaders of storm periods 

  实践精神很强但理论素养很弱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

领袖》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

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理论上很弱。”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政党领袖必须一

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实际组织经验。 

04.0085  和平时期的领袖  leaders of peace periods 

  理论上很强，但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很弱的领袖。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

织者和领袖》中指出：“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革命时代一到

来，当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他认为，无产阶级革

命和政党领袖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实际组织经验。 

04.0086  劳动组织  labor organization 

  在集体劳动中合理安排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的形式、方法和措施的统称。

可分为社会劳动组织和企业劳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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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087  劳改  reform of criminals through labor 

  劳动改造的简称。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对被判处徒刑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实施

的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惩罚与改造。只有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有权实施。 

04.0088  落后就要挨打  lagging behind leaves one vulnerable to attacks 

  斯大林在 1931 年做的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中提出的论断。他指出:“延

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他列举旧俄和其他一些国家因为落后而不断挨

打的史实，指出这是剥削者的规律，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 

04.0089  民族政策  ethnic policy 

  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世界范围

内，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政策；后者如

种族歧视政策。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自决》《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觉权》等文

章中阐述了民族政策与苏维埃国家建设的自治和联邦制；民族自决政策；民族文化与民族

语言的发展政策；民族区域社会主义建设，民族政策的国际意义。 

04.0090  民族自治  national autonomy 

  全称“民族区域自治”。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在最高国家机关的统一领导

下，以其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区，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的事务。这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解决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1931 年 1 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

义和民族问题》中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斯大林指出：“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

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当这样做，也不是说

自治或者分离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斯大林在领导建立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过程中，在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部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即由一些

较大的民族建立的加盟共和国组成统一的联盟;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在加盟共和国范

围内建立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等实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04.0091  民族文化自治  national cultural autonomy 

  20 世纪初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民族与地域无关，主张用公民

自由登记的办法，把散居各地的一些民族成分组成一个法定的民族，在文化事务方面实行

自治。列宁斥之为“最精致、最彻底、最有害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对立。斯大林在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反驳了高加索地区进行民族文化自治的意见。 

04.0092  民族平等  national equality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之一。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建立在私

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消灭阶级剥削制度，

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才能彻底实现民族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是无产阶级坚定不移的主张，

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地联合起来，共同团结战斗，才能实现各族人民共同的目标。在

中国,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

泽东就曾多次主张这一基本原则，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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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做了进一步论述。 

04.0093  民族团结  national unity 

  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实行共同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

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则。加强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原

则。 

04.0094  社会主义民族  Socialist ethnicity 

  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对旧式民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的新型民族。由列宁 1916

年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提出。苏联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制度，消灭了

民族压迫，根本改造了旧式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产生和发展起来新式即社会主义民族。

斯大林 1929 年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又对社会主义民族做了理论阐述。 

04.0095  资本主义民族  capitalist ethnicity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或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

之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认为它比资本主义以前民族的特征有了充分得多的发展。列宁

和斯大林在有关著作中称之为“现代民族”或“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民族

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特殊规律做了阐述，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随

之消灭，经过改造，形成社会主义民族。 

04.0096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关系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因为农业

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生活资料又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最先决的条件。农业为工业、

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粮食、副食品、原料、劳动力、市场、建设资金。这一切，正是发展

工业、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04.0097  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Stalin's theor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在党的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等著作中都有阐发。主要内容

有：①社会主义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统一。②强调文化教育建设的重要作用。③提高

劳动生产率，迅速发展经济是粉碎帝国主义干涉的有力保障。落后就要挨打。④以现代化

新技术改造一切经济部门。⑤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04.0098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Stalin's theory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

著作中阐述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主要内容有：①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

别，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是公开的、群众的专政。②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

的工具。③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④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04.0099  斯大林党的建设思想  Stalin's theory of party construction 

  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斗争中阐明了党内民主的意义，在系统阐述列宁主义中指出了新型无

产阶级政党的特点。他对俄国和各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提出了实现布尔什

维克化的基本条件。发展了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坚持群众观点；论证了党在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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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提出加强党的组织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批评

和自我批评对执政党建设的意义。 

04.0100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  Stalin's thoughts on ethnic issues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和国家建设中

的民族问题》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主要包括：①什么是民族和民族

运动。②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压迫。③苏维埃制度和民族自由。④俄国共产党人对民族问

题新提法的四个要点。⑤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工作的总路线。⑥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办法。 

04.0101  斯大林新闻思想  Stalin'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斯大林关于报纸及新闻媒体的作用、地位和应坚持的原则的思想综合，包括：①报纸作用。

党的报纸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帮助党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运用报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

评，“及时发现我们党的脓疮”；“精神导线”作用，报纸是党向人民讲话的好方法。②通

讯员地位作用。他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工农通讯员。③新闻出版自由不是超阶级的，

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 

04.0102  斯大林论民主  Stalin on democracy 

  斯大林在《和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

上的演说》等著作中谈到民主问题。①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

阶级社会中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形式。②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既区别于官僚主义集中制，又区别于无政府状态。③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组织来自

下面的监督，组织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的批评。 

04.0103  斯大林论语言  Stalin on language 

  斯大林在许多著作中论及语言学，并著有专门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在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上，对当时语言学的几乎全部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都

进行了系统阐述。对苏联和中国的普通语言学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他认为语言与社会，

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语言是交际工具，基本词汇和语法是语

言的基础;对语言和思维、语言的形成和融合等都做了论述。 

04.0104  斯大林军事思想  Stalin's througnts on the military 

  继列宁军事理论之后，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无

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军事思想的主

要贡献：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理论，论述了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战略理

论和作战指导艺术，创立了无产阶级国家国防建设的理论。 

04.0105  斯大林宪法  Stalin's constitution 

  1936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由斯大林领导起草。斯大林称之为“世界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代替了 1922 年由列宁起草的苏维埃宪法。该宪法被 1976 年勃列日涅夫指导下制定的

宪法取代。 

04.0106  苏维埃知识分子  Soviet intellectuals 

  随着从旧俄到苏联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基本完成，以及新培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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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以政治忠诚、工农出身、业务称职为基本特征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形成。斯大

林在 1936 年宪法草案报告中说，过去时期“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同工农

血肉相连的全新知识分子。 

04.0107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Soviet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苏联于 1925—1937 年间开展的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运动。联共（布）

中央在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目标就是在

新技术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苏联的工业，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苏

联立于不败之地。在联共（布）的正确领导下，苏联在短短 13 年内就完成了工业化任务。 

04.0108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Soviet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movement 

  1929 年冬和 1930 年初全苏范围内掀起的农民一起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1927 年 12 月，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1929 年初，苏联出现了

群众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1930 年初，运动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左”

倾错误。联共（布）中央及时纠正了错误，使运动得到健康发展，并在 1934 年基本完成

了农业集体化。 

04.0109  斯达汉诺夫运动  Stakhanovite movement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群众性劳动竞赛运动。顿涅茨矿区采煤工人

斯达汉诺夫在 1935 年 8 月 31 日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 102 吨的记录，超过定额十

三倍。从这里开始的劳动竞赛运动，立即在全国各地得到响应。出现了大批的斯达汉诺夫

工作者，当年 11 月全苏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召开。同年底，联共（布）中央作

出决议，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 

04.0110  无产阶级领袖  proletarian leader 

  无产阶级政党内最有威信、最有影响和最有经验并被选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们所组成的

比较稳定的集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充分肯定无产阶级领

袖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既要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威信，又要保

证无产阶级领袖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 

04.0111  无产阶级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role of proletarian college student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斯大林在《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论述无产阶级大学生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作用是头等重要的。为此提出了三项任务：要竭力使无产阶级大学生成为社会主

义经济和文化的自觉建设者；无产阶级大学生要成为劳动群众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大学生

首先是共产党员大学生还应掌握科学技术。 

04.0112  指令性计划  mandatory plan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一种形式。它主要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

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生活采用计划管理的形式。它在行政上具有约

束力，下达后各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必须执行。 

04.0113  职能管理制  func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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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职能机构分散地进行管理的制度，其特点是机关和企业设置大量的职能机构和副职领

导人员，职能机构在基层生产单位有自己直属的组织或特派人员，可以越过生产单位的领

导而直接干预生产。苏联在 1934 年以前曾经采用过这种制度，结果在经济管理中出现了

一些缺陷，后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一切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职能

管理制。 

04.0114  斯大林奖金  Stalin award 

  斯大林奖金是根据 1939 年 12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设立的一项奖金，旨在鼓励科学技

术发明和文学艺术创作。从 1941 年起开始颁发，一年一次。由有关单位和各方面的著名

人士组成委员会，对已提出的候选人进行评选，在十月革命节时颁发。 

04.0115  自治共和国  autonomous republic 

  苏联以民族为基础的一种（一级）行政区划，享有自治权。这些民族的人口较少，不具备

成立普通的州或加盟共和国的条件。苏联有 20 个自治共和国，每个自治共和国在民族院

有代表 11 名。虽然自治权规定了地区政府的独特性，但这一权力不是无限制的，是在党

的领导下的相对自治。 

04.0116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Stolypin’s land reform 

  俄国首相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于 1906—1911 年推行的、

旨在摧毁村社制度（见俄国农奴制度）、扶植富农经济的土地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摧

毁村社，培植农民的私人土地所有制。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速了农民的分化，使大批农民

变成了巨大的劳动后备军，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1917 年 7 月 11 日（俄历 6

月 28 日）根据临时政府的决定，改革终止。 

04.0117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China 

  1937 年 8 月 21 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主张的压力

下，与苏联政府在南京签订了此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

纷的方法和以战争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对彼此进行任

何侵略；如一方遭到他国侵略时，另一方不得给予他国任何协助。 

04.0118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Germany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联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主要内容为：缔约双方互不使用武

力；不参加直接或间接的反对缔约国另一方的国家集团；就彼此有关问题密切接触，交换

情报；和平解决相互间的一切争端。有效期 10 年。但条约签订不到两年，1941 年 6 月法

西斯德国即发动侵苏战争。 

04.0119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Japan 

  苏联与日本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签订的在战争中相互保证中立的条约，又称苏日中立条

约。有效期 5 年。双方保证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如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

并同意暂不签订有关北库页岛权利转让的附属议定书。4 月 25 日，该条约正式生效。1945

年 4 月 5 日，苏联发表声明，废除此条约。不久，苏联对日正式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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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20  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Barbarossa Operation Plan 

  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的战争计划。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巴巴罗萨”为

代号得名。1940 年 7 月下旬希特勒下令秘密制定该计划，11 月底由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

呈报希特勒，12 月 18 日，以“巴巴罗萨”为代号正式下达。它以“闪击战”战略为基础，

包括进攻、占领和肢解等一系列计划。1941 年 6 月，德军按此计划，对苏联发动突然袭

击。但在苏联军民的英勇抗击下，该计划于年底即遭破产。 

04.0121  冷战  Co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常把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除了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

一切敌对活动，总称为“冷战”。由美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B. Swope）

于 1946 提出，同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的富尔顿演说和次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的国情

咨文，标志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执行冷战政策的开始。 

04.0122  莫洛托夫计划  Molotov Plan 

  该计划是苏联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进行的反击措施之一。1946—1947 年苏联为抵

制马歇尔计划的影响，反击针对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积极加强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关系与经

济往来。在 1947 年 7 至 8 月间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和

罗马尼亚，分别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该计划把东欧国

家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事实上形成了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

圈。 

04.0123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capture of Berlin by the Soviet red army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1944 年，苏联红军对德军发动了 10 次

歼灭性打击，开始越境作战。1945 年 4 月 16 日凌晨，红军打响攻克柏林的战役。18 日，

红军突破通往柏林的三道防线。21 日，突入柏林市区，双方进行了激烈巷战。25 日，两

路红军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会师。4 月 30 日，苏联红军在德国国会大厦升起了胜利的红

旗。5 月 2 日，苏联红军彻底攻克柏林。 

04.0124  “铁幕”  Iron Curtain 

  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当时，东欧属于苏联（社会主义）

的势力范围，而西欧则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该词出自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

国威斯敏斯特学院所发表的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

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

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

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

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04.0125  反犹运动  anti-semitic campaign 

  反犹太主义是对仇恨犹太人或犹太教的思想与行为的总称，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

动机和表现形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西斯发起的大肆攻击犹太人

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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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26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此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双

方在对日本作战中相互给予一切必要的军事及其他援助和支持；双方在对日本作战停战

后，共同采取措施，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在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内政的

原则下进行友好合作；双方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 1950

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双方互换的照会规定，此约失效。 

04.0127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两国全权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同年 4 月 11 日生效，有效期 30 年。

共六条。主要内容：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与日本相互勾结的任

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的侵略而处于战争状态

时，缔约国另一方应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04.01.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4.0128  鸦片贸易  opium trade 

  18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把鸦片作为毒品向中国贩运

的贸易。鸦片贸易给英美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04.0129  鸦片战争  opium war 

  1840—1842 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是由于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而引起的，

史称“鸦片战争”。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南京条约》的签定，丧权辱国，

使中国从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04.0130  新文化运动  New Culture Movement 

  近代中国的一场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以 1915 年 9 月《新青年》出版为标志兴起，初期

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科学和民主为标志，对封建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后期新文化运动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为主流。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变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04.0131  五次反围剿  five counter-encirclement campaigns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0 年 12 月至 1934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连续

五次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役。前四次红军都获得胜利，第五次

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 

04.0132  土地改革  Land Reform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从 1946 年开始，到 1952 年底基本

结束，分为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两个阶段。土地改革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解放

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标志着农民的翻身解放。 

04.0133  共同纲领  common programme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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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04.0134  拨乱反正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 

  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文化大革命”

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实现吧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上来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拨乱反正”，是从 1976 年 10 月到 1982 年 9 月，即从粉碎“四

人帮”到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其中，以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前

后两个阶段。1982 年 11 月，党的十二大庄严宣布，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

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

大转变。拨乱反正的完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4.0135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Both hands working hard all the time 

  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两方面工作应当同时抓紧，使之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比如：一手抓

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

抓精神文明。 

04.0136  “猫论”  Cat Theory 

  邓小平所赞同和主张的如下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突破了固定

的思维模式，是发动经济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先声，对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04.0137  波浪式前进  advance in a wave-like manner 

  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是波浪式前进。毛泽东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它们的运动、

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前进是事物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形式。邓小平把这一原理,具

体运用到阐明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强调

稳定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发展“总是

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

“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前进。 

04.0138  不搞争论  non-argument 

  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搞争论不是在原则问题上不分是非，也不是不

要理论探讨，而是反对脱离实际、贻误时机的空洞争论，反对把理论争论搞成全社会的政

治运动。 

04.0139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minor principles should be subordinated to major ones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处理和解决全局与局部、大局与小局矛盾的基本原则。1979 年 3 月，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

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

从大道理”。因为大道理事关全局、整体、长远；小道理不能脱离大道理而独立。 

04.0140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China cannot develop in isolatio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更快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

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命题。也就是说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要引进来，走出去，只有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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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国家的往来，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这一命题，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处理好自力

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04.0141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eliminating survivals of feudalism 

  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和等级观念、

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封建性“人治”意识、封建迷信活动猖獗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

保证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04.0142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China belongs to the third world forever 

  邓小平在 1984 年 5 月 29 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的谈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中

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中国不仅现在属于第三世界，

即使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了，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04.0143  裁军  disarmament 

  1985 年 6 月 4 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 100 万。军队员额

的大规模裁减减少了国防开支，使军费的分配结构趋于合理科学，促进了军队战斗力的提

高，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4.0144  超越苏联模式  beyond the soviet model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的

经验有好的，比如列宁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很多并不好，比如个人崇拜、体制僵化、霸

权主义等。学习借鉴、以苏为鉴，有助于超越苏联模式，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04.0145  传帮带  passing on experience 

  前辈对晚辈在文化知识、技术技能、工作经验等方面给予传授、帮助和带动。改革之初，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内部干部老化问题以及选好接班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

老干部用实际行动抓紧搞好“传帮带”。 

04.0146  打击经济犯罪  striking economic crimes 

  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保证，是一

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邓小平把它提高到与改革开放和对内搞活同等重要的高度形成了

“两手抓”思想，即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

动。 

04.0147  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two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world today 

  和平与发展问题，也叫东西问题与南北问题。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主要是能否和平的问题。

南方与北方的关系主要是能否让南方公平发展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在 1985 年 3 月 4 日会

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概括。 

04.0148  对十七年知识分子的评价  evaluation on seventeen years of intellectuals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知识分子的评价。即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

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

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邓小平在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拨乱反正而做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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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04.0149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appointment system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ost 

  我国 1986 年开始实行的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专业技术职务是根据

实际工作需要设置的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并需要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

平才能担负的工作岗位。它完全不同于一次获得后而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

技术称号。 

04.0150  治理整顿  governancing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rectifying economic order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方针的简称。这一方针是在 1988 年 9 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

会上针对当时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混乱现象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

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

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04.0151  中国不允许乱  China will tolerate no disturbances 

  邓小平 1989 年 3 月 4 日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的论断。“中国不允许乱”，是我党

执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应有之义，对

于我们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04.0152  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educating the youth with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邓小平 1989 年 2 月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针对当时出现的资产阶

级自由化泛滥和大学生闹事的事件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

教育人民。” 

04.0153  反对“一切向钱看”  opposing money-oriented 

  反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生活中出现的以“按劳分配”、“讲求经济效益”为借口，无视

国家和集体利益,不顾大局和法律、政策的规定,一切以追求金钱为目的思想和行为。“一切

向钱看”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出现的一种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原则的错误思潮，完全违背

了社会主义道德准则。 

04.0154  反对特殊化  opposing specialization 

  反对干部生活待遇特殊化。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邓小平认为，干部如果对个人的、

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 

04.0155  反对形式主义  opposing formalism 

  邓小平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针对当时会议多、文章长、讲话长，而且内容重复等诸

多形式主义现象，强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04.0156  反对一言堂  opposing rule by the voice of one man alone 

  反对不讲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一人说了算等作风，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真

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 

04.0157  防止和平演变  preventing the peaceful evolution 

  防止西方国家运用价值观、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影响和改变社会主义中国。帝国主义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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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演变是一项长期战略。邓小平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要防止和平演变就要把

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04.0158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seeking joint development 

  在解决某些国际争端时可以暂时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诸如海底石油之类的自

然资源。这是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是邓小平将“一国两制”思想延伸到某些国

际问题的处理上提出的解决方法。 

04.0159  国权  national sovereignty 

  国家主权，是邓小平针对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的行为

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邓小平看来，像中国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

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因此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04.0160  红管家  red housekeeper 

  邓小平在强调军队建设问题时借电影《红管家》的故事告诫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廉

洁奉公，把后勤工作管好。 

04.0161  积极防御，巩固国防  active defenseing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ce 

  我国当前反侵略战争所采取的方针。积极防御本身不只是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本身就包

括持久作战。 

04.0162  家长制现象  patriarchal methods 

  个人高度集权，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

为个人的工具等影响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现象。 

04.0163  军队整顿  consolidating the army 

  针对军队的“肿、散、骄、奢、惰”等现象进行整顿，以实现军队现代化。 

04.0164  开放世界  opening world 

  邓小平关于国家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基本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集中

了党和人民的智慧，在总结建国 30 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

界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世

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 

04.0165  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  our forefathers cannot be forgotten, and develop new 

theories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科学、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的封闭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要在坚持中发

展马克思主义和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

境界。 

04.0166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traini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suited for bo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jobs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军队建设和地方建设的需要，培养干部和战士成为既能保卫祖国，又

能建设祖国的人才。这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并一贯倡导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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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于 1981 年 4 月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提出把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培养成军队和地

方合用的人才,以后改称军地两用人才。 

04.0167  特别行政区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中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统一，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在香港、澳门实行的在政治、经济上

不同于一般行政区域的一种制度。它属一级地方政权，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享

有高度的自治权力，但它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它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化，是中

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 

04.0168  港人治港  Hong Kong people governing Hong Kong 

  在 1997 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后，由香港的中国人来治

理香港。其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这是邓小平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解决香港问题新构想。 

04.0169  澳人治澳  Macao people governing Maca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照法律有关规定

组成，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由澳门当地人自己管理。澳人治澳是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实施的一项基本方针。 

04.0170  公务员制度  civil servant system 

  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制度的简称。具体说来，就是指由国家法律、法规确认的、有关国家

各级、各类公务员的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工资、培训、晋升、调动、解职、退休、

保障以及分类管理和管理机构等各项法律制度的总称。它是我国旨在实现国家公务员管理

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人事管理制度的—项重大改革。 

04.0171  稳定压倒一切  Stability is of overriding importance 

  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而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千

方百计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在 1989 年 2 月 26 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

果也会失掉。” 

04.0172  窝工  enforced idleness due to poor organization of work; idleness 

  非因工人责任造成的生产、工作中断或工时不能充分利用的现象。大多是由于计划安排不

当或劳动组织不合理造成的。此外，由于机器设备突然发生故障，或因气候恶劣不能进行

露天作业等原因，也会导致窝工。 

04.0173  下级服从上级  lower level is subordinate to the higher level 

  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它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是处理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相

互关系的原则。其具体要求是：党的下级组织要服从上级组织的领导，要结合本地区、本

部门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如上级组织的决定不适合当地实际，下级组

织应报请并征得上级同意后，才能加以调整或更改。 

04.0174  沿海开放城市  open coastal cities 

  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的一系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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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城市。它是经济特区的延伸。中国 1984 年，国务院批准大连、秦皇岛等 14 个沿海城市

为首批对外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城市一般应当具有以下条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工业基础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有较多外贸经验。 

04.0175  一切经过试验  all things should be experimented 

  在不同类型的客观事物中选择不同的典型进行试验，从而总结概括出该类事物中带有一般

规律性的东西，把经过试验后取得的经验再普遍推广，借以指导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一种

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正确运用和发展。 

04.0176  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邓小平关于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政治利益和特定权利及其他争端而引起的冲突

和矛盾以稳定世界局势的一种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

则和制度。一般采用对话和协商、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和解与调查等手段。 

04.0177  中国不能实行西方的多党制  China cannot implement the system of western multi-

party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之所以不能实行

西方的多党制，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所决

定，其最根本的一条是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04.0178  中国永远不称霸  China never seeks hegemony 

  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深挖洞、广积粮、

不称霸”，即已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决不称霸的方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反

复强调这一方针。 

04.0179  中国永远不当头  China doesn't serves as the leader forever 

  这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根本国策，即中国在第三世界不当头，对主要由西方国家主

导的现存世界体系不采取对抗的国际行为模式。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

得比较主动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04.0180  抓住机遇，加速发展  seizing opportunity,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时机，加快速度发展自己，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从国际经济发

展历史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的时期，或者若干高速发展阶段。

因此，“抓住机遇，加速发展”是对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概括性的总结。 

04.0181  综合国力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潜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 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的

综合。它是一个国家基于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教育、

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实力的统称，是从整体上反映某个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种

尺度。 

04.0182  最大的政治  biggest political task 

  一个政党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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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决定

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04.0183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respect knowledge, value talents 

  邓小平总结我党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于 1984 年 10 月 22 日在中顾委

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著名论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求在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

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骨

干力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的作用。 

04.0184  惩治腐败  punishing and eliminating corruption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绝不允许腐败现象在党内滋生蔓延。惩治腐败就是对党

内腐败分子不能容忍，要与腐败作坚决斗争，这是从严治党和廉政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

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它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关系到

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04.0185  “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eight do's and eight don'ts ; eight sticks, eight against 

  党中央在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

提出的，旨在解决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比较突出和严重问题的一系列纠正措施，即：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

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

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

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04.0186  “走出去”战略  going global strategy 

  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海外投资战略，指中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强国战略。 

04.0187  重要战略机遇期  period of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党中央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主要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

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

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 

04.0188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a nation's progress 

  江泽民在 1995 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的进步需要理论创新与

实践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是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的客观要求，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 

04.0189  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  eight propositions on the developing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的八项主张和看法，

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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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建议双方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努力实现和平

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

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要

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

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04.0190  反腐倡廉  combating the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又称“惩腐倡廉”。反对腐败，倡导廉政。反腐倡廉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党政机关

和官员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

是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04.0191  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military strategic principle of active defense 

  我国指导军事斗争实施和军事力量建设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指不侵略他人、但又积极主动

地随时准备反击、消灭敢于来犯、入侵之敌。实行此方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 

04.0192  世界的多极化趋势  tendency of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world 

  由一个国家主宰他国命运和左右世界形势的局面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即在全球或

地区范围内，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了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和组合。

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04.0193  世界多样性  diversity of the world 

  我们党在世界多极化全球化趋势下提出来的政治理论新思维。它不仅形成了我们党和国家

在新时期的国际战略构想,而且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已经成为党在新时期

制定方针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依据。 

04.0194  新安全观  new security concept 

  对“冷战”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不同于“旧安全观”即“传统安全观”的新安全观念的统

称，指与“旧安全观”即“传统安全观”相对的各种新型的安全观。中国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提出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是一种旨在营造稳定

可靠的国际和周边和平环境的外交新理念，其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

寻求共同安全”。 

04.0195  新军事变革  new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变革，被称之为“新

军事变革”。新军事变革的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

来信息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化。 

04.0196  创新  innovation 

  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和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指人们为了发展的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

不断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

活动。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创新活动的核心是“新”。 

04.0197  政务公开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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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政治事务和活动在法律范围内向人民公开，也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具体要求：

政府的工作内容公开化，政府筹划或正准备进行的各项工作分类进行公开，政府的各项工

作内容及进程公开，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特定途径进行查询、监督。政务公开是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涉及国家机密不能公开的内容由法律规定。 

04.0198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人民解放军以海湾战争新特点带来的一种军事变革思想为契机，依据对国际战略形势和现

代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通过深化改

革，锐意创新，加强质量建设，积极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战略

思想。 

04.0199  反分裂国家法  anti-secession law 

  2005 年 3 月 14 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一部

关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法律。该法律的主要内容是鼓励两岸继续交流合作，但同时也首

次明确提出了在三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可用“非和平手段”处理台湾问题的底线。 

04.0200  充满活力  full of vitality 

  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 

04.0201  创新型国家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 

04.0202  国际金融危机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一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其他国家从而引起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爆发

的一种经济现象。 

04.0203  和谐世界  harmonious world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

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共同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共同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04.0204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or Marxis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基

础工程。2004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工程作出部署。 

04.0205  社会管理  social management 

  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

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 

04.0206  生态文明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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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07  信息化  informatization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04.0208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04.02  重要事件 

 

04.02.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4.0209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French Workers' Uprising in Lyon 

  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里昂纺织工人不满资产阶级残酷压迫，于 1831 年和 1834 年举行了

两次起义，提出了“不共和毋宁死！”等口号。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但揭开了国际工人运

动史新篇章，是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主要标志。 

04.0210  英国宪章运动  British Chartist Movement 

  19 世纪 30-4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政治权力，要求实行普选权，1838 年公布请愿

书即“人民宪章”，以征集签名的形式举行集会、示威和全国性罢工,全国几百万工人都发

动起来了,并在 1839 年、1842 年、1848 年形成三次高潮，前后波浪式的坚持了 12 年之久。

列宁说：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04.0211  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German Workers' Uprising in Silesia 

  1844 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因劳动条件恶劣、生活困苦而起义，遭到政府军镇压而失败。

但起义影响德国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它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开端，标

志着无产阶级的觉醒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04.0212  1848 年欧洲革命  Revolution of 1848 

  1848 年，欧洲各国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从意大利西西里巴勒莫人民起义开始，

席卷了法国、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巴黎工人的六月革命把这次革命推向高潮。

由于资产阶级妥协、背叛，革命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指导了革命运动。 

04.0213  法国工人六月革命  French workers' June revolution 

  简称“六月暴动”。1848 年 6 月 23 日至 26 日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武装

起义。从 23 日开始 4 万多巴黎起义工人与 25 万政府军、别动队及国民自卫军展开激烈的

巷战，英勇奋斗 4 天后被镇压。马克思称这次起义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

次伟大战斗”。 

04.0214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communist trial in Cologne 

  又称“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1851-1852 年普鲁士政府策划的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和

成员的案件。1851 年 5-6 月，普鲁士政府在科隆和莱比锡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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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经过罗织罪名，制造伪证，于 1852 年 10 月在科隆以“密谋叛国”的罪名对被捕者

进行审判，判处 7 人 3 至 6 年监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营救被捕者和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卑

劣伎俩做了大量工作，写了多篇文章揭露当局阴谋，并借此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正

确路线和革命策略。 

04.0215  波兰 1863 年起义  Poland's Uprising in 1863 

  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占领的民族起义。1863 年波兰人民不堪忍受沙俄当局实行强制征

兵等残暴统治，于 1 月 22 日起义，并成立临时民族政府，颁布法令。起义虽被镇压，但

迫使沙俄政府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敕令。 

04.0216  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Irish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19 世纪 50-70 年代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1857 年，流亡美国的爱尔兰爱

国者组成“爱尔兰革命同志会”，密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1867 年发动起义，但因

没有广泛发动群众而失败。 

04.0217  巴黎公社革命  Paris Commune Revolution 

  1871 年 3 月 18 日法国巴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工人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起

义者选举产生了巴黎公社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由于种种原因革命

失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系统地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巴黎公社虽然只存

在 72 天，但它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面旗帜。巴黎公社将永远

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 

04.0218  米勒兰事件  Millerand Affair 

  1899 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米勒兰原属资产阶级激进派，1892

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些资产阶级政治

家决定通过吸收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组阁，来获得社会主义力量方面的帮助，以便摆脱困境。

1899 年 6 月，共和党人卢梭组阁，请米勒兰出任工商部长。米勒兰未经党组织的同意，

以“挽救共和国和维护社会主义利益”为借口，欣然接受。入阁后他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

运动，鼓吹劳资合作，帮助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工人罢工。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

际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叛变事件。 

 

04.02.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4.0219  七月宣言  Declaration in July 

  1904 年 7 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党调和派中央委员弗拉基米尔·亚利山德罗维奇·诺斯科夫

（Vladimir Alexandrovich Noskov）、列夫·叶菲莫维奇·加尔佩林（Lev Yefimovich Galperin）

和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Leonid Borisovich Krasin）以中央名义通过的决议。

决议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剥夺了列宁的中央驻外国代表的权利。决议是非法的。

列宁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著文批判、揭露三人的调和派活动。 

04.0220  俄国 1905 年革命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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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 年 1 月 9 日，彼得堡 14 万工人为支援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八小时工作制等。沙皇

下令开枪，死伤三千余人。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10 月约 200 万以上的工人参加

了全俄政治总罢工，30 多个城市建立起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12 月 9 日，政治罢工发

展为武装起义。这次革命不仅强有力地打击了俄国沙皇制度,成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的“总演习”,鼓舞了西方无产阶級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爭,从而加速了世界历史的

进程。 

04.0221  “波将金号”铁甲舰起义  Armed Mutiny of Battleship Potemkin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期间，为声援工人罢工，黑海舰队“波将金”号铁甲舰水兵的起

义。1905 年 6 月 27 日，水兵们拿起武器，杀死反动军官，升起革命红旗，选出 30 人组

成的军舰委员会。选举水雷手马秋申科领导起义，将军舰开至敖德萨，准备与当地罢工运

动相结合，但遭到孟什维克破坏。7 月 7 日军舰被迫开往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起义失败

了。但起义声势浩大，有力地声援了工人罢工。列宁认为这次起义是沙皇陆海军中第一次

群众性的革命发动。 

04.0222  “奥恰科夫”号巡洋舰起义  Ochakov cruiser uprising 

  1905 年 11 月，在塞瓦斯托波尔自发地掀起了由 2000 多名水兵、士兵和工人参加的起义。

为使起义有组织地进行，由社会民主党军事组织成员、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伊万诺维

奇·格拉德科夫（Alexander Ivanovich Gladkov）、尼基塔·格里戈里耶维奇·安东年科（Nikita 

Grigorievich Antonenko）和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恰斯尼克（Sergey Petrovich Chasnik）等

领导的“奥恰科夫号”巡洋舰和“潘捷莱蒙号”装甲舰的船员参加了起义。由于双方力量

对比悬殊，起义在当天傍晚被镇压下去。 

04.0223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  Armed Uprising of December in Moscow 

  1905 年俄国革命时期莫斯科工人反抗沙皇政府的武装起义，是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的高

峰。列宁亲自领导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 月 7 日（俄历），莫斯科工人政治总罢工，

参加者达 15 万人，后发展为武装起义，约 8000 工人赤卫队筑起街垒同军警搏斗，终为优

势的沙皇军队所镇压。 

04.0224  维堡宣言  Viborg declaration 

  1906 年 7 月 31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散了俄国第一个全国性民主机构——国家杜马，该

机构的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十分愤慨。他们发表了一项革命宣言，号召俄国人民拒绝纳

税，拒绝服兵役。由于宣言是机构代表们在芬兰的维堡市起草的，所以被称为“维堡宣言”。 

04.0225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 

  简称“一战”。1914—1918 年发生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旨在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

界霸权的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整个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

完毕。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形成了由英、法、俄三国组成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

国这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成为

大战的导火线。7 月 28 日奥国进攻塞尔维亚， 大战爆发。后来战争范围从欧洲逐渐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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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亚洲、非洲和美洲。最后整个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德国政府代表埃尔茨贝格尔

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东德车站签署停战协定,第一次世

界大战宣告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 4 年多，共有 30 多个国家总计 15 亿以上人口卷

入战争，伤亡达 3000 余万人。战争给参战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促进了各国

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加速了俄国革命的进程。 

04.0226  俄国二月革命  February Revolution of Russia 

  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 年 2 月 17 日（俄历），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

人再次罢工，浪潮迅速遍及全城。25 日，发展为总政治罢工。26 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

号召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武装斗争和成立革命临时政府。总政治罢工发展成武装起义。首

都卫戍部队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大臣和将军，沙皇专制在

俄国终于被推翻，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04.0227  七月事变  July Incident 

  1917 年 7 月 4 日（俄历），彼得格勒 50 万工人、士兵和水兵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

口号下举行和平示威。临时政府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从前线调回军队，打伤工人和士兵

400 多人，并解除了首都工人武装，解散了参加示威的军队，捣毁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

在地和《真理报》编辑部，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人。7 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

宁，列宁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七月事变后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新的联合政府。 

04.0228  科尔尼洛夫叛乱  Kornilov Coup 

  以俄军总司令拉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科尔尼洛夫（Lavre Georgievich Kornilov）为首

的反革命叛乱。1917 年 8 月 27 日（俄历），叛军主力骑兵第三军，从前线向彼得格勒进

发，妄图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布尔什维克动员数以万计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保卫首都，

并对受骗士兵展开宣传，瓦解叛军。终于粉碎了叛乱。事变后，克伦斯基政府被迫将科尔

尼洛夫解职下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武装起义的形势开始成熟。 

04.0229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简称“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4 月，列宁回国，

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路线和策略。1917 年 10 月 7 日

（俄历），列宁秘密回到彼得格勒领导武装起义。10 月 24—25 日（俄历），20 万赤卫队员

和革命士兵占领了临时政府。当晚，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全

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

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

路的新时代，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极大地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 

04.0230  察里津战役  Tsaritsyn Campaign 

  苏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苏维埃红军抗击哥萨克白卫军、保卫察里津（今伏尔

加格勒）的战役。1918 年 8 月和 10 月及 1919 年初，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

察里津军民连续 3 次粉碎了白卫军进攻。察里津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南线战局，保证了

对中央地区的粮食和燃料供应。战役中，红军将大量炮兵集中使用于主要方向，正面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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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侧后突击相结合，并开始运用骑兵兵团，为城市保卫战积累了经验。 

04.0231  俄国内战争  Russian Civil War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领导俄国各族人民反对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战

争。1920 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这场战争保卫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04.0232  奥地利 1918 年工人总罢工  General Strike of Austria Workers in 1918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向所有交战国建议结束战争，开始和平谈判。

奥地利工人要求停止战争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1918 年 1 月，当中欧国家单方面终止了

谈判并又开始军事行动时，维也纳的工人展开了反对中断和平谈判的大罢工。随后多地发

生了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然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面同政府妥协，一面欺骗罢工工人，

罢工最后被扼杀。 

04.0233  芬兰革命  Finland Revolution 

  芬兰 1918 年无产阶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12 月芬兰独立，但由资产阶级掌握政

权。1918 年 1 月 27 日，芬兰工人赤卫队在首都起义，推翻反动政府，次日成立人民代表

苏维埃。宣布监督私人银行、没收逃亡业主企业、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迅速扩展到南

部广大地区。被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组成白军，由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指

挥，在德国干涉者的支持下，于 4 月进占首都，革命被镇压。 

04.0234  1918 年德国革命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 

  1918—1919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8 年 11 月 3 日，基尔港水兵起义。9 日，君主

制度被推翻。社会民主党右派即宣布德国为“民主共和国”，由弗雷德里希·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组成临时政府。1919 年 1 月，柏林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被右派

社会民主党人强行镇压，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捕牺牲。2 月政府在魏玛召开国民制宪会

议，艾伯特当选为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04.0235  1919 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  Hungarian Proletarian Revolution of 1919 

  1919 年 3 月 21 日，在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下，匈牙利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

的统治，在布达佩斯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参加政府的有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建立了工农红军，实行企业、银行和土地国有化，并采取一系列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措施。

但也犯了一些错误，如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无原则地合并，没收地主土地没有分给农民，

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同年 8 月 1 日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镇压下，匈牙利

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革命失败。这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上建立的

又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04.0236  格鲁吉亚事件  Georgian Affair 

  1922 年，斯大林的民族“自治化”方案，遭到格鲁吉亚中央的反对，此方案也受到了列宁

的批评。10 月，俄共中央通过修改后的决议，其中规定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

亚三国联盟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也遭到了以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

中央的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同其他独立的共和国一样直接加入苏联。以格里戈里·康斯坦

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Grigoriy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为首的俄共（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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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这一要求采取高压政策，对格鲁吉亚党中央和政府进行大换班、大

改组。奥尔忠尼启则甚至于盛怒之下动手打人。列宁指示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口授了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谴责了斯大林等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04.0237  阿扎尔骚动  Azar Turmoil 

  1924 年 8 月 28 日，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第二国际首领和外国代理

人的支持下组织的反革命暴动。在格鲁吉亚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的积极协助下，暴动 29

日很快平息了。斯大林指出，暴动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在那里共产党员和农民的关系很差，

孟什维克得以利用农民中的被共产党员忽略了的长期积累下的不满情绪，引诱一部分农民

群众参加了暴动。 

04.0238  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  Artyomovsk Affair 

  乌克兰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党政机关的某些人员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事件。1928 年

初被揭发，1928 年 3 月联共（布）中央对这一事件做了处理。斯大林指出，“在我们党组

织的某些环节中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

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 

04.0239  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dissolving Polish Communist 

Party 

  1927 年波兰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估计，出现“多数派”和

“少数派”。1929 年，多数派被第三国际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少数派的伦斯基当选为党

的总书记。1938 年，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根据所谓间谍渗入波共领导机构的指控，解

散波共，波共领导人遇害。 

04.0240  哈桑湖事件  Lake Khasan Affair 

  又称“张鼓峰事件（Zhanggufeng Incident）”。日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哈桑湖附近的张

鼓峰发生的武装冲突。1938 年 7 月 31 日，日军第 19 师团以两个小队的兵力与在沙草峰

构筑阵地的苏军小分队发生交火。日军先后攻占张鼓峰和沙草峰。苏联远东方面军发起反

击，在布柳赫尔元帅指挥下，先后攻占张鼓峰、沙草峰部分阵地，并于 8 月 9 日之前将日

军击退。8 月 10 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04.0241  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 

  简称“二战”。1939—1945 年,中、苏、美、英等同盟国反对德、意、日等轴心国侵略的全

球性反法西斯战争。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加剧了帝国主义

国家之间的矛盾。为摆脱危机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相继发动了局部侵略

战争,最后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分为三大阶段：1931 年中国的九一八

事变至1939年8月是它的局部爆发阶段，主要性质是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反侵略的战争；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军队突袭波兰至 1941 年 6 月 22 日以前是它的全面爆发阶段，主要

性质是帝国主义战争；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突袭苏联和苏联、美国、英国结成反法西斯

同盟标志着战争性质的变化，此后直到大战结束，主要性质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1945

年 5 月 8 日和 8 月 15 日德国和日本分别无条件投降，标志着大战的结束。大战给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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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使全世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遭到空前破坏，造成1.1亿人的伤亡。

但是正义力量赢得了战争，为战后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04.0242  苏芬战争  Soviet-Finnish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芬兰的战争。1939 年 11 月 30 日，战争爆发，三个月后芬兰

战败。1940 年 3 月 12 日，签订《苏芬和约》。规定原属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拉多加湖

的西岸、北岸，芬兰湾中一些岛屿等地划归苏联；芬兰在北极海岸以外的水域内不保有军

舰或其他武装船舶；苏联具有自由通过贝柴摩地区，往返挪威的权利等。 

04.0243  斯摩棱斯克战役  Battle of Smolensk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上，苏军于 1941 年 7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在斯摩棱斯克地域

进行的防御和进攻的综合性战役。这次交战打破了德军不停地向莫斯科进攻的计划。德国

法西斯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被强迫在主要方向上转入防御。 

04.0244  伟大卫国战争  Great Patriotic War 

  苏联人民为了保卫祖国而进行的反击德国法西斯及其帮凶的正义战争。1942 年 6 月 22 日

晨，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纠集 190 个师的优势兵力，以“闪电战”的方式

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卫国

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45 年 5 月 12 日，苏军在盟军的配

合下攻占柏林，5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苏联社会主

义革命的伟大成果，而且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04.0245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battle for the defence of Stalingrad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 年，德军集中了 150 万

人的兵力，继续大举进攻苏联。7 月 17 日，迫近斯大林格勒，双方展开激战。9 月 13 日，

德军窜入市内，双方展开巷战。斯大林发出“决不后退一步！”的号召。参加保卫战的红

军和全市人民浴血奋战，在防御战期间消灭敌人 18.2 万人，改变了力量对比。11 月 19—

20 日，苏军从南北两翼转入反攻。23 日会师卡拉奇，包围了鲍卢斯指挥的德军主力 33 万

人。1943 年将其彻底歼灭。 

04.0246  库尔斯克战役  Battle of Kursk 

  苏联卫国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之一。1943 年 7 月 5 日，法西斯德国集中三个军 50 多万人的

兵力，由奥廖尔和别尔戈罗德发动进攻，妄图围歼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苏军，打开进攻莫

斯科的通道。苏军经一周的防御战，消灭大量德军。12 日转入反攻，于普罗霍罗夫卡地区

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挫败德军。8 月 5 日，连克奥廖尔和别尔戈

罗德。23 日收复哈尔科夫。从此苏军完全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04.0247  苏波十月会谈  October meeting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Poland 

  1956 年 10 月 19—20 日，苏联同波兰的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会谈。发表了公报，

苏波两国领导人表示对于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一致看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双方今后

将在平等互利和兄弟互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苏联决定以赊卖的方式在 1957

年对波兰供应 140 万吨谷物，并同意给波兰贷款 7 亿卢布。公报强调了苏波联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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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04.0248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Khrushchev's "secret Speech" 

  赫鲁晓夫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1956 年 2 月

14—24 日召开了苏共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24 日大会闭幕。当

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通知全体代表再次开会，作了该报告。其主要内容有：指责斯大林

违背集体领导原则，搞个人崇拜; 破坏法制，进行大规模逮 捕、镇压；在卫国战争初期怀

有失败主义情绪，应对苏军初期的失利负主要责任，应对农业危机和对外政策的失误承担

责任; 要肃清个人迷信在各个领域的流毒等。该报告虽然披露了斯大林的问题，但没有对

斯大林一生的功过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的分析，以致在苏联推行非斯大林化，并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混乱，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

主义的浪潮。 

04.0249  南斯拉夫解体  breakup of Yugoslavia 

  二战后，在铁托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于南欧巴尔干半岛上的数个国家组成的联邦，

形成了新的统一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在行政上按民族划分为 6 个

共和国和 2 个自治省。1991 年 6 月 25 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经公民投票后宣布独

立。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久也相继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于 1992 年 4

月决定建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至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完全解体。 

04.0250  苏联“8·19”事件  Soviet Union August 19th Event 

  又称“八月政变”。1991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21 日在苏联发生的旨在保住社会主义苏联的

失败之举。1991 年 8 月 19 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趁

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机会，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

会，试图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订，保住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同时阻止西化“民主派”上

台，以改变苏联当时的内外混乱局面。但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于意志软弱、组织不力，其行

动三天后以失败告终。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及参与事件者以叛国罪被判入狱。这一事件加

剧了苏联国内形势的复杂化，使苏联解体变得不可逆转。 

04.0251  别洛韦日协定  Belavezha accords 

  1991 年 12 月 8 日，苏联的 3 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

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丛林秘密会晤，签署

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

主体和地缘政治体停止存在”，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其协调机构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

克；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其它赞同独联体宗旨的国家均可加入独联体。 

04.0252  阿拉木图宣言  Alma-ata declaration 

  1991 年 12 月 21 日，除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外的苏联的 11 个加盟共

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会晤，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

的议定书》等文件，宣告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由 3 国增加到 11 国，并宣告苏

联将停止存在。12 月 25 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联总统职务，苏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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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解体。 

04.0253  苏联解体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在内外部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冲击下，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1990

年 3 月 11 日、3 月 30 日和 5 月 4 日，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先后宣

告独立。其他加盟共和国随后也相继发表主权宣言。1991 年 8 月后，苏联共产党失去执

政地位，苏联国内发生政局变动。1991 年 12 月 1 日，第二大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宣布独

立。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布，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已不存在。12 月 21 日，苏联 11 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在阿拉木图签

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决定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以取代苏联。这就意

味着 1922 年 12 月 30 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至此不复存在。12 月 25 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宣告正式解体。 

04.0254  东欧剧变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导致政权更迭及政治经济制度

根本改变的剧烈社会动荡。这一动荡最先出现在波兰，后扩展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以苏联解体告终。东欧剧变的实质

是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发生改变，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04.02.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4.0255  五四运动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的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

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

合，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04.025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three armed uprisings launched by Shanghai workers 

  北伐开始以后，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1926 年秋至 1927 年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

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于 1926 年 10 月

24 日。由于起义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组织起来的

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1927 年 2 月 17 日，北伐军占领杭州。2 月 18 日，

先头部队抵嘉兴，2 月 19 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在“罢工响应北伐军”

的口号下，罢工工人达 36 万人。本来罢工是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孰料北伐军到嘉

兴后却止步不前。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得悉这个消息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把总同盟

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2 月 21 日，起义又被军阀残酷镇压下去。1927 年 3 月 21 日中午

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 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

于 22 日 6 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重又回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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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手中，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强大

的组织力量。 

04.0257  南昌起义  Nanchang Uprising 

  1927 年 8 月 1 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

率领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第一枪。 

04.0258  三湾改编  Sanwan Reorganization 

  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制行动。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秋收起

义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后，毛泽东带领军队向井冈山进军，在途径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

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其主要内容： (1)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了“支

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全军

由前委统一领导。(2)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由士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其主要职责是反

映士兵的愿望和要求，维护士兵的正当权益，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士兵做民运工

作，参加军队的经济管理，监督各项民主制度的执行。(3)整编部队。把工农革命军由原来

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第一、三两个营。在缩编时，实行愿走则走、愿留则留的原

则，要求回家者，发给路费。经过整编，部队精干了，战斗力增强了。三湾改编，确定了

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

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04.0259  红军长征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1934 年至 1936 年，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以 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开始为标志，到 1936 年 10 月 9 日和 22 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标志结束。红军长征的胜

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 

04.0260  延安整风运动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t Yanan 

  从 1942 年 2 月到 1945 年 4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

动，主要任务是整顿学风、文风和党风。整风运动端正了全党思想政治路线，反对了党内

的教条主义，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党的七大顺利

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04.0261  开国大典  founding ceremony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起第一面红旗，随后进行

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

立起来，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04.0262  “三反”“五反”运动  "Three Antis" movement against the "Five Evils" 

  新中国成立初中国共产党为加强自身建设和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重要举措。“三反”运动

是指 1951 年 12 月到 1952 年 10 月面向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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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主义的运动。“五反”运动是指 1952 年 1 月至 10 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04.0263  抗美援朝战争  War to R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援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从

1950 年 10 月 19 日志愿军入朝开始，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结束。

抗美援朝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国内经济

恢复和民主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04.0264  大跃进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的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

高速度、不断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经济运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

义的高昂热情，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由于违背经济规律而又严重影响了全国经济社会发

展。 

04.0265  反右派斗争  anti-rightist struggle 

  1957 年 6 月 8 日到 1958 年夏，中国共产党为了回击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反对共产党的领

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及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

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

的指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运动猛烈开展起来。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

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出现了严重

扩大化。到 1958 年 6 月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全国实际划定的右派分子达 55.28 万人。

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04.0266  人民公社化运动  movement to establish people’s communes 

  把小型农业生产合作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性活动。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

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 10 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生产

队、生产大队和公社三级所有制和政社合一的体制，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195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

运动中的一些错误。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农业六十条”的修正案，

对人民公社组织生产方式进行调整。1982 年，在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正宪法时，做出

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的决定。 

04.0267  文化大革命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在中国由毛泽

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1966 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

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977 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 年５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

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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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04.0268  二月抗争  February Struggles 

  1967 年 2 月前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

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的公开反抗和斗争。1967 年 2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怀仁堂碰头会

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强烈批评，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江青、康生等向毛泽

东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把这场斗争诬称为 “二月逆流”，并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

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从此，中

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政治局。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彻底平反。 

04.0269  天安门事件  Tian'anmen Incident 

  又称“四五运动”。1976 年 4 月 5 日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广大

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

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04.0270  粉碎“四人帮”  Smash “the Gang of Four”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

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 10 月 4 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

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

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6 年 10 月 6 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

导的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粉碎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04.0271  “汪辜会谈”  Wang Koo talks 

  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之间的会谈。

其中，第一次会谈于 1993 年在新加坡举行，双方签订了一系列事务性交流协议；第二次

会谈于 1998 年在上海举行。“汪辜会谈”建立起两岸制度化的事务性协商与政治对话机

制，并解决了两岸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04.0272  香港回归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正式成立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事件。香港回归作为“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对

解决澳门、台湾问题具有率先示范的作用。 

04.0273  澳门回归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Macao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葡萄牙共和国结束统治澳门的历史事件。澳门回归是祖国统一道路上的又一座丰碑。 

04.0274  “三讲”教育活动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stress study,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integrity 

  1998 年至 2000 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

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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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项重要举措。 

04.0275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keep 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 to keep 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 

  从 2005 年 1 月开始，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

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历时一年半，到 2006 年 6 月基本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这项活动" 

04.0276  科学发展观实践教育活动  educational and practical activity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部署，中共中央决定，从 2008 年 9 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

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为进一步增强党的

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奠定重要的思想基

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04.0277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educational and practical activity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于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全党范围

内部署开展的一次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

治病”的总要求，聚焦作风建设的教育实践活动。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 

04.0278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special subject education of “Three stricts and three realities” 

  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部署，中共中央政

治局于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围绕中央政治局带头践行严以修身、严

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联系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联系严格教

育管理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实际，联系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

等人案件的深刻教训，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

设的实践，研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的措施。 

04.0279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Two Studies and One Action" Learning Education 

  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

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

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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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主要思想流派 

 

04.03.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4.0280  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业资

本的利益和要求。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 15—16 世纪，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 17 世纪上半

期。重商主义者反对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家用宗教教义和伦理规范来说明社会经济现

象，但重商主义者还不能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本质。 

04.0281  重农学派  Physiocrates 

  18 世纪 50—70 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

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

荣的必要因素。弗朗斯瓦·魁奈(FransoisQuesnay)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经

济表》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将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04.0282  巴贝夫主义  Babefianism 

  又称“平等主义（equalitarianism）”。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18 世纪末由法国革

命格拉古·家巴贝（Gracchus Babeuf）及其拥护者创立。其主张用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

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以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

共和国，因而其主张亦称平等主义。 

04.0283  禁欲主义  asceticism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禁欲论。主要代表人物是 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Etienne-

Gabriel-Morelly）、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他们一方面对社会贫富对立和统治

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表示极力反对和不满，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需

求越少，幸福越多，主张人们在衣食住行诸方面的清朴和划一，要求人民群众抛弃生活上

的享受。 

04.0284  绝对平等王国  absolute equality kingdom 

  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绝对平等主义

的设想。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它是超阶级、超历史的空想，

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 

04.0285  平均共产主义  Average communism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西欧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潮之

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魏特林等。它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一切罪恶

的根源，而私有制是引起一切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因而反对私有制度，主张社会革命，消

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行公有制，建立一个绝对平均分配的平等共和国。 

04.0286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bourgeois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229 

 

  简称“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升时期代表英法两国新兴产

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产生于 17 世纪下半叶，完成于 19 世纪初叶。马克思的

划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

尔（Pierre Boisguilbert）开始，到西斯蒙第（Sismondi）完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从理论

上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优越于封建主义生产，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其最大缺陷是，认为

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的绝对永恒的生产方式。 

04.0287  经济浪漫主义  economic romanticism 

  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企图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产生于 19 世纪初

产业革命在西欧各国蓬勃展开时期，以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为主要代

表。经济浪漫主义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必然

性，但并不了解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 

04.0288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bourgeois vulgarpolitical economics 

  简称“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形成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法

国的萨伊（ JeanBaptisteSay），英国的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密尔

（JohnStuartMill）和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等。这一学说抛弃了古典政治

经济学中包含的科学因素，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为

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 

04.0289  和平主义  pacifism 

  又称“非战主义”。一种抽象地、无原则地拥护和鼓吹和平的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治思潮。

广义包括非暴力运动和不抵抗运动等；狭义指不区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笼统地反

对一切战争、祈求人类永久和平的思想。近代的和平主义始于 19 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印

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平主义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

战争的根源，混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笼统地反对、指责一切战争，无原则地

乞求和平，企图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实现所谓“永久和平”。 

04.0290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petty-bourgeois socialism 

  反映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立

场的反动思潮，主要代表有西斯蒙第、蒲鲁东等。他们揭露资本主义弊端，主张退回到小

农经济和小手工业者，认为只要把劳动者转变为小私有者，就能把资本主义和平改造为社

会主义。 

04.0291  泛伊斯兰主义  Pan-islamism 

  现代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19 世纪下半叶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Din Afghani）所倡导。认为帝国主义和西方物质文明对东方是个威胁，主张全世界穆斯林

不分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西方国家的进攻，为振兴伊斯兰教拥戴一个哈里发建立超国

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大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又趋

活跃，其政治目标不再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与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大帝国，而是强调全世界

穆斯林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伊斯兰国家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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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广泛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复兴伊斯兰教。 

04.0292  青年德意志派 Young  German school 

  19 世纪 30 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代表，海涅和白尔尼对这一

团体有很大的影响。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

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04.0293  利己主义  egoism 

  个人主义的一种公开的表现形式，泛指毫不避讳地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生活态度，把

个人幸福看得高于一切的行为规范。利己主义作为私有制经济的产物，是奴隶主阶级、地

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的道德原则。利己主义从“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前提出发，把个人

利益作为判断行为价值的唯一而普遍的尺度，以个人欲望的满足为归宿。 

04.0294  沙文主义  Chauvinism 

  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指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利益）看得

高于一切，煽动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和仇恨，主张用暴力征服、掠夺和奴役其他民族，扩张

本国的领土，维护本国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这个名称来源于法国拿破仑时代一个名

叫沙文的士兵，他拥护拿破仑以暴力建立大法兰西帝国的侵略计划，盲目崇拜拿破仑。他

的用暴力建立世界霸权的主张后来被称作沙文主义。 

04.0295  商品拜物教  commodity fetishism 

  把某种物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宗教观念。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的物

与物的关系掩盖了商品生产者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给商品生

产者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商品天然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 

04.0296  折中主义  eclecticism 

  又称“折衷主义”。把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立场、观点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

主张和做法。在近现代，折中主义一词具有掩盖矛盾、调和矛盾的反辩证法含义。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折中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反对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的一种惯用的诡辩手法。它们用二元论、调和论代替、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04.0297  平均主义  equalitarianism 

  一种主张绝对平均的思想，它坚持不管劳动强度大小、劳动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高低，不

管劳动熟练和质量如何，所有的劳动者都给以相同的报酬。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和个体手

工业的产物，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04.0298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 

  又称“生物社会学”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理论。是流行于 19 世纪末

和 20 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著名代表人物有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等。认为社会也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乃至国家、民族之间

的关系也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存在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现象，并以此

为依据，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将以强凌弱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宣称为正



231 

 

义和道德的，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辩护。 

04.0299  青年黑格尔派  Young Hegelians 

  又称“黑格尔左派（Hegelian Left）”。19 世纪 30 年代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激进

派别，代表人物有施特劳斯（D.F.Strauss）、鲍威尔（Bruno Bauer）、施蒂纳（Max Stirner）

等。青年黑格尔派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活跃于德国思想界，柏林大学是他们

活动的中心，通过创办报刊广为传播，成为一股很有影响的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积

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并深受影响。但是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以后，在合著的《圣神家

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政

治立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算。 

04.0300  封建的社会主义  feudal socialism 

  法国和英国的封建贵族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潮，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批判的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 

04.0301  反动的社会主义  reactionary socialism 

  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社会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主张或流派。《共产党宣

言》指出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

反动的社会主义。或者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

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

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因而是反动的、空想的。 

04.0302  “真正的”社会主义  “true”socialism 

  又称“德国的社会主义（German Socialism）”。19 世纪 40 年代初在德国广为流传的一种

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在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产生，又作为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对

立物而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海尔曼·克利

盖（Hermann Kriege）等。这一思潮宣称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一般人即一切人的

利益，鼓吹应用超阶级的“人权”“博爱”等道德说教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美化宗法式

的小土地所有制，幻想出现平分土地所有制以消去贫困，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04.0303  蒲鲁东主义  Proudhonism 

  一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创始人是蒲

鲁东。蒲鲁东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生产者平等地直接交换产品的小私有者的社会。他否

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反对工人进行罢工和暴力革命。他既批判资产阶级私有制，又批

判共产主义。蒲鲁东主义还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

专政，他的主要代表作《贫困的哲学》，遭到马克思的批判。 

04.0304  波拿巴主义  Bonapartism 

  又称“拿破仑主义（Napoleonism）”。依靠军阀的剥削阶级，国家政权在势均力敌的两个统

治集团之间进行政治斡旋、共同对付被统治阶级的主义或制度。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发

动政变恢复帝制，实行军事独裁。此后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再次发

动政变复辟帝制，废除共和制度。这种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打着人民旗号欺骗人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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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统治的军国主义分子就被称为波拿巴分子。 

04.0305  斯拉夫主义  slavism 

  俄国 19 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史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 

04.0306  改良主义  reformism 

  宣扬通过阶级合作、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以非暴力的方式实行社会改良的一种

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工人运动中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如 19

世纪中叶法国的普鲁东、勃朗，德国的拉萨尔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要正确区别改良和改

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和杜绝改良，但认为改良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辅

助手段。改良主义则把改良看成高过一切，把它作为斗争的唯一手段和最终目的，用改良

代替和取消革命。 

04.0307  革命民主主义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革命思潮和政治主张。依据革命领导权的不同，又

可分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 

04.0308  天主教的社会主义  catholic socialism 

  由天主教徒提倡的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思潮。19 世纪 40 年代

与基督教社会主义同时流行于西欧。当代天主教社会主义把基督教正统理论同社会党“民

主社会主义”观念相结合，力图证明社会民主运动同教会接近，主张通过“民主计划”克

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否定通过革命途径改造社会的必要性。 

04.0309  国家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德国，是一种试图利用地主阶级国家权力推

行社会主义措施的思潮与政策。德国的拉萨尔，主张按照“工资铁律”实行不折不扣的劳

动所得，工人通过普选权和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的俾斯

麦政府将铁路、烟草公司等收归国家经营，将一些社会福利事业等标榜为社会主义。希特

勒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因德文中“国家”与“民族”是同一个词，实为资产阶级法西

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04.0310  互助论  mutualism 

  以宣扬人类依靠互助的本就能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而无须借助否定一切权威和政权强制

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有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他们反对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

他们状况的一切尝试，如罢工、组织同盟和参与政治活动，并宣扬无权威、无政府、无国

家的社会是可以通过互助合作“实现”的。 

04.0311  工联主义  trade unionism 

  又称“工会主义”（Unionism）。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人联合会领导集团所执行的机

会主义路线和政策的总称。工联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反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鼓吹劳资合

作，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口号，主张进行所谓纯经济的斗争。

工联主义只顾工人眼前的和暂时的经济利益，忽视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最终目的，追求

的目的仅仅是部分改善工人被奴役的条件，而不是消灭工人阶级被奴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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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12  基督教社会主义  Christian socialism 

  又称“僧侣社会主义（monastic socialism）”。法国和英国的基督徒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的思潮。十九世纪中叶欧美教会人士弘扬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慈善精神，使社会主义基

督教化。他们谴责资本主义的商品买卖违反基督教教义，主张以基督教的友爱精神，依靠

国家和统治阶级上层的资助建立生产协作社等方式，使工人摆脱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 

04.0313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产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19 世纪下半叶流行于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等国。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Max Stirner）、法国的蒲鲁东（Proudhon）、

俄国的巴枯宁（Mikl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等。他们反对

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宣称任何国家都是剥削和

压迫的工具，社会最高理想是无秩序和无政府的结合。 

04.0314  拉萨尔主义  Lassalleism 

  19 世纪 60 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创始人为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拉萨尔主义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否认无产阶级的伟大作用，

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拉萨尔主义否定消灭地主资本家所有制的必要，坚持庸俗

的分配观点。由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争取普选权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是拉

萨尔主义的核心。 

04.0315  巴枯宁主义  Bakuninism 

  以巴枯宁（Mikl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为主要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形成于 19

世纪 60 年代。巴枯宁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罪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国家，

消灭一切国家是个人解放的最主要的条件。其核心是要求个人绝对自由，要求无条件地反

对任何权威与国家。巴枯宁主义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主张依靠农民和流氓无产者的自

发暴动来实现“社会清算”。 

04.0316  机会主义  opportunism 

  又称“投机主义”。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为求

得暂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思潮。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于法国的蒲鲁东主

义,60、70 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主义,都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机会主义,其阶级

根源是小资产阶级。按表现形式不同,分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

义否定革命斗争,主张阶级合作;放弃原则,一味与资产阶级妥协,实际是放弃社会主义这个

根本目标。“左”倾机会主义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脱离多数人的

实践,拒绝任何必要的妥协和改良。 

04.0317  冒险主义  adventurism 

  又称“冒动主义”。通常指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活动方式。有

革命愿望,但却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不顾群众的实际觉悟程度与准备程度,超阶段

地盲目冒进,由少数人进行无望的行动。冒险主义的特点是不顾客观条件，不顾群众觉悟

程度和实际可能性，盲目地采取冒险行动，硬干硬拼，急于求成，在战争和建设中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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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04.0318  盲动主义  putschism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具有“革命急性病”性质的思想路线和行为。盲动主义是

“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其根本特征是忽视革命的客观条件，仅凭主观愿望和

革命义愤来冒险蛮干。盲动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大危害，反对盲动主义

是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 

04.0319  激进主义  Radicalism 

  对现存社会秩序、社会组织原则和社会运行方式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主张通过激烈的手段，

实现社会快速的、根本性的变革的理论或社会运动。 

04.0320  经验批判主义  Empiriocriticism 

  又称“马赫主义（Machism）”。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产生并流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

派别之一，代表人物为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与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

（Avenarius，Richard Heinrich）。经验批判主义继承了唯心主义经验论，主要是英国贝克

莱和休谟的传统，主张从感觉经验出发，把经验当做知识的基础和界限；又继承了康德批

判哲学的传统，主张要以批判人的认识能力，判定认识的源流、范围和界限，从经验中清

除物质、因果性、必然性等超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抽象。 

04.0321  讲坛社会主义  professorial socialism 

  又称“教授社会主义”。19 世纪 70-90 年代流行于德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代表

人物多为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如阿·瓦格纳（Wagner Adolph）、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路约·布伦坦诺（Ludwig Joseph Brentano）、威纳尔·桑巴特（Wernar Sombart）

等，他们在大学讲坛上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宣扬改良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宣称国家是

超阶级的组织，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通过国家干预和调节消除剥削，便能使工人阶级

的生活得到改善。 

04.0322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petty bourgeois democratic faction 

  又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中以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政

治派别。在反对封建斗争中有一定的革命性，同时存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

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政治上、思想上同无产阶级有根本区别和深刻对立。 

04.0323  杜林主义  Duhring doctrine 

  19世纪 70年代初出现在德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代表人物是杜林。他著书立说，

声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并且提出了一个用“经

济公社”改变分配关系的改造世界的方案。由于杜林主义一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较

大影响，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彻底清算杜林主义。 

04.0324  政治冷淡主义  political indifferentism 

  又称“弃权论的无政府主义（abstain from anarchism）”。19 世纪 7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一种放弃政治活动的思潮。主要代表为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Mikl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及其门徒。该思潮反对无产阶级组成政党、建立工会、参加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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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切形式的政治运动，尤其反对工人阶级采取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和建立工人阶级的革

命专政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权威。 

04.0325  自称“马克思主义者”  self-proclaimed "Marxist" 

  19 世纪 70-80 年代德国、法国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内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将马克思主

义加以歪曲。马克思反对这种对其理论的教条式理解或歪曲，曾数次说过：“我只知道我

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主义一词才在正面意义上使用。 

04.0326  盖得派  Guesde faction 

  又称“马克思派（Marxist）”“集体主义派（collectivist）”。19 世纪 70—90 年代，法国工人

运动中以茹尔·盖得（Jules Guesde）和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为首的革命派。该

派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主张工人用革命方式夺取生产资料。80 年代末期后，该派领导

人犯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1901 年，该派与其他政党合并为法兰西社会党。 

04.0327  无政府工团主义  anarchical syndicalism 

  简称“工团主义”。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流行于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主要代表有法国的乔治·索列尔（Sorel，

George）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主张消灭国家；认为工会（即工团）是团

结和领导工人的唯一组织形式，主张工会脱离并取代党的领导；认为生产资料转入工会手

中是一切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认为经济总罢工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唯一办法，反对无产阶

级革命。 

04.0328  伦理社会主义  ethical socialism 

  19 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一种以康德唯心主义伦理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主要

代表人物是新康德主义者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等。认为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

发展不是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更替,而是道德观念的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康德

道德原则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只注意了经济问题,忽视了伦理道德问题;认为对

社会主义,不能抱有任何功利的动机,不能把寻求经济解放和废除剥削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

目的;人们只能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去接近它,去实现它。伦理社会主义用资产阶级抽象

的人性论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是同科学社会主义

相敌对的。这一学说对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在一些西方国家仍有

流行。 

04.0329  米勒兰主义  Millerandism 

  又称“内阁主义（cabinetism）”。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和派

别，因 1899 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而得名。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把社会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分泌物，宣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民享有自由和

财产，通过普选权便可以获得；鼓吹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合作、放弃革命斗争。 

04.0330  可能派  Possibiliste 

  又称“布鲁斯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

们在 1882 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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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争得的东西，因

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

丧失影响。1902 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 

04.0331  费边主义  Fabianism 

  19 世纪后期英国一些知识分子创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所提出的思想，实质是一

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费边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

然的转变过程，反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观点，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

点滴改良。它的传播给欧洲的工人运动造成危害，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驳斥。 

04.0332  市政社会主义  municipal socialism 

  又称“地方公有社会主义（local public socialism）”。19 世纪 80 年代以英国“费边社”和

法国“可能派”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流派。这种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和平和阶级调和,认为“通

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民主选举地方自治的市政机关。 

 

04.03.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4.0333  寻神说  searching for God theory 

  俄国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20 世纪初产生，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代表人物有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谢·尼·布尔加柯

夫等。他们在彼得堡组织“宗教哲学学会”，以《新路》、《人生问题》、《转折》等杂志为

阵地，宣传俄国是“神的地上王国”，俄国人民应当是“上帝的选民”；只有依靠“宗教的

共同性才能拯救俄国”；马克思主义应该被一种新的“真正的”基督教所战胜。为此他们

发起一个寻神运动，提出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上理想的神”、“幸福、美好、完善的

神”，即神人基督。认为上帝通过神人基督向人指明人的神性，揭示人生的意义并规定人

类历史的目的。哲学上表现为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教父”学说等是它的思

想来源。认为天启是认识的最高形式;人类历史是要实现预定的目的——把所有的人联合

在基督教的怀抱里，因此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更迭的历史。梅列日科夫斯基还把道德

和宗教联系起来，指责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世界观缺乏高尚的道德。普列汉诺

夫的《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寻神说都

作了批判。 

04.0334  造神说  Creationism 

  俄国宗教哲学思潮。产生和传播于 1907—1910 年斯托雷平时期的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中。

旨在创立一种没有神的社会主义的“新宗教”。代表人物有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

造神说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所必须的，具有团结人类的使命，可以“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进

入一般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只有赋予社会主义一种“最高的宗教形式”，才能使它充分显

现出伦理学的价值，从而被人们接受，“做出伟大的事情来”。他们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对

宗教的原则立场，把马克思哲学说成是“宗教的哲学”，认为马克思直接继承了费尔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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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把人类学提高到神学阶段”，从而“最终地帮助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的宗教”。

他们宣称自己的任务就是创造出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的“新宗教”去代替“旧的宗教体系”。

为此，1909 年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等人在喀普里岛创办了一所学校，广泛宣传造

神说。列宁对此作了批判，指出造神说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感到“悲观疲惫”而从事

于“心爱的自我直观”和“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完全背离了马克

思主义基础。 

04.0335  民粹派  Narodniks 

  19 世纪 60—70 年代出现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派别，后演变

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早期民粹派以拉甫罗夫等人为代表。

他们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因此得“民粹派”之名。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民粹派发生了分化，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转向马克思主义，继

续坚持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残余的斗争。而丹尼尔逊、沃龙佐夫、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代

表富农的利益，主张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他们歪曲马克思的《资

本论》，把人类历史的发展与生物学上个体的进化进行类比，宣扬一套唯心主义的主观社

会学；他们从“人类天性”出发去考察和研究社会现象，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满足“人类天

性”的需要，在当时俄国的发展是偶然现象，而农民村社是俄国未来的理想状态。他们鼓

吹英雄创造历史，把人民群众看作消极的“群氓”；反对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列宁在《什

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

从思想上对民粹派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为制定革

命工人政党的纲领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04.0336  俄国马赫主义  Russian Machism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马赫主义在俄国的诸多变种。主要代表人物为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

尤什凯维奇、卢那察尔斯基、切尔诺夫等。它的最早出现以 1903 年波格丹诺夫的《经验

一元论》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1905 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形成一股思潮,1908 年,《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概论》、《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体系》四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该思潮的发展已达到高潮。他们公开提出要用马赫

主义“修正”“补充”马克思主义，用“经验一元论”来代替辩证唯物论。,列宁在《唯物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俄国马赫主义思潮作了尖锐彻底的批判,揭露了他们标榜

“无党性”和“中派哲学”的虚伪性,阐明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了他们借马赫主义来超

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幻想。 

04.0337  温和派  moderates 

  20 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后，党内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列宁为代表，称为布尔什维克，另一派以马尔托夫

为代表，称孟什维克，孟什维克自称“温和派”，习惯于用掩盖和调和的手段去解决各种

分歧，主张同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合作。布尔什维克派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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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38  经济派  Economists 

  又称“经济主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以单纯追求眼前经济

利益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思潮。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经济派”为代表。代表人物有

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

基等，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 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 年）。

他们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力图以资本主义改良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列宁在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在《怎么办？》一书中

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 

04.0339  解放派  Liberals 

  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因其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于

1902 年 6 月创办的《解放》杂志而得名。解放派以《解放》杂志为基础，于 1904 年 1 月

在彼得堡成立了解放社，领导人是伊万·伊利奇·彼特龙凯维奇（Ivan Ilic Petronkiewicz）

和尼古拉·费多罗维奇·安年斯基（Nikolai Fedorovich Annensky）。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

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承认民族自决权。1905 年立宪民主党成立后，解放社停止了活

动。 

04.0340  合法马克思主义  legal Marxism 

  又称“司徒卢威主义（Struveism）”。19 世纪末产生于俄国的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抹杀阶级矛盾，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反对无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主要代表人物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司徒卢威而得名。列

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彻底揭露了其资产阶

级的实质。 

04.0341  孟什维克  Menshevik 

  俄语меньшевик音译,意即少数派。起先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

后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党。主要领袖有: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策烈铁里等。1903 年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机会

主义者在建党组织原则问题上进行了激烈斗争。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机关时,马尔托夫派

获得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窃取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的领导

权,新《火星报》成为鼓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喉舌,因而孟什维克又称“新火星派”。在 1905

年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成为俄国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04.0342  取消派  liquidationists 

  又称“孟什维克取消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出现在俄国 1905 年

至 1907 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恩、阿克雪里罗德和波特

列索夫等。1905 年革命失败后,俄国革命处于低潮。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制定了把合

法斗争同党的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的革命策略。以唐恩为首的大多数孟什维克分子则组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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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派。他们主张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以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成立一个

在沙皇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他们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

工会、合作社中,以及在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反对党,把资产阶级的影响传播到无

产阶级中去。列宁同取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指出,取消派不仅要取消无产阶级政党,而

且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在 1912 年 1 月

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取消派被清除出党。 

04.0343  马尔托夫主义  Martovism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建党理论。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是孟什维克领袖之

一。主张凡是愿意参加党的人都能入党而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

反对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列宁对马

尔托夫的错误言论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1905 年 4 月，布尔什维克党在伦敦举行了第三

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和通过了新党章，最终以列宁的完全胜利和马尔托夫的彻底失败而

宣告结束。 

04.0344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 

  俄语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译,意即多数派。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第二次代

表大会。在制定党纲和党章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

了激烈的斗争。在选举党中央机关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多数票,称“布尔

什维克”。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列宁的建议,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决定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简称苏共。 

04.0345  召回派  Recallist 

  又称“左派布尔什维克（Leftist Bolsheviks）”。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以亚

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ogdanov）为代表。出

现于 1905—1907 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

现,反对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能算作革命者,而留在

国家杜马中的人不配为革命者,主张党拒绝一切合法斗争的形式,并从杜马中召回党的代表,

召回在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党员。这些人因此被称为“召回派”。召回派把党推

向冒险主义,列宁称其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1909 年 6 月,列宁领导召开了《无产者

报》编辑部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召回派,并决定把召回派清除出布尔什维克队伍。 

04.0346  托洛茨基的中间道路  Trotsky’s middle way 

  在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两条战线斗争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所谓

“非派别”分子，打起“超党派”的旗号，调和所有社会民主党各派和各种思潮，鼓吹革

命者和机会者和平相处，来为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国际上的中派主义是以德国考茨基代

表的一种隐蔽的机会主义。 

04.0347  农业社会主义  agrarian socialism 

  又称“农民社会主义”。一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平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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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这一思潮早在 18 世纪末就已出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在他设想的理想社会

中主张建立的以农业为主、实行均等分配的国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1850

年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使用过这一概念。19 世纪 50—

60 年代,俄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赫尔岑等把俄国农民村社的小生产自给自足经济加以理想

化,视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王国,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

性,主张通过村社土地所有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列宁指出:这不过是“幻想

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1906 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还曾把俄国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等人提出的关于没收地主土地并

将其转归地方公有的主张即“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斥之为“农业社会主义”。总之,农业社

会主义主张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改造世界,要平分社会一切阶级的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

把整个社会经济改造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孤立的平均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 

04.0348  修正主义  revisionism 

  又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Bernsteinism）”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德国社

会民主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并流行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19

世纪末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修改”“修正”，修正主

义一词即由此而来。后为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机会主义领袖所接受，全面背弃了马克思主

义。他们在哲学上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

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固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政治危

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

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它曾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

裂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深刻地揭示

了其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04.0349  饶勒斯主义  Jauresism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因法国社会党右翼领

袖饶勒斯而得名。饶勒斯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要循序渐进地实现，而不能靠一次

决定性的“突变”实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能够对民主制监督下的现代国家产生影响；社会

党人要通过参加议会和各级政府从内部逐步改变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 

04.0350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Austro-Marxism 

  20 世纪初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在第二半国际和社

会主义工人国际中都有较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鲁道夫·希

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在哲学上主张用马赫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

在经济学方面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和“超帝国主义”论。 

04.0351  基尔特社会主义  Guild socialism 

  又称“行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工会社会主义（union socialism）”。20 世纪初英

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是中世纪行会的狭隘思想、现代资本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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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团主义观点的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逊（Samuel George Hobson）、潘蒂（Arthur 

Joseph Penty）、柯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等。主张将全体工人逐步组织到生产

者联合会，即基尔特中管理生产，实行产业民主和产业自治，国家只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

全民消费，社会主义便可和平取代资本主义。 

04.0352  最高纲领派  maximalist program fraction 

  1904 年在俄国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最高纲

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

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主张以个人恐怖作为

斗争的主要手段。1907 年，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04.0353  托洛茨基主义  Trotskyism 

  20 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思潮,以后成为一种国际现

象。以“左”的词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核心是“不断革命论”。即在民主革命阶段,要

求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一起进行,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否认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

性,主张直接建立“工人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主张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

社会一切领域内进行不断革命,声称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

争的基础上,在国内和国际战争中进行。反对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主张输出革命和开展

“世界革命”,认为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由于孤立无援和内外矛盾尖锐化而

灭亡。此外,托洛茨基还主张党内派别活动自由,反对党内的严格纪律和民主集中制。托洛

茨基的理论观点不但对联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良的后果,而且在世界不少地

区颇有影响,近些年在拉丁美洲和西欧较为活跃,并出现了被称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或现代托

洛茨基主义。 

04.0354  立宪民主党人  Kadet 

  1905 年至 1920 年间俄国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通俗名称，是“革命的自由派”，主要代表

自由派资产阶级。十月革命后，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把该党称作“反革命的总参谋

部”。 

04.0355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great Russian chauvinism 

  又称“大俄罗斯主义”。俄罗斯民族高人一等，可以支配或掠夺其他民族的思想行为。是

沙俄政府推行的压迫各非俄罗斯民族的政策。专制、正教、民族以及帝国的统一和不可分

割等基本原则，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主要内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俄罗斯沙文主

义政策即被废除。 

04.0356  社会沙文主义  social-chauvinism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列宁在《第二

国际的破产》(1915 年)和《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等文章中,为了说明有些欧洲社

会党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用保卫祖国的名义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主义和背叛马克思

主义的行为,运用了这一概念。社会沙文主义的实质正如列宁指出的,是“口头上的社会主

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到了顶的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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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57  琼果社会主义  Jingo socialism 

  “琼果”是英文“Jingo”一词的音译。19 世纪 70 年代俄土战争期间，在英国流行过一首

好战的军国主义歌曲，其歌词中反复出现“by Jingo”一语，意即“以上帝的名义起誓”。

“琼果”后来就成了表示极端沙文主义情绪的专用名词。琼果社会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的机

会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 

04.0358  委员会共产主义  council communism 

  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革命工团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的潘

涅库克（Pannekoek，Antonie）、果特。认为工会、政党和议会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扩张

时期争取解放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崩溃时期，唯一的组织形式是没有政府性质的工人委员

会。 

04.0359  民主集中派  democratic centralist 

  又称“萨普龙诺夫派（Sapronovists）”。俄共（布）党内以季莫费·弗拉基米罗维奇·萨普

龙诺夫（Timofe Vladimirovich Sapronov）为主要代表的反对派。其骨干分子曾为“左派共

产主义者”。他们大谈“党内民主”，反对党的纪律，要求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化；反对中

央统一领导，鼓吹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主张加强对农民的强制，反对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19 年该派正式形成，1920 年成为党的主要反对派，1921 年被迫停止活动，1923 年重新

开始活动，1927 年被开除出党。 

04.0360  德波林学派  Deborin school 

  又称“辩证论派”。以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家德波林（Abram Moiseevich Deborin）为代

表的哲学学派。1916 年发表代表作《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论》。该学派曾参加过反对马赫

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同机械论进行过斗争，在坚持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

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该学派把马赫主义说成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典型哲学”，贬

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也对中国思想界和中国共产党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曾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04.0361  苏联反对官僚主义  bureaucracy 

  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剥削制度的社会和国家里,指依靠官僚机构来

统治人民和管理国家的制度和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滥用职权,

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负责任,办事拖拉,互相扯皮,以至独断专行,压制

民主,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官僚主义严重危害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挫伤群众的积

极性,破坏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列宁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

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斯大林指出：“阻碍我们前进

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只有从上下两方面施以压力，才能指望顺利进行斗

争并根绝官僚主义。” 

04.0362  考茨基主义  Kautsky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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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中派主义”。第二国际时期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潮，因德国社会民主

党和第二国际著名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而得名。在哲学上，它以唯心主

义代替唯物主义，以折衷主义、庸俗进化论冒充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它鼓吹

“超帝国主义论”，抹杀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认为各国金融资本联合起来共同剥削世界，

就可以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世界进入一个消灭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在

社会主义方面，它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

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可以使用和平手段，取得议

会中的多数而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倡“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自

由、平等、博爱”，否认民主的阶级性，诬蔑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独裁”、“专

制政权”。列宁指出，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

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列宁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

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对打着正统马

克思主义旗号的考茨基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 

04.0363  革命护国主义  Revolutionary Defensism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普列汉诺夫等人支持俄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认为这是保卫国家的合理战争；主张放

弃阶级斗争，并竭力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毒化劳动人民，为帝国主义战争

效劳。列宁对此进行批判，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并最终取得十月革命的

胜利。 

04.0364  社会帝国主义  social-imperialism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打着“保卫祖国”的旗号，宣扬民族沙

文主义，欺骗工人阶级，背叛无产阶级立场，支持本国反动统治阶级发动帝国主义战争，

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说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

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04.0365  无产阶级文化派  proletarian culture faction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家形成的派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 1917 年 9 月在彼得格勒成

立的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文化教育团体，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其“独立”性，拒绝苏维

埃政府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幌子，贩卖哲学

上的马赫主义、艺术上的颓废主义和未来主义。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等著作中批判

了他们的错误理论。 

04.0366  左派共产主义者  Left Communists 

  1918 年初由于反对同德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而形成的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

林、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等人

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集团。该集团反对苏维埃政权与德国签订结束战争的和约，主

张继续进行战争，以“促进”国际革命；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

和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实行列宁的这些政策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秩序。该集团后来承认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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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04.0367  军事反对派  Military Oppositionalists 

  1919 年 3 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派别。其成员主要

是过去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成员，也有一部分对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领导不满的

红军指挥员。该派反对在军队中利用旧军事专家，反对建立有严明纪律和正规制度的工农

红军，主张在军队指挥和作战方法方面保留游击主义。该派的主张受到了批评，会后遂宣

告解体。 

04.0368  工人反对派  workers' opposition 

  1920—1922 年间俄国共产党内由工联主义者组成的工团主义派别。工人反对派反对列宁

关于国家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控制经济的主张，而主张将经济管理交给专门为此成立

的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 

04.0369  路标转换派  Smenovekhovtsy 

  1921 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派别，因 1921 年在布拉格出

版的《路标转换》文集和 1921—1922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标转换》杂志而得名。路标转

换派把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看做是苏维埃政权向恢复资本主义方向演变，指望苏维埃国家蜕

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中也有不少人愿意参与苏维埃的工作，后成为科学文化界的活动

家。 

04.0370  社会和平主义  social pacifism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流行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用社会主义

词句装扮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以考茨基等人为主要代表。社会和平主义反对任何军

事化和战争，主张通过“废除武装”，缔结“民主和约”等消灭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和

平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的理论，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

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 

04.0371  社会法西斯主义  social fascism 

  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1929 年 7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扩大会议上，把

社会民主党同法西斯主义同等对待，并称它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共产国际一度推

行“左”倾宗派主义政策的产物。盲目而彻底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结果是树敌太多，把本

应该和能够争取、团结的力量失掉了，这一错误直到 1935 年共产国际“七大”才得到纠

正。 

04.0372  平衡论  theory of equilibrium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共党内出现的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论调。当时苏联国民

经济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两种成分，该理论认为，两种成分可以沿着不同的

轨道和平地向前发展，互不影响并且早晚会融合到一起，那时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斯大林

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平衡论”就是企图指出第三条道路，它完全是空想，是反马克思

主义的。 

04.0373  自流论  theory of sponta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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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右倾阵营内流行的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调。这种理论

认为，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会自发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那么在苏维埃制度下，

小农经济的农村也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为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而操心。它是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 

04.0374  新托洛茨基主义  New Trotskyism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旗帜的极左派所主张的政治思想，也指战后第四国际

各派别的指导思想。新托洛茨基主义仍是建立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一国不能

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断言，“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是

空想，它势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唯一的出路是推行世界革命。 

04.0375  “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潮  humane socialist ideological trend 

  苏共党内关于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互关系的理论观点的总称。形成和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哈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布哈林在 1925 年发表的《两

个世界的文化》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1961 年苏共 22 大党纲提出了

“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口号，赫鲁晓夫对其中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理论作了发挥；1985—1989 年，戈尔巴乔夫在其文章、讲话中一再论证人道主义是社会

主义最高目标的理论。戈尔巴乔夫坚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

之一。 

 

04.03.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4.0376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erroneous line of Right opportunism of Chen Duxiu 

  又称“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内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

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

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

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

表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和广

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错误分析和由此而产生的错误观点。共产国

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

的指示和指挥，亦是造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04.0377  托陈取消派  Trotskyite Chen Duxiu Liquidationist Clique 

  又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从中国共产党

中分化出来的中国托洛茨基派别组织，是托洛茨基主义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合流的产

物。1928 年 12 月，从苏联归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

主义反对派”。1931 年 5 月 1 日至 3 日,托派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

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该派的政治主张是: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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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否认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反对中国工农红军

和工农苏维埃政权,主张走资产阶级议会道路,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反对暴力革命。不久,

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逮捕,这个组织遂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还在继续

活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中国托派基本上瓦解，少数托派分子逃往港澳与国外。 

04.0378  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  Qu Qiubai “left” putschism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即在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4 月期间，党内发生的以瞿秋白

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1927 年夏，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残

酷屠杀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而滋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反映到中国

共产党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受当时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

瞿秋白在 1927 年 11 月主持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

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东央的领导机关中占了支配地位。其主要错误，

首先是在革命性质上，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金”，“革命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

权革命的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其次，是

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 1927 年大革命的

失败，不承认革命已进入低潮。因此不是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

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命令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起义。最后，是在组

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不恰当地处分了一些参加三大起义的负责同志。瞿秋白的

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一开始就受到毛泽东及许多的在

白区工作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 1928 年 4 月，这种“左”倾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

工作中已基本结束。同年 6 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分析了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着重批判了瞿秋白的“左”

倾盲动错误，对党内第一次“左”倾错误的教训做了正确的总结。 

04.0379  立三路线  Li LiSan’s “left” opportunism 

  即第二次“左”倾路线。1930 年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国民党统

治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也得到了初步恢复。这时,党内一些犯革命急性病的人,过高地估计了

有利条件和革命力量的增长,使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滋长。1930 年 6 月 11

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

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再一次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

机关。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否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

争,加上红军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已使革命形势成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

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增长,全国各地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

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

命的总爆发必然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否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

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改变的开始。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

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

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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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顿。为了贯彻其冒险计划,李立三在党内实行宗

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危害,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了严重损

失和破坏。193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

义的路线。 

04.0380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Wang Ming’s “left”dogmatism 

  又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1 年 1 月至 193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它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超越民主革命

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把所有中间势力

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城市中心论”，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命令红军夺取中心城

市，企图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

转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反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

其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在全党统治了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

造成极大损失。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04.0381  “左”倾关门主义  “Left” closed-doorism 

  一种“左”倾错误思想的表现。通常是指无产阶级政党中,某些人反对建立广泛的统一战

线,拒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革命。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主张革命的力量纯粹

又纯粹,认为革命的道路笔直又笔直。只讲斗争,不讲联合,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这种错误的危害是孤立革命力量,甚至使革命失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出:

在坚定革命信念的同时,必须认识到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苦性,经受千难困苦的考验;

必须在增强革命基本力量的同时,扩大革命队伍、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去战胜最主要

的敌人。同时,力戒在联合中丧失斗争的原则,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 

04.0382  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   Wang Ming's Rightist deviationist error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

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1937 年 12 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

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许多右倾错误主张，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

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后，

他又发表一些有错误言论的宣言、决议和文章。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这些错误主张只在

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1938 年 9—11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代表中央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批评了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04.0383  第三条道路  third road 

  又称“中间道路（middle route）”“中间路线”。解放战争初期，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

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提出的政治主张。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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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又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幻想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 

04.0384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Continuing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的

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论点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归纳为六个

“要点”:(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在社会

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

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

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文化

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

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5)“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篇文章曾经毛泽东审定。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

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

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

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 

04.0385  “两个凡是”  “tow whatevers”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

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

渝地遵循”，被简称为“两个凡是”。由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并积极推行。这一错

误方针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上为新形势下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反对。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实事

求是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04.0386  两种改革开放观  two idea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改革观的较量。邓小平指出：“有一些人打着拥

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在 1989 年

他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

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江泽民指

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

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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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

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

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

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要划清两种

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

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胡锦涛指出：“这 30 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

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党的

基本路线指引下，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

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04.0387  历史虚无主义  historical nihilism 

  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否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

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其特征就是否认人类社会过去的一

切,否认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历史虚无主义总是根据现实状况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但其

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没有改变。习近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它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前，我们

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正确分析、认识和对待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

并且使之发扬光大；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

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深刻揭露其错误和荒谬，

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04.04  重要组织、政党 

 

04.04.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4.0388  四季社  Four Seasons Club 

  19 世纪法国秘密革命组织，1837 年由布朗基创立，成员多为工人和手工业者。其各级组

织分别称为“星期”“月”“季”和“年”,四个“季”组成一“年”,故此得名。1839 年在

巴黎起义失败后被解散。 

04.0389  家族社  Family Club 

  19 世纪法国秘密革命组织，四季社的前身。1835 年由阿尔芒·巴尔贝斯（Armand Barbes）

和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在巴黎建立，成员大多是手工业者。

宣称代表无产者和人民，反对管理者和剥削者。基层单位为“家”,以上为“组”和“区”。

1837 年后改为四季社。 

04.0390  宪章派  Chartist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



250 

 

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

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

物是乔·哈尼（Joe Hani）、厄·琼斯（Uh Jones）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

人政党”。 

04.0391  流亡者联盟  Exiles Union 

  19 世纪流亡在法国的德国民主主义共和派秘密组织，1834 年由“德意志人民协会”改组

而来，宗旨是推翻德国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1836 年内部发生分裂，激进

派成立了正义者同盟。 

04.0392  英国工联  British Federation of Workers 

  全称“英国职工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Workers）”。由 18 世纪末英国按行业自发

成立的工人职工会发展而来。工联在团结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斗争中发挥过

重要作用。但受改良主义影响，只要求自发的、经济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妨

碍着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1900 年英国工联集体加入工人代表委员会

（1906 年改名为英国工党），1906 年宣告解散。 

04.0393  正义者同盟  League of the Just 

  1836 年由德国流亡者同盟分化而来，主要领导人有沙佩尔（Karl Schapper）、鲍威尔（Otto 

Bauer）、莫尔（Joseph Moll）等，1840 年后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口号是“人人皆

兄弟”，具有空想和密谋性质。1847 年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下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04.0394  共产主义者同盟  communist league 

  历史上第一个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从英、法、

德几个工人组织中选中改组德国的正义者同盟。“同盟”具有组织严密、理论先进、国际

性等优点，除德国工人外，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员参加，因而影响较大。1847 年 6 月 2

日—9 日，在伦敦召开同盟大会，在恩格斯的建议和坚持下，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

产主义者同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陈旧格

言。同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共产

主义者同盟章程》，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一个纲领，这就是 1848 年 2 月底在

伦敦首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同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领导了早期的国际工

人运动，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04.0395  工人兄弟会  Workers' Brotherhood 

  1848 年由德国改良主义代表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en）创立的工人组织，由于受小

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主张通过改良实现工人阶级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希望把它改

造成工人阶级的政党。1850 年被当局解散。 

04.0396  共产主义移民区  migrants resettled area of communism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卡贝（Etienne Cabet）在 19 世纪中期建立的自己的理想社会。为

了实现理想,卡贝在 1848 年带着几百名追随者来到新奥尔良,买下了瑙武的旧的移民区,建

立了伊加利亚公社。1856 年由于内部纷争公社瓦解。他带领一部分人又移居到圣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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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死于该地。余留部分维持到 19 世纪 80 年代而结束。 

04.0397  拉萨尔派  LaSalle faction 

  又称“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rman Workers' Union）。19 世纪 60—70 年代德国工人运动

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1863 年 5 月 23 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

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创始人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首任主席。该组织从成立之

日起,就处于拉萨尔的有力影响之下,实行独裁统治,在工人运动中推行拉萨尔主义。因此,

全德工人联合会也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争取和平的

议会活动的斗争。拉萨尔派的联合会拒绝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主张建立由国家津贴

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

取民族主义立场，从而支持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

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派的影响下成了在德国建立

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联合会的拉萨尔派的领导的机会

主义活动作斗争。到七十年代初，一部分人从该派中分裂出去加入另外一个工人组织社会

民主工党,即爱森那赫派。终于,1875 年拉萨尔派与爱森那赫派在哥达城合并为德国社会主

义工人党。 

04.0398  第一国际  First International 

  又称“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

1964 年 9 月 28 日,为了抗议沙皇俄国对波兰人民起义的血腥镇压,英、法、德、意、波兰

等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会堂举行国际工人会议，马克思应邀出席会议。第一国际当时

的名称是国际工人协会，由于会名太长，通常取它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国际）。

直到 1889 年第二国际成立后，后人才称它为第一国际。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和实际上的

领袖。它的领导机构是经选举产生的总委员会。马克思参加了组织委员会，参加了纲领和

未来机构的组织章程起草小组委员会。第一国际大力支持和领导各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

和革命斗争,团结教育了各国工人阶级,使国际大团结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积极声援和支

持波兰、爱尔兰等民族独立运动；全力支持巴黎公社革命斗争；揭露、批判并战胜了国际

内部的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了统治

地位；进一步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培养了一批工

人运动的优秀骨干,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条件。1871 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

工运处于低潮,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式和要求,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

工人协会于 1876 年 7 月在美国费城代表会议上宣告解散。 

04.0399  德国社会民主党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又称“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城成立的德国社会民

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其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是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

西、威廉·白拉克。该党拒绝拉萨尔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承认第一国际规章,并加入

第一国际,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奠定了基础。该党在成立后受到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赞扬和帮助。1875 年 5 月爱赫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联合为德国



252 

 

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了缺乏明确革命目标的《哥达纲领》。对该派向拉萨尔派所作的某些

原则性的让步,马克思专门撰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予以严肃批评。 

04.0400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1871 年 3 月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武装起义并建立的

无产阶级政府。1871 年 3 月 28 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

实施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但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镇压下，最终失

败了。巴黎公社执掌政权的 72 天，以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原理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指出: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

机器,是巴黎公社所提供的最主要的经验。彻底废除官僚制度,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是巴黎公社提供的又一条宝贵经验。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认为,必须象

巴黎公社那样,通过普选,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的公职人员;国家公职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

熟练工人的工资。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04.0401  第二国际  Second International 

  继第一国际之后建立的第二个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工人运动新

高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建立的形势下于 1889 年在巴黎建立

的。第二国际成立初期与各国党内和国际内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二国际内部逐渐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宣告破

产。 

04.0402  第二国际左派  Second International Left 

  19 世纪末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同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等右派相对

立的马克思主义派别。随着 19 世纪末伯恩斯坦公开举起了修正主义的旗帜，在德国社会

民主党内部，倍倍尔（August Bebel）、卢森堡、梅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批判伯恩斯坦

主义的斗争，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左派。后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也在国

际上团结各国左派，反对第二国际内的右派。 

04.0403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  world industrial workers' union 

  简称“世界产联”，又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美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个工人组织。1905 年

创立于芝加哥，主要任务是把产业工人团结在“一个巨大的联合会”中，通过大罢工、群

众性怠工和消极抵抗进行一场改革运动，拒绝采取暴力行动。1908 年后接受无政府工团

主义，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宣告解散。 

 

04.04.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4.0404  手工业劳动组合  handcraft labor group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

奇·杜勃罗留波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Dubroliubov）和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

评论家、作家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Gavrinovich Chernyshev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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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下，在彼得堡、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相继建立了一种劳动组合方式。组合成员共同

采购生产原料、接受订货、销售产品。但由于资金不足所以发展平平，不久就自行解散了。 

04.0405  土地与自由社  land and freedom society 

  又称“土地自由派”。俄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民粹派组织，成立于 1876 年。成员主要有亚历

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伊洛夫（Alexander Dmitrijevic Mikhailov）、格奥尔吉·瓦连

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等。该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

纪律，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沙皇政府，取得土地和自由。曾开展过广泛的反抗沙皇专制统治

的革命斗争，后于 1879 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民粹派组织。前者把

革命斗争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矛头直指沙皇统治；后者则坚持继续发动农民开展以

平均土地为内容的经济斗争。 

04.0406  劳动解放社  Labor Liberation Society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1883 年 9 月由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日内瓦组织成立。参加该

社活动的除普列汉诺夫之外，还有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查苏利奇、伊格纳托夫。其主

要工作是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雇佣

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等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后

传入俄国境内,并通过自己所创办的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宣传。该社对在俄国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思想障碍——民粹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为俄国无产

阶级政党的建立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劳动解放社还同国际工人运动建立和保持了密切联系,

从 1889 年第二国际成立时起,劳动解放社一直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它的

历次代表会议。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某些理论主张受到了民粹主义观点的影

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不能正确估计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俄国未

来的工人阶级政党设想成西欧那种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些错误观点使该社的活动家后来脱

离了马克思主义,并为孟什维克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

二次代表大会时,劳动解放社宣告解散。 

04.0407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Associ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Liberation Struggle 

  又称“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Petersburg Working Class Liberation Struggle 

Association）”。列宁在 1895 年秋联合了彼得堡的约 20 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建立起来的革

命组织，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协会领导了 1895—1896 年的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

工，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影响。1898 年下半年，协会的领导权被“经济派”所掌握，导致协会变质、瓦

解。 

04.0408  社会革命党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该党于 1901 年底至 1902 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

党人联合会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

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消灭土地私有

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1917 年七月事变期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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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前夕，该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其左翼于 1917

年 12 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曾参加第一届苏维埃政

府，后因反对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退出。1918-1920 年内战期间，社会革

命党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国家领导人实施个人恐怖。社

会革命党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 1918 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

的主要组织者。1919 年 8 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

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为俄国国内反革

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

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04.0409  苏维埃  Soviet 

  俄文совет音译，意为“会议”或委员会。1905—1907 年俄国革命期间，彼得堡和许

多大城市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1917 年二月革命期间，俄国各地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

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十月革命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成为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1936 年苏联宪法把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改称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

1977 年新宪法又改名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简称苏维埃。 

04.0410  杜马  Duma 

  沙皇俄国的国家议会。它存在于 1906—1917 年，共召开了四届。沙皇当时所召集的国家

杜马，只不过是在革命高潮的形势下，为纠合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以欺骗人民、镇压革命

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布尔什维克在不同时期对国家杜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为争取革命胜

利创造了条件。 

04.0411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Social Democratic Duma Collegium 

  在 1913 年的沙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工人选民团选出 6 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 7 名孟

什维克代表，组成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但因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处处妨碍布尔什维

克代表进行革命工作，布尔什维克于 1913 年 10 月成立了单独的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他

们在杜马内抨击专制制度，在杜马外加紧革命活动，与党中央和列宁保持密切联系。但后

被剥夺代表权，流放西伯利亚。 

04.0412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 

  根据 1918 年苏俄宪法设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城市和州苏

维埃（工农代表会议）代表组成，至少每一两年开一次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产生的全

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立法、号令及监督权。代表大会实权掌握在由它选出的全俄

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1937 年全俄代表大会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所

代替。 

04.0413  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  Working Group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组织。1916 年 3 月 24 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以胡戈·哈阿兹（Hugo 

Haase）为首的 18 人，在国会中投票反对新的战争拨款，被右派占多数的党团以决议宣布

丧失党团成员资格后当即组成。其主要领导人有胡戈·哈阿兹、格奥尔格·累德堡（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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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ebour）和威·迪特曼（Dittman·Wilhelm）。中央机关报为《消息小报》。1917 年 4 月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该小组为核心组成。 

04.0414  第三国际  Third International 

  又称“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列宁积极筹建的继

第二国际之后的又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形势，需要

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1919 年 3 月 2—6 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

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

国际行动纲领》，宣告共产国际正式成立，季诺维也夫任执委会主席。 

04.0415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  Russian national electrification board 

  制定并具体执行全俄电气化计划的机构。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0 年 2 月 3 日关于

制定电气化计划的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 1920 年 2 月 21 日成立了俄罗斯

国家电气化委员会。1920 年底，该委员会编制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电

气化计划》。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的第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是以后五年计划的雏形。 

04.0416  第二半国际  Two-and-a-Half International 

  又称“维也纳国际（Vienna International）”“社会党国际协作会（Socialis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sociation）”。1919 年伯尔尼国际和第三国际相继成立，未加入上述两个国际

组织的英国独立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 13 个“中派”政党和集团于

1921 年 2 月 22—27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党

国际工人联合会”。由于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

际之间，所以被称为“第二半国际”。 

04.0417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根据列宁的倡议于 1921 年建立。当时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并入这个新的机构。最

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和协作机构，负责制定和调整计划草案和控制数字，但

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它的权力大为增加。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各共和国国

家计划委员会以及各企业和国营农场的规划部门。 

04.041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简称“苏联”。世界上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联盟。

1922 年 12 月 29 日，苏维埃全权代表团举行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在自愿联合又保留

每个苏维埃共和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决定组成统一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12 月 30 日，苏联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联盟条约和苏联成立宣言，正式宣告

了苏联的诞生。 

04.0419  加盟共和国  union republics 

  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苏联加盟共和国是组成苏联的各个共和国。根据

苏联宪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职权范围以外,在自己领土上独立

行使国家权力。其职权如下:①参加解决苏联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苏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政府和苏联其他机关。②保障自己境内的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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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协助苏联职权在自己境内的行使,执行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决议。③在

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上,协调和监督联盟所属的企业、机构和组织的活动。④规定自己的

边疆区、州、专区和区的划分并解决行政区域结构方面的其他问题。⑤有同外国发生关系,

同外国缔结条约及交换外交和领事代表,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的权利。1991 年苏联解体

后,15 个加盟共和国现已成为独立国家。 

04.0420  苏联部长会议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苏联政府的名称，苏联国家最高执行和指挥机关。1936 年的《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苏联国

家最高执行和号令机关为部长会议。1946 年 2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首次会议决定将苏联

政府的原名称-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苏联部长会议由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

席会议选举产生，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并向它报告工作。在最高苏维埃休会期间，部长会议

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并向它报告工作。苏联部长会议的职权和任务包括：依据宪法规

定发布决议、命令和训令等；保护国家利益，领导和实现国民经济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

巩固信贷与货币事业；维护公民权利，维护公共秩序；指导全国军力建设，组织领导外交

活动。苏联部长会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设立管理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

事宜的专门委员会，并设立若干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设有自己的部长会

议，由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负责组织。 

04.0421  苏联最高苏维埃  Supreme Sovie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1936 年至 1988 年 12 月间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专门行使苏联立法权的国家机关。根

据苏联 1936 年通过的宪法，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由全体选民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

权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任期 5 年。最高苏维埃批准政府即人民委员会（1946 年

2 月改名为部长会议）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最高法院院长，任命总检察长。最高苏维埃

选举产生主席团，在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为行使最高苏维埃职权，并向最高苏

维埃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苏联最高苏维埃由权力平等的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每院各选举

出三个常设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盟院代表苏联劳动人民的

共同利益，民族院代表苏联劳动人民与其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利益。1988 年 12 月,修改后的

苏联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权力的常设立法、发布命令和监督机关。 

04.0422  人民委员会  People's Committee 

  1946 年 3 月以前苏联部长会议、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正式名

称。这一名称是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立即采用的，目的是强调新政府是按照苏维埃（代

表群众）的意志建立的，政府各部门不再由传统的资产阶级部长们领导，而是由人民代表

领导。1946 年以后，改称部长会议。 

04.0423  第四国际  Fourth international 

  又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World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1938 年 9 月在列夫·托

洛茨基亲自筹划下建立的托派国际性联合组织。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

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二战”期间曾遭受镇压，面临瓦解。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

代初达到鼎盛时期。当今世界上有诸多国际托派组织继续沿用这个称号，主要分布于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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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洲。 

04.0424  伯尔尼国际  Berne International 

  又称“黄色国际（Yellow Internationa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产了的第二国际各国社会

民主党右翼，于 1919 年 2 月 3—10 日在瑞士伯尔尼召开国际代表会议，会议作出了恢复

第二国际的决议，通过了支持国际联盟的决议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决议。这个复活了的

第二国际被称为伯尔尼国际。 

04.0425  崩得  Bund 

  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

成立于 1897 年，参加者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 年 3 月，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在党内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1921 年崩得自行解

散。 

04.042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工人协会  Northern Union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俄国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和科斯特罗马三省的社会民主党地区联合组织。该协会是

根据奥莉佳·阿法纳西耶夫娜·瓦连佐娃（Olga Afanasyevna Valencova）和弗拉基米尔·亚

历山德罗维奇·诺斯科夫（Vladimir Alexandrovich Noskov）的倡议于 1900—1901 年在沃

罗日涅建立的。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北方协会改组成为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1905 年 7 月，北方委员会撤销，建立了独立的三个地方委

员会。 

04.0427  立宪民主党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又称“人民自由党（People's Liberal Party）”。1905 年 10 月成立的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

级的主要政党。领袖是帕·尼·米留可夫（Milyukov，Pavel Nikolayevich）。该党企图用立

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次组织过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

命暴动，被苏维埃政权所粉碎。苏维埃政府于 1917 年 12 月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 

04.042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r Party 

  19 世纪末创立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898 年 3 月，俄国的几个马克

思主义小组在明斯克召开会议，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03 年 7 月，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内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04.0429  十月党人  Octobrists 

  又称“十月十七日同盟（October 17th alliance）”。沙皇俄国的一个右翼政党。成立于 1905

年 11 月，用沙皇关于成立杜马的 1905 年 10 月法令命名。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革

命政党。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制，建立强大的议会和政府对沙皇本人负责；在经济上支

持土地私有化和进一步的土地改革方案。 

04.0430  全俄农民协会  All-Russian Peasant Union 

  俄国 1905 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协会要求实现政治自由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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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土地分配

给自立耕作的农民使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的镇压，1907 年初被解散。 

04.0431  苏联工会  trade unions in Soviet Union 

  成立于 1905—1907 年革命期间，到 1917 年 10 月，有 200 多万工人加入工会。在党的领

导下，是党在群众中的可靠支柱，争取实现苏共纲领的斗争是苏联工会工作的基础。工会

将生产职能作为第一位的职能，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组织工人直接地积极参加发展生产、

提高生产率和管理国民经济及安排职工的生活福利。工会机关由工会会员直接或间接选举

产生。最高权力机关是工会代表大会，每 5 年召开一次。 

04.0432  区联派  mezhraiontsy 

  全称“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十月革命前，存在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个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小派别。其成员主要有亲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中的调和

派，中派和托派。区联派一方面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又不愿立即

同孟什维克护国派决裂。1917 年二月革命后，区联派十分活跃；1917 年 8 月，大多数区

联派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十月革命。 

04.0433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Bolshevik) 

  1918 年 3 月到 1925 年 12 月苏联共产党的正式名称，原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

克），后又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斯大林是党的领导人。1920 年，根据党

的倡议，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22 年苏俄政府宣布它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党，其他

政党均被取缔。 

04.0434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Fif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4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8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49 个国家的 60 个组织（共产

党 46 个，其他工人政党 4 个，国际共、青、妇等组织 10 个）的 510 名代表。大会讨论了

关于世界工人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问题。大会认为，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共产党人的一条

基本策略；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决不能放弃共产党人的独立路线；大会认定

各国党都应按列宁的建党原则来建党。大会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 

04.0435  全联盟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All-Union Leninist Young Communist League 

  该组织于 1918 年 10 月 29 日创立，时称“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 3 月改为该称，

简称共青团。它是苏联青年群众性的社会政治组织，是苏联共产党的积极助手和后备军。

其组织章程规定，凡年满 14—28 岁的青年，承认团章、在团组织内活动、执行团的决议

并交纳团费的，可成为共青团员。其全盛时期（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成员达到高峰，

约有 4000 万人。其最高领导机关是全苏代表大会，每 4 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团中

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产生书记处、常务委员会、第一书记。团中央下设工作部门和办事

机构，在加盟共和国、州、市、区均有组织。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共青团真理

报》。 

04.0436  七人小组  Group of Seven 

  1922 年 3—4 月，俄共（布）十一大之后，形成了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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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集团，接过了政治局的大部分行政职权。列宁病重后，“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

小组”，又增加了布哈林和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了“七人小组”，包括斯大林、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布哈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Alexei Ivanovich Likov）、米哈伊尔·巴

甫洛维奇·托姆斯基（Mikhail Pavlovich Tomsky）和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

夫（Valerian Vladimirovich Kuybyshev）。 

04.0437  布哈林集团  Bukharin Group 

  又称“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Bukharin Likov right-leaning group）”。由布哈林、李可夫、

托姆斯基等组成的集团。在 1928 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后，该集团反对斯大林领导集

团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和加速实行农业集体化，主张扶持小农经济；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

对此，学术界现存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斯大林中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另一

种认为，正是由于斯大林及时中止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以支持发展重工业乃至

军工，才有后来的卫国战争的胜利，才能为战胜法西斯作出重大贡献。 

04.0438  联合反对派  United Opposition 

  又称“托季联盟（Trotsky-Zinoviev Union）”。1926—1927 年联共（布）党内的一个“左”

倾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托派领袖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Leon Davidovich Trotsky）

等和新反对派领袖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Grigori Evseevich Zinoviev）等，

成员还包括参加过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的反对派分子，故称联合反对派。他们认为实

行新经济政策在城市培育了“耐普曼”（做买卖的商人），在农村复活了“富农”（善于经

营的富裕农民），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他们还认为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在国内外政

策问题上都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高速度工业化、要求打击乃至消灭农村富农阶级

和城市的耐普曼。 

04.0439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  International Anti Fascist Alliance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德意日轴心国家的侵略，促进了

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1942 年 1 月 1 日,中、美、英、苏等 26 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

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最后形成。其后又有法国等 21 国先后加入。世界反法

西斯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结成联盟,加速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灭亡,并为联合国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04.0440  经济互助委员会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简称“经互会”。由苏联发起、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为继承“莫洛托

夫计划”的经济合作计划于 1949 年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49 年 1 月，苏联、保加利

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在莫斯科协议成立。后有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蒙

古、古巴和越南加入。老挝、朝鲜、安哥拉等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一些会议。其宗旨是在平

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经济互助、技术合作和经验交流，促进会员国的经济发展。组织机构有

委员会会议、执行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秘书处。此外还设有若干专业性的经济组织。1991

年 6 月 28 日，经互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宣布解散。 

04.0441  社会党国际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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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1951 年 6 月 30 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第一

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大会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宗旨是“加

强成员党之间的联系，通过协商方式求得政治态度的一致”；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强调自

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反对共产主义。总部设在英国伦敦。

其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机关刊物为《社会党事务》。 

04.0442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Cominform 

  由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建议，经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同意而成立的欧洲 9 国

共产党、工人党的协商和情报交流机构。1947 年 9 月 22～27 日，苏联、南斯拉夫、波兰、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等 9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

党代表在波兰举行情报局成立会议。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并出版一份

机关报。1948 年 6 月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后，总部移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1956 年

4 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宣布停止活动。 

04.0443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1989 年 5 月-1991 年底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88 年 6 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提出改革最高国家权力

机构，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最高国家权力体系由过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三级结构，改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

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四级结构，以扩大权力机关

的代表性，使苏联最高苏维埃能更好地行使立法权。1988 年 12 月，苏联第十一届最高苏

维埃第十二次非常会议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苏联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将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改为苏联国家权力的常设立

法、发布命令和监督机关。1989 年 5 月 25 日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苏联新的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正式诞生。1989 年 12 月 12-24 日召开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90 年

3 月 12-15 日召开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90 年 12 月 17-21 日召开第四次苏联人民

代表大会。1991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五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关于过渡

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法规定，将苏联最高苏维埃改组为两院制议会，作为在

新宪法和新的权力机构产生之前苏联的最高代表制权力机关。至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

制被取消。 

 

04.04.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4.0444  觉悟社  Awakening Society 

  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社团之一。1919 年 9 月由周恩来在天津发起成立，介绍新思潮，在

天津地区传播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04.0445  利群书社  Liqun Press 



261 

 

  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团体。由恽代英在武昌发起，1920 年初联合武昌进步社团成立的联

合组织，1921 年夏天改组为共存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在武汉地区的知

识青年中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04.0446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Marx Theory Research Association 

  五四运动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团体。1920 年 3 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

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中国共产党的建

立作了准备。 

04.0447  新民学会  Society of the New Masses 

  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社团之一。1918 年 4 月 14 日，由毛泽东发起并成立于湖南长沙。新

民学会的一些先进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04.0448  中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

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04.0449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简称“共青团”。成立于 1922 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中国青年

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04.045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简称“民革”。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由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

1948 年正式成立。其成员由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组成，其中包括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和科技、文教、卫生战线上的知识分子。 

04.0451  中国民主同盟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简称“民盟”。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前身为 1941 年 3 月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1944 年 9 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发展个人参加。主要创始人

为张澜、沈钧儒等。发展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

为主。 

04.0452  中国民主建国会  China Democratic National Construction Association 

  简称“民建”。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1945 年 12 月成立于重庆，创始人为黄炎培、

胡厥文等，重要特点是同经济界紧密联系。民建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层人士为主，

以经济界人士为主。 

04.0453  中国民主促进会  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Democracy 

  简称“民进”。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1945 年 12 月 30 日成立于上海，主要创始人为

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民进成员以大中城市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从事教育文

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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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54  中国农工民主党  China Peasant’s and Worker’s Democratic Party 

  简称“农工党”。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前身为 1930 年 8 月在上海创立的中国国民党

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 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 年 2 月改现名。主要创

始人为邓寅达等人。发展党员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以大中城市和一定代表

性人士为主。 

04.0455  中国致公党  China Zhigong Party 

  简称“致公党”。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1925 年成立于

美国旧金山。主要创始人为司徒美堂、陈其尤。发展成员以归侨、侨眷为主，以大中城市

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为主。 

04.0456  九三学社  Jiusan Society 

  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前身为抗战后期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纪念

1945 年 9 月 3 日抗战胜利改建为“九三座谈会”，1946 年 5 月正式成立“九三学社”。成

员以科学技术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 

04.0457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Taiwan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League 

  简称“台盟”。新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1947 年 11 月 12 日在香港成立，主要创始人为

谢雪红、杨克煌。组织发展以中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中上层人士为主。 

04.0458  中国国民党  China Kwoming Tang 

  简称“国民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为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1927-1949 年

中国大陆执政。1949 年后到中国台湾地区执政。2000 年大选失败。2008 年至 2016 年在

中国台湾地区再度执政 

04.0459  中国青年党  Chinese Youth Party 

  简称“青年党”；又称“国家主义派”“醒狮派”。以反共著称的政治党派，1923 年 12 月 2

日成立于法国巴黎，1929 年正式称为“中国青年党”，极力鼓吹国家主义，依附于国民党，

1946 年 11 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949 年后逃离大陆到台湾。 

04.0460  中国民主社会党  Chin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简称“民社党”。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由原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于 1946 年 8 月 14 日

合并而成，张君劢为主席。依附于国民党，1946 年 11 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9 年冬其中央党部移到台北。 

04.0461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of the cpc 

  成立于 1982 年的中共十二大。当时是作为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

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挥一定

作用。1992 年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04.0462  二十四国集团  Group of Twenty 

  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南非、

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和欧盟组成的国

际经济合作论坛，旨在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的建设性讨论和合作，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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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际金融稳定，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二十国集团主要是以峰

会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副部长级会议以及相关研讨会的形式运行，峰会

和部长级会议一般一年开一次。平衡、平等和实效是二十国集团的主要特点。中国是二十

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和主要成员。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显著地位，是我国国际影响力、感

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的体现和结果。 

04.0463  金砖国家  BRICS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五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对话

和合作机制。最初是引用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

四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组成缩写词。因“BRICs”拼写和发音同英文单词“砖”（bricks）相

近，中国媒体和学者将其译为“金砖国家”。2011 年，南非（South Africa）正式加入金砖

国家，英文名称定为 BRICS。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

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金砖成员国数量从 5 个增加到 10 个。 

04.0464  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简称“上合组织（SCO）”。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个成员国组成，于 2001 年在上海宣布成立。

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对内遵循“互信、互利、平等、

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它国

家和地区及开放原则。它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

织。现已成为解决欧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环境等各种安全问题的关键组织。 

 

04.05  重要会议 

 

04.05.01  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04.0465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德国工人教育

协会会议厅举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代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同盟组织参加了大会。卡

尔 ·沙佩尔当选为大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大会秘书。大会主要任务是通过党的章程和

拟定党的纲领，大会还批准了经过马克思修订的新章程。同盟章程第 1 条规定:“同盟的

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

和建立没有阶级的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基本反映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大会委托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写成了《共产党宣言》,并于 1848 年 2 月作

为同盟的正式纲领发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共产党宣言》 的发表，标志着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 

04.0466  第一国际成立大会  founding meeting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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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和其他国家进一步传播,西欧各国工人

运动高涨,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普遍要求加强国际团结和共同对

敌,为国际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63 年 7 月 22 日，英国工人在伦敦召集群众大会声援

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法国工人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会后，工联伦敦理事会安排法国代表

团同英国工人代表会见，会见时就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达成了协议，并选出英国工联首

领乔治·奥哲尔（GeorgeOdger）、威廉·克里默（WilliamRandalCremer）等人组成筹备委

员会。奥哲尔起草了《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加强各

国工人之间的团结。1864 年 5 月，法国工人代表托伦起草了答复信，完全赞成英国工人

的主张。1964 年 9 月 28 日,为了抗议沙皇俄国对波兰人民起义的血腥镇压,英、法、德、

意、波兰等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会堂举行国际工人会议,马克思应邀出席会议。大会

宣告国际工人协会正式诞生。它的领导机构是经选举产生的总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总委

员会委员,并担任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实际创建人和思想领袖。马

克思亲自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规定了国际的纲

领和任务,确定了国际的基本组织原则。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基层组织是支部,

即参加国际的各国工人团体,总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 

04.0467  第一国际第一次伦敦代表会议  First Lon don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5 年 9 月 25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人 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即代表大会的预备

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委员会委员，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支部的代表，德国、

意大利、波兰的全国 委员会的代表，共 68 人。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

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 1866 年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且在 9 月 28 日

举行“国际”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马克思力主把波兰问题列入议程，促成会议通过了关

于恢复波兰独立的决议。会议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一概排斥知识分子的狭隘的行会意识，

肯定了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这次会议为“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

政治上思想上 的准备。 

04.0468  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First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Geneva 

  1866 年 9 月 3 日至 8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

有“国际”所属 25 个支部和 11 个工人合作社的代表，共 60 人。马克思由于忙于《资本

论》的写作，未能参加此次大会。大会排除了蒲鲁东主义的干扰，通过了关于劳动反对资

本斗争中的国际互助、关于限制工作时间、关于合作制、关于工会、关于波兰问题、关于

常备军等决议，并且否定了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只有体力劳动者才能被选为委员的主张，

同时通过了《组织条例》。会议根据马克思会前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

的指示》的精神，通过了肯定工人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的决议案。大会通过了《国

际工人协会章程》,为各国工人斗争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大会还通过了《关

于消除俄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复兴波兰的决议》,对于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给予支

持。这次大会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蒲鲁东主义者争夺 “国际”领导权的第一次重要斗争，

使蒲鲁东主义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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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69  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Second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Lausanne 

  1867 年 9 月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 71 人，马克思

恩格斯没有与会。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占这次大会的多数，强迫大会讨论合作、妇女劳动、

教育等问题，并且利用多数通过了关于信贷、人民银行和工会等几项决议， 但是，大会

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坚持了以政治斗争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根本

道路的原则。这就标志着在工人阶级解放的根本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

的一次重大胜利。 

04.0470  第一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Third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Brussels 

  1868 年 9 月 6—1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

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共 99 人出席会议,是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大会，但起草了总委员会的报告。大会听取了

马克思草拟的总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的基本

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当时普鲁士与法国的争霸冲突日益尖锐，

有即将爆发新战争的危险。大会通过决议，号召无产阶级起来制止民族之间的战争，并且

呼吁用总罢工来抵制战争。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列斯特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

的、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协助译成尚未译出的各种文字的决议。此

外，大会通过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强调经济的发展将使土地公有制成为社会的

必需，一切生产资料、森林、土地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应归全社会所有。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在“国际”内部确立了关于公有制问题的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蒲鲁东主义，表明第一国

际时期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 

04.0471  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Fourth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Brussels 

  1869 年 9 月 6—11 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参会的有 9 个国家

的 77 名代表。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他直接参与了巴塞尔大会的筹备工作，

为大会议程和会上所执行的方针提出了意见，并起草了《总委员会对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

年会的报告》和《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两份文件。大会主要讨论了土地所有制、

继承权、扩大总委员会职权三大问题。在大会讨论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多数代表拥护上

一届(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就土地所有制问题形成决议，未来“社会有权废除土

地私有制，使土地归公共使用”。决议的通过，表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上的彻底破产。

在大会讨论的继承权问题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认为“废除继承权”是劳动获得解放的必

要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出发点”,要求大会通过一项“全面彻底地废除继承权”的决议。

在大会宣读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指出，继承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

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产生私有制的原因，恰巧相反，私有制才是产生

继承权的原因。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废除继

承权本身。“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

承权绝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在大会表决时，对两份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提案

(巴枯宁分子操纵的继承权委员会的提案和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的提案),都未获得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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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使巴枯宁想用继承权问题来改变“国际”宗旨和方向的企图未能得逞。大会讨论了

扩大总委员会职权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规定总委员会有权接

受或不接受工人组织参加“国际”,并有权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开除任何一个支部，这项决

议对后来开展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04.0472  第一国际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  Second London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71 年 9 月 17—23 日，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在

英国伦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总委员会和比利时、瑞士、西班 牙等国的代表共 23 人。马

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德国和意大利的通讯书记出席了会议，恩格斯被选为负责拟定和翻译决

议的秘书。会议主要讨论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和组织问题，并通过了马克思恩格

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强调指出，工

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和消灭阶级的伟大使命，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

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会议还提出建立(民族国

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国际”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还在加强“国际”的组织性、集中

性方面做出了相应决议，谴责了巴枯宁集团在俄国从事的阴谋，沉重打击了巴枯宁主义者

的分裂活动。 

04.0473  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Fifth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Hague 

  1872 年 9 月 2—7 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15 个国家

的 67 名代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出席“国际”的代表大会。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

做了总结报告，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而在大会讨论关于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问题时，巴

枯宁主义者以反权威为名，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国际”第二次伦敦会议关于组织问题

的决议。大会对巴枯宁主义者分裂“国际” 的活动进行了反击。经过激烈辩论，大会通

过了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并以多数票通过了把总委员会迁往美国的建议。恩格斯在

大会上做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企图在“国际”

内部分裂“国际”的阴谋。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以巴枯

宁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 

04.0474  第一国际费城代表会议  Philadelphia Congres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76 年 7 月 15 日，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召开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 25 人。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政府对国际成员的迫害和国际内部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使

迁到纽约的总委员会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国际”同欧洲各国支部的联系日益松弛；随着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各国无产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以积蓄革命

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马克思

的建议，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解散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宣布停止国际的活动。至此，

第一国际宣告结束。 

04.0475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  First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Paris Commune 

  1872 年 3 月 18 日，“国际”会员和前公社社员以及前来参会的工人群众聚集在巴黎公社

流亡者协会住所，隆重地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革命一周年大会。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在 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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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3—18 日起草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决议赞扬了 3 月 18 日的巴黎

公社革命，认为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决

议指出， 欧洲资产阶级联合对付“国际”和公社并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反而

更加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强大。 

04.0476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  Commemorative Meeting for the Twelfth 

Anniversary of the Polish Uprising in 1863-1864 

  1875 年 1 月 23 日在伦敦举行的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1875 年 1 月 23

日，在伦敦举行的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纪念会由瓦·符卢勃列夫斯

基主持，波兰、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最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代表们出

席了纪念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参加者列·弗兰克尔、利沙加勒等人。

马克思恩格斯在纪念会上发表演说。马克思在讲话中指出，欧洲的工 人政党同波兰的解

放是休戚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 的第一个纲领就说恢复波兰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一。恩

格斯随后发言高度评价波兰人民的斗争是欧 洲工人政党抵抗反动势力的“可靠的盟友”。 

04.0477  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Tenth Congress of the French Workers' Party 

  1892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

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 1893 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

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通 过了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

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参加英国工联召

开的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英国工联派代表参加苏黎世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04.0478  日内瓦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Geneva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University Students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 1893

年 12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有亚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

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 26 人。代表大会研究

了关于脑力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问

题。大会曾盛情邀请恩格斯参加，恩格斯因故没有到会，但于会前写来《致国家社会主义

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

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

立国际书记处，以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 

04.0479  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   Founding Conference of the All German Workers' 

Federation 

  1863 年 5 月 23 日，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在莱比锡成立。来自德国 11 个城市的 12 名

代表以 及 200 多名莱比锡工人参加大会。会上斐迪南 ·拉萨尔(1825—1864)被选为联合

会主席，瓦希泰尔为联合会书记。会上通过了由拉萨尔主持起草的章程，但没有制定纲领，

拉萨尔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被认为是联合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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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纲领和章程要求工人政党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规定工人党的最近目的和奋斗目

标是通过争取普选权和立法权来反对三级选举法和专制独裁统治。但是纲领和章程把工人

阶级争取普选权和立法权的斗争看成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全德工人联合会从成立

开始就处于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下，将工人斗争仅仅局限于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方面，否

认工人阶级日常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意义，给德国工人运动造成了危害。马克思用自己

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影响，站在德国工人的立场，坚持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 

04.0480  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Congress of the General German Workers' Union 

  1868 年 9 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受到国际

工人运动的极大关注。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曾建议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拉萨尔的继承人伯恩哈特·贝克尔(1826—1882)和约·施韦泽 (1833—1875)虽然声明拥护

“国际”的原则，但他们借口普鲁士政府有禁止参加国外组织的法令，拒绝在组织上加入

第一国际。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德国各工业城市的工人中吸收个人会员和

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建立“国际”的秘密支部，用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德国工人，使德国工人

运动摆脱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和拉萨尔分子的控制。威廉·李卜克内西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也在德国工人中积极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散发共产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

使第一国际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逐步扩大。1868 年 9 月的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以第一国

际组织章程的基本内容为核心的纲领，并决定加入第一国际，使协会完全摆脱了自由资产

阶级的控制，成为第一国际指导下最大的工人组织。 

04.0481  全德社会民主派代表大会  Congress of All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城举行的全德社会民主派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德意志

工人协 会联合会，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以及第一国际在德国的 9 个支部和工

会的代表共 262 人，代表 193 个地区。大会由奥·倍倍尔和奥·盖布任主席，倍倍尔就新

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问题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大会还明确了党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大

会一致通过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的决议；以第一国际的原则为基

础制定了党纲，强调“现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 极不合理的，因而必须坚决反对”,

并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拥护 它的一切权力”。但是这

个纲领仍带有拉萨尔主义的痕迹，如“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等。大会选举产

生了由 5 人组成的委员会和 11 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是倍倍尔、李卜克内西

和白拉克。大会决定将《民主周报》改名为《人民国家报》并作为党的机关报。这样，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标志。 

04.0482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Hague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在 1872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

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 15 个全国

性组织的 65 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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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

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04.0483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   Gotha Congress of the Germ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875 年 5 月 22—27 日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29 名，其中爱森纳赫派 56 名，拉萨尔派 73 名。会上，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由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拉萨尔派全德工人

联合会——实行了合并。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中央领导机

构中拉萨尔派占了优势。大会暂定爱森纳赫派的《人民国家报》和拉萨尔派的《新社会民

主党人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向

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纲领草案有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拉萨尔派作了让

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件事表示赞许，但是反对在思

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批评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草案只做了个别字

句修改，就被代表大会通过了。会议纲领在思想上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不良影响。 

04.0484  法国工人党圣亚田代表大会  St Etienne Congress of the French Workers' Party 

  1882 年 9 月 25 日在圣亚田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

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

得派）退出大会，并于 9 月 26 日聚会于罗昂，在这里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留在圣亚田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 1880 年 11

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

在圣亚田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

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了”（见本卷第 369 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

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

——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 

04.0485  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s' Congress  in Paris 

  又称“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889 年 7 月 14 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监狱一百周

年纪念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 22 个国家的 393 名代

表，其中很多人是各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领导人。恩格斯因为忙于《资本论》第 3 卷的

整理工作，未能到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任务，

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国际劳工立法决议草案，大会讨论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取消常备

军和实现全民武装等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大会根据法、美代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但没有作

出成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决议，只是决定在瑞士或比利时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因此第二国

际实际上是以定期举行国际代表大会作为新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参加第二国际的

不仅有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还有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组织，它没有制定正式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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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确的共同纲领，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 

04.0486  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Second Congres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Brussels 

  1891 年 8 月 16-22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来自 15 个国家

的 380 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在挫败可能派再次企图篡夺 第二国际领导权的活动后，会议

的主题仍然是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与策略问题。会议再一次提出实行劳工立法的各项要

求，号召各国无产阶级为实现 1889 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斗争。这次大会讨论的另一

个中心问题是关于当时已经迫在眉睫的军国主义问题。会上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

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提案,通过了威廉 ·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反

对军国主义的提纲,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侵略战争。这次大会取得了反对无

政府主义的胜利,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却重视不够。 

04.0487  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Third Congres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Zurich 

  1893 年 8 月 6—12 日在瑞士苏黎世音乐大厅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 18 个国

家的 411 名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排斥无政府主义者，只邀请承认有必要进行政治

斗争和建立工人政党的工人组织参加。大会主要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问题，会议重

申了布鲁塞尔大会关于阶级斗争的立场，认为“组织全国性与国际性的工会和其他的联合

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并强调“政治活动”的必要，认为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整个

社会制度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彻底改造)的原则下，各国工人阶级可以根据本国的

特殊条件自行选择和决定。但大会在确定国际社会党人的重大策略时，却完全回避了关于

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右的倾

向。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大会通过了由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重申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只有铲除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消

灭战争;决议还规定各国党在议会中的代表要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和要求裁军。大会否决了

纽文胡斯关于战争一旦爆发立刻举行国际性总罢工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大会还讨论了“五

一”国际劳动节、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组织工会、总罢工、土地等问题。恩格斯出

席大会闭幕式并发表了演说。 

04.0488  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Fourth Congres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96 年 7 月 27 日—8 月 1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出席大会的有 18 个国家的 535 名代表。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战争问题以及土地问

题、民族殖民地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都重申了过去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大会关于

“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决议中，把争取普选权和通过参与国家机关中的立法与行政活

动作为争取自身解放的重要手段，反映出多数党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选举的迷信。大

会详细讨论了土地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通过的土地问题的决议指出，资本主义在农业

中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严重的贫困和破产，只有土地和矿藏均归社会所有，把农村的无产

阶级组织起来同剥削者进行斗争，才会使农民最后摆脱贫困，但没有制定出各国工人党共

同适用的土地纲领；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决议谴责了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宣布社会主

义者“主张一切民族都有完全自决权”，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包括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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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争；在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的决议

中，提出工人群众争取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斗争， 号召全世界劳动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

施来实现本国生产的社会化、国有化和市有化”。从此次大会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可以

看出隐藏在第二国际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开始抬头。 

04.0489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Fifth Congres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900 年 9 月 23—27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 21 个国家的

791 名 代表。这次大会议程多达 12 项，但法国社会党人 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米

勒兰入阁事件”)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大会围绕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府的问

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以盖得为首的左派主张谴责和制裁米勒兰的叛变行为，禁止参加资产

阶级政府。以饶勒斯为首的右派赞成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为米勒兰辩护，把入阁

看作阶级合作和“和平”“夺取政权”的策略。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采取调和主义立场，

在他起草的决议(史称“橡皮决议”)中，称米勒兰入阁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只是策略问

题，不必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讨论。大会以投票方式(29:9)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实际上纵

容了对于工人阶级的叛变行为，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马克思主义活动张目。这次大会还通

过了关于“市政社会主义”的决议，把伯恩施坦的论调搬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来，在

经济政策上向资产阶级靠拢，这次大会后修正主义开始占据第二国际的统治地位。这次大

会也讨论了关于世界和平与军国主义的问题，并根据罗莎·卢森堡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

议，继承了前几次代表大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大会还讨论了第二国际的组织问题，

决定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作为“国际”的最高组织机关。不过，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只

是一个“信箱”式的机构，并没有发挥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 

04.0490  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Sixth Congress of the SecondInternational 

  1904 年 8 月 14 日至 20 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24 个国家的 40 个

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 476 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一项主要议程是“社

会党策略的国际原则”问题。大会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法国代表

盖得提出的，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作为此次国际代表

大会的决议；一个是比利时代表王德威尔得和奥地利代表阿德勒联名提出的议案，根本回

避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大会在讨论中形成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倍倍尔、卢森

堡等人斥责了饶勒斯、安塞尔等的“入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揭露了他们借

口策略的改变而出卖革命原则的修正主义行径。大会在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

问题，反对用向现存社会制度让步的政策代替夺取政权的政策。但大会决议在主要针对法

国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党的统一问题时，却没有注意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当法国的两个

社会党——盖得派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 (1901 年组建)、以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2 年组建)在 1905 年实行合并时，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质上造成了向修正主

义的投降。这次大会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关于殖民地政策问题、关于总罢工问题。但除了在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上谴责了修正主义之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从其通过

的若干决议和大会的讨论过程来看，反映 出内部争议的加深以及第二国际向着修正主义



272 

 

蜕变 的趋势。 

 

04.05.02  列宁、斯大林时期 

 

04.049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First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1898 年 3 月 13-15 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倡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参会者包括来自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

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一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 2 名，崩得的代表 3

名，共 9 名代表。大会决定各地的“斗争协会”和崩得合并为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

选出了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斯·伊·拉德琴柯、基辅《工人报》代表波·李·埃

杰尔曼和崩得代表亚·约·克列梅尔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并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宣言》。大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为党的

国外代表机关。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会后，大

多数与会代表和中央委员都被沙皇警察逮捕，党的组织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统一的党实

际上没有建立起来。尽管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统一的党纲、党章和策略，以大会名义

发表的《宣言》有许多地方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这次大会宣告了党的建立，宣布了无

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提出了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为俄国各族无产者联合起来奠定了基础。 

04.0492    Second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1903 年 7 月 30 日—8 月 23 日先后在布鲁塞尔、伦敦秘密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

《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出席大会的共有 26

个组织的 43 名代表,其中既有坚定的火星派分子,又有不坚定的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

子。经过斗争,通过了《火星报》起草的党纲、党章,选出了中央领导机关。在党纲中明确

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问题,这在当时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中是仅有的。在讨

论党章第一条时,火星派内部发生分歧,以列宁为首的一派,从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

织的部队出发,主张只有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成为

党员,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派,把党看作成份复杂、组织涣散、没有定形的团体,反对党员必

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会上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党内分化为

两派,即拥护列宁的一派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中占多数,被称为布

尔什维克(即多数派),支持马尔托夫的一派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通过这次代

表大会,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从这次代表大会以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和全国性革命运动才真正发展起来。 

04.049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Third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1905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0 日在英国伦敦举行。 在 1905 年革命高涨时期召开。当时的

形势要求党内统一和有坚强的领导,制定新的策略。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单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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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召开会议。出席大会的有 24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21 个地

方委员会)和 14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的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大会主席。代表

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列宁在大

会上就武装起义问题、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问题、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以及党章

等问题作了报告或发言。大会通过的各项主要决议都由列宁起草。大会制定的党在俄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

盟,孤立自由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

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大会斥责孟什维克的分裂行

为,重新审查党章,通过列宁提出的党章第 1 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废除党内有两个中央

机关的制度,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由列宁任主编。当

选中央委员的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

和阿·伊·李可夫。 

04.049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Fourth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1906 年 4 月 23 日-5 月 8 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大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上被

称为“统一代表大会”，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代表都参加了大会。出席大会的有

112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22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62 个组

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还有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和崩

得的代表各 3 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 1 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

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1 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参加大会的共有 157 人。在代表的选举

方面，根据列宁的提议，第一次规定了按党员数量确定代表名额的制度，即 300 名党员中

选出 1 名代表，少于 300 人的组织也选派 1 名代表。按党员数量确定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

制度被写入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

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 112 张

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 46 票，孟什维克则拥有 62 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

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将近 30 次会议。与会代表讨论了目

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以及对国家杜马态度、土地、党的组织等问题。列宁作了关于土

地问题的报告,坚持废除土地私有制,实现全部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条

采用了列宁的条文,民主集中制也写入党章。大会还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波兰、拉

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以及崩得合并的决议。大会选出了新的党中央机关。由于孟什维克的代

表人数多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人数,大会通过的部分决议是孟什维克观点占主导地位的,而

且党中央机关及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都被孟什维克控制。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只是在形式上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实际上两派在革命的

重要问题上仍坚持各自的观点和纲领。 

04.0495  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907 年 8 月 18—24 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二十五个国家的 884 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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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首次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殖民地、党与

工会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盖德、瓦扬和饶勒斯、爱尔威、倍倍尔分

别提出了四个决议案，大会最后通过了倍倍尔起草并经列宁和卢森堡、马尔托夫作了原则

性修正的决议案，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后

消除战争;社会民主党人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要尽快结束已经发生的战争，并

利用战争引起的政治、经济危机来唤醒民众，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在讨论殖民地问

题时，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谴责荷兰代表万·科尔提出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提案，并

提出修正案，呼吁援助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获得通过。在党与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俄

国布尔什维克代表和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捍卫工会必须接近党和承认党领导的原

则，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工会中立论。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名义上反对工会中立论，

但只是一般提到工会和党必须有密切的联系，未提到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大会还对侨居

工人和妇女的选举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国际代表大会

和国际局章程》，这是第二国际建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个章程。这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符

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决议，但机会主义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04.0496  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  Eighth Congres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910 年 8 月 28 日-9 月 3 日召开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代表 896 人,分别来自于欧洲、

北美和南美的 23 个国家。当时,正值国际上社会民主党发展的高潮时期。19 世纪末,欧洲、

北美各国约有 30 万党员,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全世界社会党党员已达 240 万人。大会议程

包括有合作社与政党的相互关系,仲裁法庭的裁军、国际劳工法,关于迅速贯彻国际代表大

会决议的方法。以及阿根廷、芬兰、波斯和土耳其的现状等问题。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

反对战争危险、工会运动和合作社性质问题。为筹备全体会议成立了五个委员会。即合作

社委员会;关于工会、国际团结和奥地利工人运动统一的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

业问题委员会和各项决议起草委员会。列宁参加了代表大会主要委员会之一的合作社委员

会。格·累德堡受裁军与和平委员会委托提出的关于反对战争的决议,得到了代表大会的

一致通过。这项决议重申了 1907 年 8 月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

的主要论点,提出各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保障。它要求

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在国会内的议员加强反战斗争,并为裁减军备、由国际仲裁法庭解决国

与国之间的冲突、取消秘密外交和捍卫各国人民的自决权而努力。但决议并未提到议会外

如何发动群众运动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统一的决议。确认了 1907 年斯

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必须统一各国工人运动和谴责分裂主义意图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

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是世界工人运动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

一个重要标志。 

04.049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Fifth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1907 年 5 月 13 日至 6 月 1 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 342 名，代表

约 15 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 303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39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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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布尔什维克 89 名，孟什维克 88 名，崩得代表 55 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

党代表 45 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 26 名。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

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布尔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不能成为革命的

动力,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孟什维克则认为无产阶级不是革命的领袖,而只

是“推动者”,可以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得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

主党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支持,在大会上获得多数。大会在对国家杜马的策略问

题和工会问题等一切主要问题上,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大会选出 12 人组成的新

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 5 名:约·彼·戈尔登贝尔格、尼·亚·罗日柯夫、伊·阿·泰

奥多罗维奇和维·巴·诺根,孟什维克 4 名:亚·萨·马尔丁诺夫、诺·尼·饶尔丹尼亚、

约·安·伊苏夫和尼基佛尔,波兰社会民主党 2 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 1 名。布尔什维克

考虑到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复杂,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选出以列宁为首的布

尔什维克中央。 

04.049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in Prague 

  1912 年 1 月 18-30 日在布拉格文化馆捷克社会民主党报纸编辑部内举行。这次代表会议

共有 20 多个党组织代表参加。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有：报告（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报

告，各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报和其他单位的报告）；确定会议性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杜马党团；工人国家保险；罢工运动和工会；“请愿运动”；关于取

消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在同饥荒做斗争中的任务；党的出版物；组织问题；党在国外的工

作；选举；其他。列宁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会议的工作。列宁致

了开幕词，就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讲了话，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

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在讨论中央机关报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做斗争中

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党在国外的工作等问题时做了报告或发了言。他起草了议程

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也都经过他仔细审订。本次代表会议共开

了 23 次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于 1912 年以小册

子的形式在巴黎出版。布拉格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菲·伊·戈洛晓金、格·叶·季诺维也

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苏·斯·斯潘达良、Д.M.施瓦尔茨曼、罗·瓦·马林诺夫斯

基（后来发现是奸细）。在代表会议结束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增补伊·斯·别洛

斯托茨基和斯大林为中央委员。这次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 

04.049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Sixth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1917 年 8 月 8-16 日在彼得格勒半公开地举行。参加大会的有 157 名有表决权和 110 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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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约 24 万名党员。列宁当时因躲避临时政府的通缉而隐居于拉兹

里夫湖畔，但他通过在彼得格勒的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泽，秘

密地领导大会。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

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关于政治形势、关于经济任务、关于列宁不出席法庭受审等问题。大会

选举了由 21 名委员和 10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由 3 名

莫斯科州党组织的代表和 2 名彼得格勒市党组织的代表组成的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代表

大会还确定了举行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革命前举行的最后

一次党代表大会。它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04.0500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Second Congress of the All Russian Soviet 

Union of Engineers and Soldiers' Representatives 

  1917 年 11 月 7—9 日(俄历 10 月 25—27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

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及国际主义者等代表约 600 余人。大会分两次进行：7 日晚至次

日凌晨，大会宣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苏维埃政权建立，当日列宁没有出席；8 日

晚列宁就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相关议题做报告。大会通过了选举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及组

织机构的决定，将其命名为人民委员会，列宁任主席。9 日凌晨 5 点会议结束。大会主题

是政权问题、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会上通过《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和

《土地法令》,选举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首先宣布：经过十月革命的胜利起

义，政权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俄国即将建立的是无产阶级掌权的苏维埃国家。大会通过

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此次大会，列宁还主张工兵苏维埃是可以吸收银行家

并同他们结成坚定的联盟的。 

04.050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Seventh Speci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Bolsheviks) 

  1918 年 3 月 6-8 日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 46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 58 名，共代表

17 万左右党员。当时俄共（布）有 30 多万党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解决关于同德国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列宁的立场和基本原则最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关于立刻缔

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

《布列斯特和约》。列·达·托洛茨基的立场接近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讨论了列

宁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并且在 30 票赞成、12 票反对、4 票弃

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决定，使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使党

赢得了时间来建立红军和组织苏维埃经济。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

的决定，党开始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因为使用“共

产党”这个名称更符合实现共产主义的党的奋斗目标-。大会决定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组

成的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 

04.0502  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   Extraordinary Sixth All-Russia Congress of 

Soviets 



277 

 

  1918 年 11 月 6-9 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296 人，有表决权的代表

963 人，其中共产党员 946 人，其他党派的成员 16 人，无党派人士 1 人。列入大会议程

的问题有：关于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军事形势；关于中央苏维埃政

权的建设以及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列宁在 11 月 6 日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

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讲话。大会通过了致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各国政府的呼吁书，

建议开始和谈。大会通过了关于释放对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构成危险的政治犯的特赦决定，

批准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通过了根据列宁的提纲拟定的关于革命法制的决

定，通过了关于军事形势问题和苏维埃建设的决议，决定委托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所

有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并对德国爆发革命和起义的德国工人、士兵和水兵表示声援。大

会选出了由 207 名委员和 39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04.0503  俄共 (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  the Eighth Cong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Bolsheviks) 

  1919 年 3 月 18-23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原法院圆形大厅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 301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02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313766 名党员。会议议程如下:(1)中

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俄共(布)党纲;(3)共产国际的成立;(4)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5)农村

工作;(6)组织问题;(7)选举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先基本通过新党纲草案。新党纲确定了党

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巩固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在讨论新党纲时,代表大会对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帝国主义特征、农民、民族问题上的孟

什维克—托洛茨基立场给了坚决的回击。列宁宣布对待中农的新政策,即无产阶级依靠贫

农,同中农保持巩固的联盟,反对富农。大会在军事问题上摈弃了“军事反对派”的游击主

义的残余,要求建立具有铁的纪律的正规红军,要求改进中央军事机关的工作,加强共产党

员在军队中的作用。大会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社会成分和进行重新登记的决议。大会选出

了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三

人组成的检查委员会。 

04.0504  俄共 (布 )第九次代表大会   Ni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Bolsheviks) 

  1920 年 3 月 29 日-4 月 5 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 715 名代表，共代表

611978 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

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有：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

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直接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的

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苏俄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实行统一的

经济计划,其中实现国家电气化又占有重要地位。大会决定把 1920 年的五一节(星期六)定

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大会批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

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大会决议指出必须在工业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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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逐渐采用一长制,在过渡阶段允许在工业管理方面采取多种办法。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

的决议中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

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

领导地位。大会选出由 19 名委员和 12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将出版《列宁

全集》的任务委托给俄共(布)中央。4 月 5 日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的

有:列宁、列·波·加米涅夫、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候补

委员有: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米·伊·加里宁。 

04.0505  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   T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Bolsheviks) 

  1921 年 3 月 8-16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 717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418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732521 名党员。代表大会议程有：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

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工会及其在国家经济生

活中的作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俄共（布）

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此外，

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并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军事问题。这次代表大会通过

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一些决定，规定了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列宁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就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关于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

府工团主义倾向做了报告，并起草了大会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

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立即解散削弱党、破坏党的统一的

一切派别集团，并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进行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采取直接开除出党的极端措

施；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通过了扩

大党内民主、改善党员素质的决定，并向中央委员会发出进行清党的指示；还通过了监察

委员会条例、《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决议》。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25 名委员和 15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由 7 名委员和 3 名

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04.0506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Elev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Bolsheviks) 

  1922 年 3 月 27 日-4 月 2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 522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65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 532000 多名党员。大会的任务是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

年进行总结并制订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大会议程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报告；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俄共

（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工会；关于红军；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

的队伍（包括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副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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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大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大会土地问题小组讨论党的农村工作和制

订相应的决议做准备。列宁致开幕词并做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报告的总结发言，这

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表示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

组织路线，认为向私人资本主义让步的退却已经完成，党的基本任务是重新部署党的力量

以保证贯彻党的政策。大会赞同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它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批准了中央委员会以列宁拟的《工会在新经济

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提纲草案为基础的决定；制定了整顿预算、扩大国家收入的措

施；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关于巩固党和党的新任务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

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对关于在清党以后巩固党的决议的补充》、《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和目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关于报刊和宣传》《关于对女工和农妇工作

的问题》《关于加强红军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等项决议

以及《监察委员会条例》和《中央检查委员会条例》。大会选出由 27 名委员和 19 名候补

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 5 名委员和 2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04.0507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Twelf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Bolsheviks) 

  1923 年 4 月 17-25 日在莫斯科召开。本次出席大会的有 408 名有表决权和 417 名有发言

权的代表，共代表 386000 名党员和 99000 名预备党员。代表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总

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国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讨

论了关于工业的报告、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报告、

关于区域划分的报告等。列宁因病未出席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之前不久发表了他的《关

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制》《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

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代表们在讨论解决各种问题时都认真考虑和广

泛利用了这些文章和著作。本次代表大会做了两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总结，坚决反击了

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放弃社会主义阵地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和他们拥护者的观点。斯大林

在 4 月 17 日下午的会议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

题的报告》。代表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并号召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

向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地方主义。大会选出了由 40 名委员和 17 名候补委员

组成的中央委员会、3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50 名委员和 10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 

04.0508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Thir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Bolsheviks) 

  1924 年 5 月 23-31 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党在 748 名有表决权和 416 名有发言

权的代表，共代表 735881 名党员和 127741 名预备党员。这是列宁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

表大会。会上分别向各代表团宣读了被大家称为“列宁遗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列

宁在信中强调必须保持党的统一，建立能够防止党分裂的稳固的中央。列宁在信中还对斯

大林进行了评论。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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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

党的组织问题、国内贸易合作社问题、农村工作问题、青年工作问题等等。大会一致斥责

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政纲，指出这个政纲代表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

列宁主义的修正。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斗争总结

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大会责成列宁研究院准备十分科学地和最精确地用苏联

各民族的文字为广大工人群众出版《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53 名委员和 3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 151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由

3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 

04.0509  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Soviet 

proletarian undergraduates 

  1925 年 4 月 13 日—17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约 300 人，代表高等学校、中

等专业学校和工人进修学校的 25 万名学生。会议讨论了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

大学生中央常务局的活动总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职业教育总局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职

业教育总局的工作，高等学校和生产的联系。斯大林于 13 日与会议的代表团谈话，15 日

向大会发出了“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信，强调了党要培养和发

挥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04.0510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Four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1925 年 12 月 18-31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665 名有表决权和 641 名有发言权的

代表，共代表 643000 名党员和 445000 名预备党员。斯大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和下列几个报告：关

于工会工作，关于共青团的工作，关于修改党章及其他报告。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出了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继续奋斗的道路，批准了党在实现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否决了反对派分子的纲领，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同一

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作为工业化的代

表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同否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新反

对派”做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根据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党开始称为“全联盟共产

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大会选举斯大林、托洛茨基（Leon Davidovich 

Trotsky）、莫洛托夫（Viaceslav Mihainovic Molotov）、季诺维也夫（Grigori Evseyevich 

Zinoviev）、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Lev Borisovich Kamenev）等 63 人为中央委员。

日丹诺夫、尼古拉耶娃等 43 名为中央候补委员、由 163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04.0511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Fif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1927 年 12 月 2 日-19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898 名有表决权和 771 名有发言权

的代表，共代表 887233 名党员和 348957 名预备党员。斯大林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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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工农业等各

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委托中央委员会制定五年计划,并提交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

过《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指出目前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是在农民同意下把个体小农经

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通过《关于反对派》的决议,认为“托季联盟”在思想方

面已经从策略性的分歧转到纲领性的分歧,站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了。宣布参加托洛茨

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反对派必须在思想上和组织

上解除武装,斥责自己的观点。决定把除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以外的反对派的其他积极

分子列·鲍·加米涅夫、格·列·皮达可夫、卡·伯·拉狄克、伊·斯米尔诺夫等 75 人

开除出党,把反革命的萨普龙诺夫集团的 23 人开除出党,并建议各级党组织把一切显然不

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清除出党。选举由 71 名委员和 50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

委员会和 195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由 9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联共(布)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快工业化速度、发展农业集体化以及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若干

原则的指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04.0512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Six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1930 年 6 月 26 日-7 月 13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268 名有表决权和 891 名有发

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1260874 名党员和 711609 名预备党员。斯大林做了联共（布）中央

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大会讨论了党中央委员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

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五年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和发展农业的报告以及关于工会在改造时期的任务的报告。

代表大会一致批准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建议中央今后继续保证社会主义建

设的布尔什维克速度，争取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坚定不移地在全线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

进攻和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大会委托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坚定不移的

和平政策并巩固苏维埃的国防力量。大会做出了关于全力发展重工业并在苏联东部兴建强

大的煤矿钢铁基地、关于改造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和加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关于吸引全体工人和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指示。大会彻底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

认为它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并宣布右倾反对派的观点和联共（布）的党籍不能相容。

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加强斗争来反对民族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

向以及对这两种倾向的调和态度。大会选出了由 71 名委员和 67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

委员会、由 187 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由 13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 

04.0513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Seven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1934 年 1 月 26 日—2 月 10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225 名有表决权和 736 名有

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1872488 名党员和 935298 名预备党员。大会听取了斯大林作的中

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

检查院、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大会对苏联发展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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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并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代表大会选出了由

71 名委员和 68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还选出了由 70 人组成的苏维埃监察

委员会和 61 人组成的党监察委员会以及由 22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由于这次代表

大会是在消除了此前党的所有派别活动的基础上召开的，所以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 

04.0514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Eigh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1939 年 3 月 10 日—21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569 名有表决权和 466 名有发言

权的代表，共代表 1588852 名党员和 888814 名预备党员。大会听取了斯大林的中央委员

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宣布在国民经济方面苏联已完成了在现代化新

技术基础上对工业的改造,彻底消灭了剥削残余。大会根据维·米·莫洛托夫的报告批准了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提出苏联将用 10～15 年时间在经济方面超

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会根据安·亚·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党章作了修改,并一致通过了

联共(布)的新党章,提出以马列主义武装党员,严格、科学地考察、选拔干部,新党章还取消

了大规模清党的做法。列入大会议程的还有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以及选举修改党章的委员会等议题。大会通过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以及修改后的新党章。大会选出由 71 名委员和 68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 50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 

04.0515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Nine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52 年 10 月 5-14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192 名有表决权和 167 名有发言权的

代表，共代表 6013259 名党员和 868886 名预备党员。此外，出席大会的还有 44 个共产党

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听取、讨论了马林科夫（Georgi Maksimilianovich Malenkov）代表

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总结报告、摩斯卡托夫的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萨布罗夫的关于 1951-

195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所作的

关于联共（布）党章的修正案的报告。大会还听取了斯大林的演说和伏罗希洛夫的闭幕词。

代表大会对自上次党代会以来 13 年间党的活动和人民的斗争与胜利进行了总结。大会通

过了更改党的名称的决定。从此，党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大会选出由 125

名委员和 11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 37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 

04.0516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Twenty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24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400 多个代表。应邀出席大会的

还有 55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大会总结了 1953 年以来国内经济、政治和外交

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任务,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会议指出“社会

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指出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和平力量已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和物质手段,“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指

出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是多样化的,“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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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大会对苏共党章

作了部分修改。大会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

报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进行了批判,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个“秘

密报告”被帝国主义国家所利用,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与分裂。 

04.0517  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Extraordinary Twenty-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59 年 1 月 27 日-2 月 5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261 名有表决权和 106 名有发

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7622356 名党员和 616775 名预备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 72 个共产党

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听取、讨论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关于

1959-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大会对这一报告做出了决议。由于这

是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所以未进行党的中央机关的选举。 

04.0518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Twenty-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61 年 10 月 17—31 日在莫斯科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 4408 名正式代表和 805 名列席代

表,代表 9716005 名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等 80 个国家的

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尼·谢·赫鲁晓夫作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关于苏联

共产党纲领报告,亚·费·戈尔金作中央检查委员会总结报告,费·罗·科兹洛夫作关于修

改苏联共产党章程报告。 通过苏联共产党新的即第三个党纲、新的苏联共产党章程和其

他决议,选出由 175 名委员和 155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 65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

委员会。赫鲁晓夫再次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两个社会体系的

和平竞赛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采取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向社

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必须考虑各种可能性、出现各国和平共处和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

之外的可能性等论点；提出苏联加快共产主义建设速度,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力争

完成七年计划,使苏联在经济上尽快超过美国的要求,把提交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称作“全

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再次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还批判了莫洛托夫的错误。

赫鲁晓夫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指出,由于苏联社会生活的变化,苏维埃国家已经从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变为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已经从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大

会通过把斯大林的灵柩迁出列宁墓的决定。大会还指责了与苏共有分歧的南共联盟和阿尔

巴尼亚劳动党。为表示不同意苏共的这一做法,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表明

立场后即退席回国。这次大会正式确立了中苏分裂，也是最后一次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

席的苏共代表大会。 

04.0519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Twenty-thi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66 年 3 月 29 日-4 月 8 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 4619 名有表决权和 323 名有发

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11673676 名党员和 797403 名预备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 86 个国家

的共产党、工人党、左翼社会党和民族民主政党的领导人和全权代表。代表大会听取、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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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穆拉维耶娃的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柯

西金的关于 1966-197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并就上述报告通过了

相应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党章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美国侵略越南的声明。

大会选出了由 195 名委员和 165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

中央总书记）和由 79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 

04.0520  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Twenty-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71 年 3 月 30 日-4 月 9 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 4740 名有表决权和 223 名有发

言权的代表，共代表 13810089 名党员和 645232 名预备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 91 个国家

的 102 个共产党、左翼社会党和民族民主政党的代表团。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勃列日涅夫的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西佐夫的《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柯西金的《关于

1971-197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并就上述报告通过了相应的

决议。大会通过了部分修改苏共党章的决定。大会发表了《给印度支那人民自由与和平！》

的呼吁书和《争取近东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声明》。大会选出了由 241 名委员和 155 名候补

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 80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

员会。 

04.0521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Twenty-fif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76 年 2 月 24 日-3 月 5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4998 名代表，共代表 15058017

名党员和 636170 名预备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 96 个国家的 103 个共产党、工人党和民族

民主政党的代表团。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

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西佐夫的《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柯西金的《1976-1980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的报告，并就这些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发表了《给

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囚禁者以自由》的声明。大会选出了由 287 名委员和 139 名候补委员

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由 85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

会。 

04.0522  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Twenty-six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81 年 2 月 23 日-3 月 3 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4994 名代表，代表着 1748 万名

党员。出席大会的还有 123 个共产党、工人党、民族民主党以及其他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团。

大会听取、讨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当前党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

任务》、西佐夫的《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吉洪诺夫的《苏联 1981-1985 和 1990 年

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的报告，并就这些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

关于起草苏共纲领新修订本的决定和关于苏共二十六大收到的劳动人民来信和检举书、共

产党员上诉书的决定。大会选出了由 319 名委员和 15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勃

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由 75 人组成的中央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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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03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04.052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

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3 人，代表全国 50 多名党员。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和明

确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04.052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2 人，代表全国 195 名党员。大

会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

第一个党章，并通过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04.0525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30 余人，代表全国 420 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

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且规定共产党员加

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会所确定的建立国

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04.0526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four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20 人，代表全国 994 名党员。共

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

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

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

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04.0527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由 82 人，代表全国 57967 名

党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

会主义错误，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

央 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04.0528  八七会议  August 7th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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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

训，着重批判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

装起义的方针，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转折。 

04.0529  古田会议  Gutian Congress 

  1929 年 12 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红军

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初步解决了在党员以农民

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 

04.0530  遵义会议  Zunyi Meeting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解决了当

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党内事务由洛

甫（张闻天）负总责,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

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04.0531  瓦窑堡会议  Wayaobao Meeting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在陕西安定（今子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

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反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是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促进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 

04.0532  洛川会议  Luochuan Meeting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全

国性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

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

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04.0533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延安召开。全会通过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

路线，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号召全党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进一步

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04.0534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七中全会  S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1944 年 5 月 21 日至 1945 年 4 月 20 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

委员 17 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 12 人。全会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

总结和概括，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与统一。 

04.0535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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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f China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全国 121 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

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

《论统一战线》发言。大会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

策略，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以“团结的大

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04.053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 662 人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邀代表宋

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

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

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 12 人发表了演讲。会议

听取了林伯渠代表筹备会所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所作的关于《中国

人民政协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草案的特点；董必武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草案；周恩来所作的关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的经过和草案的特点。会议闭幕式上，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这次会议代行了中

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

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同时选举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56 人。会议还选出了由 180

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

勇军进行曲》。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 

04.0537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Firs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1954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代表总人数 1226 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

东致开幕词。会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 

04.053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 1026 人，候补代表 107 人，代表全

国 1073 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

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已取

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上建立，并明确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 " 

04.0539  庐山会议  Lusha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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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 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２日至 1６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

1958 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庐

山会议的转向是围绕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7 月 14 日，彭德怀向毛泽东致信，陈述了

他对 1958 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7 月 16 日，毛泽东批示会议对这封

信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

党纲领。从此，会议的方向从纠“左”转为反右。第二次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集中

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了批判。 

04.0540  七千人大会  Seven thousand Party Congress 

  1962 年１月 11 日—２月７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负责干部近七千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

大的工作会议。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

清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起了积

极作用。 

04.054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Nig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1512 人，代表全国 2200 万党

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

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大会选举了由 170 名委员和

109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04.0542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T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249 人，代表全国 2800 万党员。

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

党章，选举了由 195 名委员和 12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04.054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应到大会的代表 1510 人，除刘伯承等 8 位同志因

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议外，实际出席会议代表 1502 名。代表全国党员 3500 多万。

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宣告

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没有

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

由 201 名委员和 132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04.0544  理论工作务虚会  theory of work ret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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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年 1 月 18 日至 4 月 3 日，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

并未得到彻底统一的情况在北京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

障碍，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会上提出并讨

论的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04.054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的局面，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正确

决策，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04.0546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Twel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 1600 人，候补代表 149 人，代表全

国 3900 多万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通过《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报

告；通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改革开放由此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新局面。 

04.054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 1936 人，特邀代表 61 人，代

表全国 4600 多万党员。大会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加快和深化改革，

进一步确定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

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制定到 21 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04.0548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Fou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92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 1989 人，特邀代表 46 人，代表全

国 5100 多万党员。大会对加快经济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大

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标志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04.0549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Fif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97 年 9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 2048 人，特邀代表 60 人，代表全

国 5800 多万党员。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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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大会提出了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

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04.055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 2114 人，特邀代表 40 人，代表全

国 6600 多万党员。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大会

明确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等重大

问题。 

04.055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Seven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21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 2213 人，特邀代表 57 人，代表全

国 7300 多万党员。大会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科

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

筹兼顾；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大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

斗目标的新要求。大会一致同意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04.055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 2268 人，特邀代表 57 人，代表全

国 8200 多万党员。大会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阐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

互联系；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开启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进军，开

启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 

04.055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19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 2280 人，特邀代表 74 人，代表全

国 8900 多万党员。大会提出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目标。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04.055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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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全面回顾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重大成就基础上，以更宏阔的视角，从五个方面总结党的百年奋

斗的历史意义，即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

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 

04.0555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Twen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22 年 10 月 16 日至 22 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党的二十大主

题，回顾总结了过去 5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全面部署。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05. 附  录 

 

05.01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05.0001  西方马克思主义  Western Marxism 

  产生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在西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

论界中较为盛行。其理论和现实指向，是既批判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也批评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病。其特点往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语与当代西方某个时髦

的哲学流派的观点相结合，并从中衍生出特色各异的学派。它们大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但也是值得分析和借鉴的左翼思潮。代表人物有卢卡奇（Ceorg Lukacs）、科尔施（Karl 

Korsch）、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布洛赫（Ernst Bloch）、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萨特（Jean Paul Sartre）等。 

05.0002  物化与异化  materialization and alienation 

  源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人的活动的一种对象化、客观化、物化过程的分析，

试图揭示出人类自身的存在困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也有相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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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05.0003  总体性  totality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核心范畴。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

具体的总体，是直接性与中介性的统一；辩证的总体，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的总体，

是过程与目标的统一。 

05.0004  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反映一个阶级特殊利益和要求的理论、观点和情绪的总和，是一个阶级对自身的阶级地位

和阶级利益的自觉体会和认识。阶级意识是由阶级存在决定的，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尖锐

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斗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每个阶级都有一个确定的阶

级意识，并且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可能达到真正阶级意识的阶级，这是一个社会阶级

对它的能力、利益及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05.0005  马克思主义发展三阶段论  theory of three-stage evolution of Marxism 

  科尔施（Korsch）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依据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初形式的第一阶段（1843—1848）、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分离

的第二阶段（1848—1990）、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初形式“重建”的第三阶段（1990—）。 

05.0006  文化领导权  cultural hegemony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Gramsci）在《狱中札记》

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文化领导权”不仅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主流意识，而且

作为控制社会的最深层、最重要、最关键的社会构成因素，渗透进了大众性的意识之中，

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大任务，

就是逐步夺取和掌握文化领导权。 

05.0007  有机的知识分子  organic intellectual 

  又称“有组织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的概念。葛兰西基于社会生产

方式的历史性特点，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两种类

型。前者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

后者则是指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意义上，能够对于群众实践活动提出的原则和问题加以研

究并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同这些群众组成一个文化和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 

05.0008  阵地战  positional war 

  葛兰西主张在共产党领导的“总体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方式

上应当采用的，是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运动战”，即采取暴力夺权的那种方式，而是

应当在市民社会领域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不断实施“分子式入侵”，逐步从外围攻克一

个接一个的市民社会机构（例如学校、出版社、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工会、家庭等），最

终彻底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夺取和掌握文化领导权，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05.0009  实践哲学  practical philosophy 

  最初是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提出过的概念，葛兰西在

《狱中札记》中对之做过较为系统的阐释，用以指称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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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是：（1）提倡“实践一元论”，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有其片面性，断言客观物

质世界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才有意义，认为实践哲学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2）认

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提出马克思“从未使用过‘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

是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为与黑格尔的“神秘的”辩证法相对立的“合理的”辩证法；（3）要

求实践哲学确立和强化普遍的“批评意识”和“文化批判能力”；（4）强调实践哲学与政

治不可分离；（5）认为实践哲学并不单纯停留在经济斗争上，它更重视上层建筑，尤其是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05.0010  市民社会理论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以葛兰西、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科恩（Gerald A． Cohen）等为代表，将黑格尔、

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元市民社会理论，发展为国家、市场与公

共领域的三元结构。葛兰西《狱中札记》中的市民社会指由社会统治集团行使主导权的工

会、学校、教会、报刊、文化团体、机构和设施。 

05.0011  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

学者所组成的学术社群。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初发

展起来，代表为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霍耐特（Axel Honneth）等。 

05.0012  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  structural Marxism school 

  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的强调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吕西安·塞巴格（Lucien 

Sebbag）在 1963 年发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正式论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

系问题。之后，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拉康（Jacques Lacan）

和皮亚杰（Jean Piaget）等都涉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在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结构主义的方

法。 

05.0013  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  Freudian Marxism 

  又称“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Psychoanalytic Marxism”）。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学说“综合”起来，用精神分析学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主张运

用心理分析的工具方法来分析并解释社会现象。 

05.0014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Existentialistic Marxism 

  主张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按照存在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其内部有两种倾向：一种以列斐伏尔为代表，从马克思主义走向

存在主义；另一种是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萨特为代表，用存在主义

“融合”马克思主义。 

05.0015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structuralistic Marxism 

  20世纪 60年代出现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

尔都塞。重视事物内部结构，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人道主义化，强调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性，否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多元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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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16  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Neo-positivist Marxism 

  主要代表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及其学生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强调把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对立起来，主张用实证主义来说明和补

充马克思主义。注重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辩证法，把目光投向现实，试图把马克思

主义的辩证法解释成一门实验科学与方法。 

05.0017  新马克思主义  Neo-Marxism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兴起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提

出要区别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学说、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

思，主张多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并做

出新的解释。 

05.0018  希望哲学  philosophy of hope 

  又称“乌托邦哲学”。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基本哲学思想。在布洛

赫看来，马克思主义应该由客观冷静的经济分析（即“寒流”）和精神道德的倾向或乌托

邦过剩（即“热流”）两方面组成。希望哲学集中于“热流”，强调主体精神在认识和历史

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马克思主义成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成为“希望哲

学”。 

05.0019  具体的乌托邦  concrete utopia 

  具体的乌托邦和抽象的乌托邦的设想都聚焦于社会可能性的实现，前者重在发掘作为趋势

潜伏在现实状况下的可能性、并不急于向理想王国飞跃，它要在当前的历史状况中发现社

会根本变革的真实可能性，后者完全无现实操作性可言而沦于空想。 

05.0020  尚未存在本体论  ontology of not-yet-being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本体论理论。布洛赫通过批判二元思维

的机械性、静止性与“无人”的自然科学，指出给定存在论的危害在于抹杀了人作为精神

性主体对自身、对世界的存在意义；通过批驳“不再意识”，阐明尚未意识对于人存在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意义，并进一步阐明尚未存在的潜在性、未完成性与创造性。 

05.0021  新奇性  novelty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用语。指人对能够成为但还没有变成的东西的一种内在期待，

也是对存在于人前面的一切东西的一种自觉理解。新奇性导致人的生存自满状态的中断，

激发人朝着它应该是的本质状态走去。在以希望为核心的不断自我超越中，人就越来越接

近自己的本真状态，从而最终实现自己。 

05.0022  社会批判理论  social critical theory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出的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

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对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 

05.0023  技术理性批判  technical rationality critique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内容之一。与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心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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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批判相比，技术理性批判具有基础性地位。卢卡奇、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都在技术

理性批判方面有独到的贡献，其中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影响较大。 

05.0024  大众文化批判  critical theory of popular culture 

  又称“文化工业批判（critical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主要指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

资产阶级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庸俗化”的批判。大众文化以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

以娱乐为主要功能，在生产服从于市场机制，在内容上是媚俗的，缺乏思想性和批判性。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是这方面的一本重要批判力作。 

05.0025  意识形态批判  critique of ideology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状况本身的意识形

态性质进行批判，清除生活世界中的意识形态遮蔽，以此来探索新的感性意识出现的可能

性，如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 

05.0026  启蒙的辩证法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dorno）《启蒙辩

证法》书中提出的概念。认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

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事实上，启蒙走在不断自我毁

灭的路上，并最终倒退成了神话。 

05.0027  否定的辩证法  negative dialectics 

  出自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dorno）1966 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在对传统辩证

法批判的基础上，他不认同传统辩证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圆满逻辑，他对人的

主体地位进行了反思，由此开启了反思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之路。 

05.0028  非同一性  non-identity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dorno）“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他认为“辩证法倾向

于不同一的东西”，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从“同一性”向“非同一性”

的哲学转变，“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意识。” 

05.0029  绝对否定  absolute negative 

  阿多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服务于形而上学的目的，即把辩

证法禁锢在主体的肯定性目的中。他用绝对否定代替否定之否定，声称否定一个否定，并

不导致肯定，这只能证明否定得不够彻底，真正的辩证否定应是一种不带有肯定性的“绝

对否定”。 

05.0030  无调哲学  atonal philosophy 

  阿多诺从现代新音乐大师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那里吸取了一种非古典的“无调”

音乐技巧，并把它用于对音乐和哲学的分析中。如果说勋伯格等人的“无调音乐”是音乐

中的辩证法，无调哲学则是一种反对一切同一性、总体系及体系框架的哲学。 

05.0031  星丛哲学  constellation philosophy 

  星丛原是犹太教古老认知方法，阿多诺借用这一概念来打破同一性哲学的统治。星丛不是

一而是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让概念进入一个星丛”意味着概念不再封闭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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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中，而是消除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倾向，超越主体，像泉水流淌，像山花绽放那样呈

现自身。 

05.0032  大拒绝  big refusal 

  马尔库塞认为现存发达工业社会的一切都不符合人类社会应然状况，不符合人的本性和需

求，压抑人的自由，使人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大拒绝战略就是

把一切造反者联合起来与发达工业社会作对，与一切现存的东西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 

05.0033  单向度的人  one-dimensional man 

  出自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单向度的人》。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

生存于其中的人是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全面异化的社会，以技术为中介，文

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个人则成了物化的符号，成了依附于机器与

工具的受奴役者。 

05.0034  新感性  new sensibility 

  马尔库塞提出的艺术乌托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当人的爱欲获得了解决，人就不

再受工具理性的统治，人就是自由的、快乐的人。在新感性降临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一

体，人与人和平相处，人在生活中体验着美妙、安逸、愉悦。 

05.0035  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创建的理论体系，指人与人通过以符号媒介进行平等交流以

达到相互理解、承认、共识、进而趋向交往合理化，交往者不受控制地生活在一个相互理

解的世界中，通过交往实现社会与文明重建。 

05.0036  劳动与交往  work and communication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失误在于没有将交往与劳动分开，导致了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

混为一体，主张把交往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引入交往行为概念，并置于核心地位，从而使

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关于人的真正的科学。 

05.0037  交往理性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用语，强调在交往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

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

活语境的主体间性，从而实现文明理性的重建。 

05.0038  商谈伦理  discourse ethics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商谈关系，强调在商谈伦理规导下，通过主体之间理

解达到合理一致的真理，实现交往理性从理论向实践层面的转换，最终在社会成员之间相

互理解和平相处的基础上达到文明进步目标。 

05.0039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侵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市场机制和官僚制的系统权力侵蚀了原本属于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关系网络，形成共识的可能途径被阻塞，以至于生活世界的原有结

构与行为逻辑受到控制与破坏。 

05.0040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  legitimation crisis of lat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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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贝马斯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社会文化系统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

诚和社会认同，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危及社会整合，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

是全面的、普遍的和结构化的整体性危机。 

05.0041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历史客观主义倾向、缺乏明确规范基础等弊端，已经

“过时了”，必须对社会劳动概念、上层建筑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等进行全

面的重建，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潜在的理论力量。 

05.0042  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  interest-oriented epistemology 

  哈贝马斯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出发点，认为“兴趣”是人类认识的根本内驱力，指出

认识兴趣是多样的，包括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只有在“兴

趣”的引导下人们才不断产生新的认识领域。 

05.0043  后民族民主  post-national democracy 

  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与民主的未来》一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需要

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民主秩序，即把发达国家的民主秩序推广到全球范围。这种全球范围

的民主秩序就是后民族民主。 

05.0044  承认理论  theory of recognition 

  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社会批判理论集大成者霍耐特（Axel Honneth）用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心理学改造青年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并阐

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等关系，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 

05.0045  弥赛亚  messiah 

  希伯来语的音译，原意为“受膏者”，指其为上帝派来的使者。它最初与国家的复兴联系

在一起，后来逐渐成为犹太人所盼望的拯救他们脱离苦难的救世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弥赛亚指一生追求恢复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状态的情结，这种情结自始自终

贯穿在他寻求精神救赎的道路中。 

05.0046  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一种非物质的集体动因。本雅明认为上层建筑受双重力量支配，除物质因素外，还受集体

无意识的决定。他总是将集体无意识与史前的无阶级社会中被埋葬的性欲经验的特定形式

关联起来。 

05.0047  性格结构  character structure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来指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习惯行为的内在范

型，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赖希（Wilhelm Reich）与弗洛姆注重性格结构形成中的社会因

素。 

05.0048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赖希受精神分析中“施虐—受虐狂”的启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就在于小资产阶

级所特有的对权威的含糊态度，即他们要求权威，又要反抗权威。 

05.0049  性-政治运动  sexual politic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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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运动一方面要改造群众意识的“内部结构”，即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另一方面在外

部进行克服压抑性政治经济结构的革命斗争。 

05.0050  爱欲解放论  emancipation of eros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改造了弗洛伊德关于爱

欲与文明不可消除的对抗，认为在未来真正人道的文明中，爱欲可以得到解放，人由压抑

性生存转变为非压抑性生存。 

05.0051  压抑性心理机制  represse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指出，伴随着科学技术与消费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发展，

人的异化主要不是外在力量的统治与压抑，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即压抑

性的心理机制。 

05.0052  非压抑性生存  non - repressive existence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指出，真正人道的文明可以使人从压抑性生存转变为非压抑

性生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异化劳动转变为消遣，性欲升华为爱欲。 

05.0053  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psychic mechanism on escape from freedom 

  来自于弗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弗洛姆认为伴随着人类的个体化进程以及越

来越多的自由，与之相伴随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沉重的责任感使人产生对自由的恐惧，于

是产生了想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希望把自己完全的湮没于外界中，这就是主动逃避自

由的心理机制。 

05.0054  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  unproductive character structure 

  来自弗洛姆《基督教主义的演化》。指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性格结构或倾向上的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接受型倾向、剥削型倾向、囤积型倾向和市场型（买卖型）倾向。 

05.0055  重占有的生存方式  Pay attention to the living way of possession 

  来自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指注重对现存物的占有与消费，而不是基于人的生命活

动的创造和自我创造，从而导致物化人格。现代社会以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为主导。 

05.0056  社会性格  social character 

  来自于弗洛姆《超越幻想的锁链》，指一个文化时期中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特征，

不同于个体性格。 

05.0057  健全的社会  sane society 

  来自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指以人为目的，克服了非生产性或非创造性性格结构的社会，

健全的社会中的人是非异化的、创造性的人。 

05.0058  新人  new people 

  具有新文化、新道德和新的心理结构并自觉为新社会制度而斗争的人。赖希、马尔库塞等

人一般应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 

05.0059  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humanitarianism of existentialism 

  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立足于存在主义哲学所提出的

概念。他认为，除了人类的宇宙，即人类主观性的宇宙外，无其他宇宙；综合超越性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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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萨特认识到人的自由是有条件的，并逐步表

现出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倾向。 

05.0060  历史人学、人学辩证法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umanism dialectic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忽视人”的缺陷，这种缺陷成为存在主义复活的源泉。存在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生命的营养和历史条件，这种新生具体体现在历史人学或者说人

学辩证法上。人类主体从集合到群体的演变构成为其人学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05.0061  人学的空场  absence of man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富有生命力的，而他所处时

代却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脱离了具体的生活和历史，忽视了人的存在，出现了“人

学的空场”，他要挽救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僵化、没落和衰退局面， 使人重新成为马克

思主义的中心。 

05.0062  匮乏与异化  scarcity and alienation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认为， 人的生活需要永远不可能完全满足，匮乏使实践成为一种

必然的历史性活动，而这一过程会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且这两种关系

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匮乏—实践—异化构成历史的展开机制，历史是不断地克服异化又产

生异化的循环运动。 

05.0063  群体与集合  group and set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将人际关系的形态区分为群体与集合两种基本类型。集合为群

体的形成提供基本的可能性和条件， 群体则是对集合的一种否定和超越。他同时也强调，

群体并不是必然地从集合中产生， 而且群体还有可能退回集合状态。 

05.0064  希望本体论  hope ontology 

  萨特晚年提出的概念。在关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的思考上，萨特回到了著名哲学家布

洛赫的希望理论，强调人是希望的主体，而希望不是简单的心理学范畴，而是一个本体论

范畴，是人的生存的本体论结构。希望也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必须拒绝绝望，以支撑希望。 

05.0065  道德共同体  moral community 

  晚年萨特在变革世界的方式上开始从暴力转向道德，希望用道德共同体来为个体自由和希

望奠定基础。他把追寻道德的努力和消除匮乏的努力视作两种主要的合乎人性的态度，并

指出道德的可能性基础在于兄弟关系的普遍性，即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性。 

05.0066  症候阅读法  symptomatic reading 

  来自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读〈资本论〉》依据症候的阅读。依据文本表现出的各

种“症候”，包括沉默、缺失、空白和严格性上的疏漏等，来揭示文本的深层结构，这一

方法是阿尔都塞从精神分析学那里借来的。 

05.0067  认识论断裂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来自于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指理论总问题的转换。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以 1845 年为

标志，从早期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转向了科学的立场。 

05.0068  多元决定  over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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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都塞认为，在决定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是各种

因素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他以此反对社会发展决定论的观点。 

05.0069  总问题  General problem 

  又称“问题框架”或“问题式”。来自于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指文本的深层结构，即

一种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与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 

05.0070  理论实践  theoretical practice 

  一种特殊的实践，是加工由经验技术与意识形态实践等提供的特殊原料的实践，它生产的

产品是“认识”。阿尔都塞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实践是科学的理论实践，它将导致认

识论断裂的产生。 

05.0071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机器分为政府、行政机关、军队等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两种，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信息、文化的各种机构看作是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属于“私人领域”，最主要的是教育和家庭，它由占统治地

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主要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 

05.0072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来自于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以及其他论文》，指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它是由镇

压性的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共同作用来完成的。 

05.0073  意识形态询唤  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 

  又称“意识形态质询”。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或把个

体“改造成”主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这

种操作被称之为询唤或召唤，即个体通过意识形态询唤被建构为主体，而且意识形态只有

把具体的个体构成为主体才能够存在。 

05.0074  无主体过程  process of non-subject 

  又称“历史无主体”。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过程辩证法”中没有主体，过程就是主体，

所以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从社会结构中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要将历史理解为无

主体的过程。 

05.0075  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  aleatory materialism 

  来自于阿尔都塞《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意识到历史偶

然论的逻辑线索，但却故意放弃了，使之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传统中的“潜流”，以此反

对经济决定论，消解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 

05.0076  科学辩证法  scientific dialectics 

  20 世纪 60 年代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提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其本质是“科学的辩证法”，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是

一种实证的逻辑，而非抽象的伦理说教。 

05.0077  真正的对立与矛盾的对立  true opposite and contradictory opposite 

  科莱蒂（Lucio Colletti），在《矛盾和对立：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一文中用康德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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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来反对黑格尔的“矛盾的对立”，提出要捍卫马克思的科学性就必须与黑格尔的

矛盾辩证法决裂。 

05.0078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analytical Marxism 

  又称“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 70 年代在英美等国兴起的具有较大影响的马克

思主义研究学派。其特点是将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与研

究路向应用到重新理解与解读马克思主义。 

05.0079  生态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又称“生态危机理论”（ecological crisis）。20 世纪 70 年代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

分化出来的一种流派，主要特点是把生态学纳入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用生态学补充马克思主义。 

05.0080  消费异化  consumption alienation 

  又称“异化消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发生的人与消费品的异化现象，虚假需要的出

现，消费由日常生活消费走向炫耀性消费。 

05.0081  期望破灭的辩证法  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 

  本·阿格尔（Ben Age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

无限追求利润以及异化消费的出现，必然导致资源浪费、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爆发生态

危机，使人们无限获取商品的期望的破灭，资本主义所期望的无限增长的经济也必将破灭。 

05.0082  满足的极限  limits to satisfaction 

  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满足的极限》从需要、商品和消费的关系出发，研究了发达

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问题，他认为工业社会将人的需要的满足完全导向于对商品的最大限

度的消费与满足。他提出人们应该在生产活动中寻求劳动的满足和幸福，而不是消费活动

中商品的满足。 

05.0083  经济理性  economic rationality 

  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认为，经济理性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商品交换所支配，以

利润为尺度、以效率为标准，遵循可计算性和效率原则。 

05.0084  生态理性  ecological rationality 

  安德列·高兹用语。生态理性指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根本出发点，遵循最低限度的、最

大使用价值原则，以达到最优化利用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目的。 

05.0085  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性正义  production justic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自然的理由：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中指出，生产

性正义是生产过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分配性正义就是交换方式与比例的合理性。资产阶

级社会追求的是分配性正义。但是，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分配性正义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此，他认为，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 

05.0086  生态历史唯物主义  ecolog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泰德·本顿（Ted Benton）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生态学之间有一个

“裂缝”，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以及人的解放的概念中都缺乏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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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视域，因此，他提出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支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

足。 

05.0087  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feminist Marxism 

  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运用于女权主义运

动中，分析妇女受压迫与剥削的根源，进而寻求妇女反抗与解放的具体路径而兴起的一个

女权主义流派。 

05.0088  文化马克思主义  cultural Marxism 

  不同于前苏联马列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诞生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

主张是反对苏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在社会生活与反抗资本主

义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英国得到发展壮大，影响延续到今天。 

05.0089  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 

  20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立足于后工业社

会的资本主义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概念进行批判和修正，并自认为是马

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资本主义批判学说。以拉克劳、齐泽克、巴迪欧等为代表。 

05.0090  民粹主义理性  populist reason 

  来自于拉克劳（Ernesto Laclau）《民粹主义理性》。描述了政治对抗中异质性因素是如何从

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这种异质性因素受到拉康对象思想的启示，是实现霸权链接的主

要因素和动力，是霸权建构的过程，拉克劳认为，通过这一过程建构起来的霸权，迟早会

颠覆资本主义现存体制。 

05.0091  行动  the act 

  齐泽克受拉康驱力思想的启发而形成的概念，指突破资本主义体制的激进行为，对资本主

义现存的一切都说“不”，在现存体制下做不可能之事。 

05.0092  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法国德勒兹（Delueze）与加塔利（Guattari）使用的概念。指把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压

抑解放出来的过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解辖域化的范例。但这种解辖域化并不彻底，资

本主义又以等价交换的抽象逻辑将所有的事物再编码，即“再辖域化”到各种规范化的建

制中。 

05.0093  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neo-Marxist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又称“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学”。当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及社会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基

于对“剥削”的开放式的全球审视而不只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性分析路径，具体

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作有苏联的《社会学手册》（1976）、民主德国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1977）等。英国学者 T.B.博特莫尔（T.B. Bottomore）的《马

克思主义社会学》（1975）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05.0094  依附理论  dependency theory 

  又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于拉丁美洲的一种社会理论，

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寻找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其心观点是外围国家（即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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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资源和财富经过不平等交换等机制流向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并导致中心国家对

外围国家的控制以及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代表人物是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等。 

05.0095  世界体系理论  world-systems theory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建立在世界一体

化和“中心—外围”架构分析之上的、对资本主义进行宏观考察的理论框架。试图将现代

化理论和依附论相整合，并引入世界劳动分工、交换关系、阶级冲突等变量来作为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及其历史演变的分析基础。 

05.0096  全球化理论  globalization-related theories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一系列理论的总称，包括依附

理论、后殖民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第

三条道路”理论、文明冲突论等。 

05.0097  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  Marxism of liberation theology 

  20 世纪 60 年代在拉丁美洲产生的一种试图把神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

思潮，批判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救赎。主要代表人物有秘鲁的古铁雷斯（Guti

érrez）、巴西的博夫（Boff）、智利的欣凯拉梅尔特（Hinkelamelt）、墨西哥的塞尔都奥·门

德斯·阿尔塞奥（Serduo Mendes Arceo）、哥伦比亚的托雷斯（Torres）和尼加拉瓜的卡德

纳尔（Cardenal）等。 

05.0098  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postmodern Marxism 

  泛指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批判性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文

化进行批判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 

05.0099  晚期资本主义  late capitalism 

  来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 1945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意味着这是一

个历史上有限的阶段而非人类社会的未来。 

05.0100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来自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分别是效益原则、平等原则与自我实现原则，它们之间

的悖论，产生机制断裂，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紧张和冲突。 

05.0101  情境主义国际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20 世纪中后期欧洲一个社会文化的重要思潮，主张发动日常生活的革命来取代资本主义

的景观社会，直接影响着消费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激进哲学。代表人物有居伊·德波与

鲁尔·瓦纳格姆。 

05.0102  西方马克思学  Marx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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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试图从超阶级、超党派的中立性

出发、以“科学”的方法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正本清源”，有的固执于对马克思的生

平、著作做经院式的考察，有的则热衷于寻找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自相矛盾和不合时宜之处。 

05.0103  不平衡发展的地理学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空间理论应用到对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考察中，并提

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释放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出口，它作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空间

机制在全球资本危机的形成和克服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05.0104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大卫·哈维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注意时间维度而忽视了空间维度，必须“弥补”

这一“理论空场”。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元理论，以地理学知识为核心，把两者结合

起来建立新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05.0105  一般剥削理论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罗默（Paul M. Romer）运用博弈理论，借助分析哲学的方法，把马克思古典的剥削理论放

在更一般化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创制了“社会必要剥削”“社会主义的剥削”等新概念，

臆断提出了“一般剥削理论”。 

05.0106  所有制关系的剥削  exploitation of ownership relations 

  罗默认为剥削从具体的社会形态上来划分，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剥削形式，即封建剥削、

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剥削。这三种剥削构成了剥削的三种基本社会形态，每种社会形

态在剥削的主体、客体、内容、形式等都存在着差异。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 

05.0107  社会主义的剥削  socialist exploitation 

  罗默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中由于相当程度上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剥削仍然是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表现在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他把因“技能”差异

而引起的剥削称为社会主义剥削，认为社会主义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应该存在的。 

05.0108  不公正对待  unfair treatment 

  罗默在采用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

公正”中的“剥削”“阶级”等理论重新解释，由此得出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

初始分配的不公正和生产方式的差异性的思想。 

05.0109  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  exploitation of non labor theory of value 

  罗默认为剥削与劳动价值理论没有特殊的关联，在剥削的一般理论中，取代劳动的转移，

首先是财产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理论被当作背景看待，基于此罗默提出了基

于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 

05.0110  非剥削性的经济压迫  non exploitative economic oppression 

  赖特（Eric Olin Wright）认为，剥削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反向的相互依赖原则。第二，

排除性原则。第三，占有原则。赖特认为如果只满足三个条件中的前两个条件，就是非剥

削性经济压迫。在非剥削性经济压迫中不存在把被压迫者的劳动果实转移给压迫者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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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11  过度剥削  over exploitation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垄断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而且垄断正超越

国界向全球发展，资本倾向于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进行积聚和集中。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所

得的总值越来越大，形成了过度剥削，这导致有效社会需求和投资出路存在减少的趋势。 

05.0112  日常生活批判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也是资本主

义制度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的场所，因此，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就应该成为当代社会变革的主

要路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要把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宏观革命落实到日常生活领域

的微观革命和意识革命中去。 

05.0113  消费受控的官僚社会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 

  列斐伏尔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官僚组织从根本上来讲是单调的、操纵的和极权的，人的

需求由官僚社会界定并由官僚社会满足，所谓消费的“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在资本给定的

范围内受官僚社会控制的消费过程，因此后现代社会的本质就是一个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

会。 

05.0114  空间化生产  spatial production 

  列斐伏尔将空间问题作为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

大卫·哈维在此基础上又把空间作为一个积极因素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阐述框架之

中，提出了“空间与资本积累”“不平衡地理发展”“时空压缩与弹性积累”等具体分析路

径。 

05.0115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ideology 

  哈贝马斯的著作书名。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为资

本主义的管理体系和国家政策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05.0116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初期，一个相对独立

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个领域失去

了其独立性。 

05.0117  物体系  Material system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物体系》中结合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海德格尔对

技术和物的追问、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交换理论、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号

学分析等思想资源，论述了物质存在的自组织特征，提出物的功能化意味着功能化时代的

到来，而人只是技术与心理交织的物体系中的一个功能项。 

 

05.02  国外经济学理论 

 

05.0118  价值的决定  determining factor of value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价值理论成立的前提是不考虑技术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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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合生产问题，而一旦放弃这两个前提，价值量的决定就不再具有唯一性。美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谢赫（A.Shaikh）对此提出反批评，坚持了马克思的价值决定价格、剩

余价值决定利润的逻辑分析顺序。 

05.0119  真价值  true value 

  森岛通夫（M.Morishima）和凯特福斯（G.Catephores）认为，价值应被定义为最少劳动量

的耗费。而这种最少劳动量的耗费不能用联立方程去求出，而应用线性规划去解，这时所

得到的价值才是“真价值”。 

05.0120  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还原问题  issue of reduction of complex labor to simple labor 

  西方一些学者曾质疑马克思《资本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

劳动”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应该解决却未能解决好的问题，甚至认为马

克思对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还原问题的处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多余的，从而引发学者

之间的争论。 

05.0121  间接劳动还原法  indirect labor reduction method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希法亭

认为，熟练工人创造的价值可分为两个部分：非熟练工人创造的价值和转移的物化在技术

中的价值。后者又可以分解为前一时期的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两个部分。以此类推，最

终可以把熟练劳动分解为各个时期非熟练劳动的加总。 

05.0122  价值转形问题  valu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被学术界称为价值转形理论。 

05.0123  TSS 学派的转形理论  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TSS school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兴起的 TSS 学派（The School of Temporal Single System），提

出的对价值转形问题的新解答。该学派认为只要正确理解价值概念，马克思体系中的基本

结论，包括马克思转形理论的结论，是自然的结果。 

05.0124  森岛通夫的转形模型  Michio Morishima's transformation model 

  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了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

额”和“利润总额等于剩余价值总额”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其模型是接近马克思原意的

模型。他还运用马尔科夫过程,通过对投入产出的逐次迭代，论述了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

转化。 

05.0125  迪梅尼尔的“新解释”  Dumenil's "new interpretation" 

  20 世纪 80 年代初，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热拉尔·迪梅

尼尔（Gérard Duménil）提出关于价值转型问题的所谓“新解释”。认为总产品的总生产价

格一般不等于总价值。而且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不应以劳动时间计量，而应以在市场购买

时所花费的“货币价值”计量，并据此说明马克思的两个不变性方程是同意反复。 

05.0126  转型模型  WRC model 

  沃尔夫（R. D. Wolff）、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等在 1984 年的《传统“转型问

题”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法》一文中，采用静态均衡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转型问题，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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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比较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出的数学模型被称为 WRC 模型。 

05.0127  剩余增长规律  law of surplus growth 

  1970 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P.A.Baran）和 20 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家斯威齐（P.M.Sweezy）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提出。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

运动趋势中起作用的不是利润率下降规律，而是“剩余增长规律”。 

05.0128  经济剩余  economic surplus 

  巴兰（P.A.Baran）1957 年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书中首次提出，其中包括计划的剩余、

实际的剩余和潜在的剩余三个不同的概念。之后，巴兰和斯威齐还证明了，在经济剩余不

断增长的同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提高吸收剩余的出路。 

05.0129  利润率下降规律  law of the tendential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 

  1899 年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克罗齐（B.Croce）认为，技

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不变资本的价值，这将提高利润率，

而不是降低利润率。之后，包括鲍特凯维茨、鲍威尔、斯威齐、迪金森等都质疑这一规律。

但克莱因、曼德尔和耶夫等为这一规律做出了辩护。 

05.0130  基本的马克思定理  fundamental Marxian theorem 

  1955 年由日本置盐信雄最早证明，并由森岛通夫命名而首次为世界所知。这一定理用数

学证明了剥削率为正值时平均利润率才为正值，即剩余价值是正的利润的存在条件。 

05.0131  置盐定理  Okishio theorem 

  置盐信雄（Nobuo Okishio）在 1961 年发表《技术变更与利润率》的论文中提出。认为在

现行价格下，削减成本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引起新形成的均衡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否定了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但置盐也认为，从长期看该规律会发生。 

05.0132  过剩资本的时间—空间转移理论  time-space transfer theory of excess capital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通过区分

资本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揭示了城市空间的商品化路径。当第一循环出现过度生产和积累

时，为了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第一循环中的过剩资本就转向第二循环，利用空间的交换

价值和使用价值，催生第二种榨取剩余价值和获取财富的方式。 

05.0133  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  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学者弗利（D.K.Foley）给出的定义是：一定时期内以即期价格计

算的纯产品与生产中活劳动消耗的比值。 

05.0134  单因素论  single factor theory 

  阐释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产生的集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即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

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工资提高论等。单因素论把周期性危机的产生主要归结为其中

一种，因而被称为单因素论。 

05.0135  多因素论  multiple factors theory 

  反对从个别因素和单一变量入手，把周期性危机的产生归结为某一类型的经济危机理论，

主张从各个因素和各个基本变量的相互作用和综合结果出发来阐释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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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36  利润挤压理论  profit squeeze theory 

  认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和过度积累导致产业后备军缩小，将促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实际

工资率上升，进而提高收入分配中的工资份额。这将挤压总利润中用于积累的部分，使积

累下降，最终引发资本主义危机。 

05.0137  夹钳理论  nutcracker theory 

  谢尔曼（Howard J. Sherman）认为利润率是供给与需求、成本和收入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结

果，不同于传统的单方面强调工资挤压利润的利润挤压论，他提出了双面挤压的“利润挤

压论”，被称为“夹钳理论”。 

05.0138  有机构成提高论  theory of enhancement of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有机构成提高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有机构成理论，来考察有机构成提高与利

润率下降、经济危机产生之间的联系。 

05.0139  跨国阶级与阶级斗争  transnational class and class struggle 

  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了跨国资产阶级与跨国劳动阶级。当前的阶级冲突已经不完全

是一国内部的阶级冲突，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冲突之一是南北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联盟

和南北国家被统治阶级联盟之间的冲突。 

05.0140  土地私有制下的农民无产阶级  peasant proletariat under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覆盖全球，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基本不再存在，土地私有制下农民

已经无产阶级化和半无产阶级化，可以称之为农民无产阶级。因为农业劳动越来越成为雇

佣劳动，这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大不相同。" 

05.0141  社会分层理论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主要研究社会成员及社会群体因为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从

而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特征的分化和层化现象。" 

05.0142  工具主义国家论  Instrumentalist state theory 

  20 世纪 60、70 年代，英国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

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论断，认为由于统治阶级握有经

济权力，所以它能够把国家当作统治社会的工具而加以使用。" 

05.0143  福利国家论  welfare statism 

  20 世纪中后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从马

克思主义视角对福利国家及其性质、功能作了新的理解，并对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和危机

作了分析。他认为福利国家无法完全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甚至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 

05.0144  策略关系论  strategic relationship theory 

  英国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领导权方案”的选

择和竞争平台，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统一体，国家最后体现的选择形式从根本

上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竞争冲突后的整合结果。" 

05.0145  自由社会主义  liberal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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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诺尔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意图综合自由主义与社

会主义两大思想传统。他认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宪政与代议民主”之

维系为根本前提，也因此必须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 

05.0146  过度竞争  over-competition 

  导致比例失调的市场竞争状态。美国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由于全球制

造业过度竞争，形成持续性产能过剩，发达经济体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资本投资回报率持

续下滑。为保持利润率，企业加快对新技术的投资，降低工人工资，政府减少社会性支出。

最终导致总需求长期不振，进而导致经济长期低迷。 

05.0147  上升的非生产性支出理论  theory of rising unproductive expenditure 

  非生产性支出是指和生产成本、实体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投入。由于生产性实体经济领域

缺乏赢利，资本走上非生产性和投机的道路。这些收入没有任何真实性。当市场处于饱和，

金融市场崩溃时，世界市场和收入分配不平衡就达到了极限。 

05.0148  资本主义的长波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以利润率变动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原因的理论。著名的托派经济学家和社会

学家、曼德尔长波理论的提出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内

部竞争及工人反抗，“长期”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结果是经济萧条、社会不安、战

争。这并不表示资本主义没有恢复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平均利润率会再次上升，出现扩

张性长波。 

05.0149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美国大卫·戈登（David Gordon）等提出和发展的理论，指为确保单个资本家能够进行资

本积累,由一系列制度构成的整体。由四项制度结构构成:积累的当事人即公司结构；积累

的动力即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积累必备的系统性条件,货币体系结构和国家结构；

单个资本积累必备的条件，资源供给结构，中间品供给结构，劳动管理结构等。 

05.0150  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完全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和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必要调

节、福利政策和工会，强调完全私有化、唯市场化、霸权支配的自由化、社会福利个人化。

与新老凯恩斯主义相比，它是一种保守和倒退的西方理论。 

05.0151  资本主义新特征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m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后，资本主义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成为全球化、金融化和

信息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垄断资本主义。 

05.0152  不等价交换  unequal exchange in value 

  不是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进行的商品交换，是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重要手段。法

国经济学家阿吉里·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认为，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现代

世界体系运行的动力。 

05.0153  边缘资本主义理论  theory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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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和边缘，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代表人物是埃及萨

米尔·阿明（Samir Amin）。 

05.0154  都留重人问题  Shigeto Tsuru problem 

  日本都留重人针对我国对外开放中出现的弊端曾指出“对外开放应该有节制”。事实上，

我国经济在对外开放的牵引下取得了高速的增长，但也带来了过分依靠外资和外国技术的

弊端，这种弊端现在也无法完全克服。 

05.0155  调节学派  regulation school 

  20 世纪 70 年代在法国兴起强调资本主义须由国家调节的理论。认为无调节的积累和制度

之间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是美国战后扩张的中心环节，

而 70 年代的滞涨是福特主义发展潜力被耗尽的结果。代表人物：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和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 

05.0156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  school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积累的社会结构是由大卫·戈登（David Gordon）于 1978 年提出、由一批学者进一步发

展而形成的一个学派（SSA 学派）。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是在一个稳定、有利的

制度环境和制度集合体中进行的。这个制度集合体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政治、法律、

思想文化制度，称为社会积累结构。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

与停滞相互交替的内在机制作了深入研究。 

05.0157  法权  legal rights 

  法国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认为“所有权”的关系就是所有制，“所有权”

的法律，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或法权。在其看来，政治与构建政治的暴力之间的关系

是不能通过权利、制度、意识形态等能改变了极端暴力形式的力量得到“规范化”的。 

05.0158  讲座派  koza school 

  20 世纪 30 年代产生于日本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一支。主张“二阶段革命论”，

即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与劳农派展开论战而形成。因《日本

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一书而称为讲座派。代表人物有野吕荣太郎、山田盛太郎、平野义

太郎等。 

05.0159  劳农派  rono school 

  20 世纪 30 年代在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战中，主张要重视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

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阶段革命论”战略、与讲座派的认识尖锐对立的学者由

于大多在《劳农》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劳农派”。代表有栉田民藏、猪俣津南雄、

向坂逸郎等。 

05.0160  福本主义  Fukumoto-ism 

  日本共产党左倾的代表人物福本和夫撰写《必须从扭转山川氏的方向转变论开始》一文，

批评当时日共领导成员山川均所采取的取消主义理论，并提出他的“理论斗争主义”和先

分离出先进分子，然后再结合群众的左的理论，这一主张被称为“福本主义”，曾一度成

为日本共产党的指导理论。1927 年福本主义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加上来自党内对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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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福本主义迅速丧失党的指导理论的地位。 

05.0161  山川主义  Yamakawaism 

  1922 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日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山川均在《前卫》《无产阶级运

动转变方针》中提出“到大众中去”口号，在社会中产生强烈反响，被称为“山川主义”。

之后，在与福本主义论战中，山川被反对者批评为工会主义、折中主义，被共产国际批评

为取消主义而在共产党内部失去地位。" 

05.0162  正统学派  orthodox school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大的学派通常被称为正统派，多数与日本共产党关系紧密，代表

杂志是《经济》，代表性学会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学会”“经济理论学会”。该学派以

井村喜代子为代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危机产生的原因等做出了深入的分析。 

05.0163  “民科”理论派 "Democratic Scientific " theory  School 

  二战后，日本一批受日本共产党一定影响的左派学者组成了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简称

“民科”），并创办了叫做《理论》的杂志，因此被称为民科“理论”派。从哲学角度看，

主张阶级至上主义。从经济学角度看，更加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绝对正确性。 

05.0164  “季刊·理论”派 the "Quarterly · Theory"  School 

  二战后，由小宫山量担任社长的出版社发行了叫做《理论》的季刊杂志，为了与民科发行

的同名杂志相区别，被称作季刊《理论》，经常在此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学者被称为“季刊·理

论”派。这些学者主张自由的、以人为主体的人道主义等观点。 

05.0165  结构改革派  structural reform school 

  1958 年前后日本社会党人开始研究“结构改革理论”。1961 年 1 月江田发文进一步阐释了

提出结构改革论的理由及其内容。对于江田总书记为中心的结构改革论派提出的观点，以

社会主义协会的学者们率先给予了批判。1962 年 11 月结构改革派走向衰退。 

05.0166  宇野学派  Uno school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界在讲座派与劳农派论战之际，专注于《资本论》研究

的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弘藏提出了不同于两派的观点。宇野提出马克思经济

学要有“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论”三个部分。人们把他 的理 论称为“宇野

理论”，把与他持同一观点的人称为“宇野学派”。 

05.0167  市民社会派  civil society school 

  1969 年日本经济学家平田清明出版《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一书，主张马克思主义应建

立在市民社会论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再建并非通过确立国家所有，而

是应该通过重建个人所有进行的独特主张。 

05.0168  数理经济学派  mathematical economics school 

  在日本，将数学手段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在越村信三郎等人的早期研究基础

上，通过置盐信雄得以实现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以此得以在日本学界确立其地位。 

05.0169  自治所有制  self-management system 

  针对高度集中经济模式，根据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治人物、革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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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卡德尔（Edvard Kardelj）的自治经济理论，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所有制，第

一，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消除资本所有者或国家与生产者之间的雇佣关系；第二，

国家经济职能首先消亡，劳动集体自行决定投资积累、收入分配、产品定价和生产计划；

第三，实行自下而上的自治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05.0170  社会主义新模式  new models of socialism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新理论的总称。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 1993 年第 14 期以“社会主

义新模式”为题发表了罗默（John E.Roemer）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洛克（F.Block）的

资本监督模式、施维卡特（David Schweickart）的经济民主模式、艾尔逊（Diane Elson）

的市场社会化模式和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与费雷（M.Feray）的企业自治模式五

种有代表性的理论。 

05.0171  导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  model of central planning with regulated markets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todzimier Brus）提出。主张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宏

观经济、企业决策和家庭经济决策分别由国家、企业和家庭独立作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

导入市场机制，由计划规定重要的投资活动，规定商品经济运行方向和准则，市场机制在

生产结构中起调节作用。 

05.0172  计划性市场的经济模式  planne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提出。主张将指令性计划改为宏观分配计划，解决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生产的不平衡，以市场解决微观不平衡；企业在市场上独立承担经营责

任和风险；以市场定价取代国家指令性定价，加强市场透明度和反垄断，完善市场机制。 

05.0173  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的模式   model of planned economy with the 

coordina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提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信息

与经济短缺两大主要问题，必须把计划经济信息的纵向流动和市场经济信息横向流动结合

起来。社会主义短缺经济，是由于企业受国家保护不承担亏损责任，因此必须引入市场协

调，又有政府的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 

05.0174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economic model of feasible socialism 

  英国亚历克·诺夫（Alec Nove）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主张以国有为主体的

混合经济模式；有限制的市场机制，国家以经济手段为主，以行政、法律手段为辅的多种

方法对经济加以调控；实行经济民主，通过民主投票确定国家经济计划和发展的优先项目

和投资方向，职工在企业内参与管理。 

05.0175  工人自治的经济模式  economic mode of workers’ autonomy 

  南斯拉夫探索符合本国情况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制模式。1950 年南斯拉夫联邦国民

议会颁制《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规定一切国

营企业作为公共财产，由劳动集体代表社会，根据国家计划，按照法律法规确定的权利义

务进行管理。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实行工人自治。从 1953 年起，

又把自治范围扩展到教育、科学、文化、保健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实行社会自治。196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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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把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确定为南斯拉夫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制度。由于自身的缺

陷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一探索于 1992 年随“南联邦”的解体而终结。 

05.0176  企业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  autogestion socialism 

  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和学者马克·费雷合（M.Feray）在

论文《从自治到联合的社会主义》中提出。主张劳动者拥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取消资本市

场，自治企业通过自治银行向公共投资基金借贷资本，而公共投资基金以企业利息为基础；

保留产品市场；实行间接计划，以确保生产和非商品生产协调发展。 

05.0177  银行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或证券社会主义模式  bank centric market socialism or 

coupon socialism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E.Roemer）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提出。主张设定两种

货币，即现金货币和证券货币。政府在公共企业内把证券货币分给每个 21 岁以上的成年

人，并允许他们在有生之年对拥有的股票进行交易，他们收取有价证券赋予他们的股息，

不允许股票兑换成现金，公民死后，证券货币归公有。 

05.0178  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扬克（James A．Yunker）在《自由市场中的社会主义》和《修正的

现代资本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认为实行生产资本公有制，消除私人

资本所有权收入，在保存当代资本主义效率的同时消除其在“非劳动的财产收益”分配方

面的极端不平等；公有企业利润以社会红利形式分配等。 

05.0179  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  cooperative market socialism 

  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 在《市场、国家和社会》中提出。主张：企

业实行工人合作社，一人一票民主管理；生产资本社会所有制，企业以固定利率从投资机

构借贷资金，对借贷资金有使用权没有完全的所有权，资金不能被当作收入分掉，也不能

重新贷给别的企业；企业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 

05.0180  市场社会化社会主义模式  socialised markets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迪安·埃尔逊（Diane Elson）在《市场的社会化》一文

中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无法实现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均衡目标，均衡的前提是市场和

社会化，而市场的社会化又必须以信息的社会化和公开化为基础；通过建立公共经济信息

渠道，打破资本的垄断，最终消除资本市场，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创造条件。 

05.0181  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democratic autonomous market socialism 

  又称“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a democratic enterprise-based market 

socialism）。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韦斯科夫（Thomas Weisskopf）主张实行企业

民主自治，人们平等管理，民主制定收入分配政策，重大经济决策由社会平等投票；企业

资本收入分配社会化，分配给每个成年公民相同数量的共同基金股票，保证公民对所有企

业生产性资本的平等索取权。 

05.0182  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  socialist model of economic democracy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kart）主张企业的财产属于社会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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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企业经营和管理人员任免由劳动者一人一票民主决定，收入分配根据民主的方式按

不同劳动者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偏好确定；存在资本和消费品市场，市场定价，国家起监督

和调控作用；新的生产投资由社会控制，中央政府收取资产税。 

05.0183  以经济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socialist economy based on economic 

democracy 

  英国学者罗宾·阿彻（Robin Archer）在《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中提出。主

张所有受某一组织决策影响的有选择和行动能力的个人都应该分享对该组织决策过程的

控制权；受联合组织支配的人行使对联合组织决策过程的直接控制权，其他受影响的个人

应该行使间接控制权。 

05.0184  中央集中解决法的计划经济模式  model of planned economy with centralist scheme 

  二十世纪上半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英国共产党主要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莫里斯·多布（Maurice H.Dobb）参与同奥地利学派的论

战。他既反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

反对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主张取消消费者选择自由，因为在他看来，这是

导致计划无法适应变化的根源，而中央集中解决法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可取的。他在这一论

战中的主要论文，收入《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 年)一书。 

05.0185  无价格经济模式  no price economic model 

  又称“丰裕经济模式”。20 世纪下半叶比利时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认为，丰裕指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

是丰裕的。在这个水平上，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可以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满足人民的

需求），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 

05.0186  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democratic planned socialism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

之间的争论》（1998 年）中提出。他主张公有制和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手段；根据需要通

过民主计划进行物品、服务和生产的分配，尽力保护环境；提供良好教育、医疗和组织服

务工作，使人民有更多时间发挥个人兴趣和才能。 

05.0187  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  dual crisis theory of capitalism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自然的理由》中认为，

资本主义具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双重矛盾，第

一重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下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无限索

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 

05.0188  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  capitalism'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nd joint 

development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自然的理由》中指出，

资本的所有权及控制力的集中化和集结性趋势导致了资本的空间集中，由此产生了城乡之

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元不平衡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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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然全球扩张，走向政治经济的联合，实现联合发展。 

05.0189  新陈代谢断裂  metabolism rift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马克思的代

谢断裂理论》《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学反对资本主义》等文章和著述

中使用的概念。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人类与自然

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过程出现中断，产生了生态循环问题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

断裂。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和掠夺式的资本积累，导致了人的异

化，自然的异化和社会异化以及全球生态危机及生态殖民。 

05.0190  完美的罪行  perfect crime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完美的罪行》（1996 年)中对符号所统治

的世界进行了深层次剖析，提出了大胆的假说：科学技术不但扩展了“人的形象”，它还

将进一步驱逐“人类的现象”，不是客体适应主体，而是主体应该适应客体。 

05.0191  消费社会  consumer society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1970 年)中认为，在后现代

社会, 人们消费的所有消费品，都不再是生产的产品, 而是一系列象征某种声誉、地位、

欲望的符号系统。由于消费的不是物的使用价值, 而是符号赋予的意义, 特定的消费体系

成为特殊的编码系列，唯物史观的“生产逻辑”也被颠覆了。 

05.0192  政治无意识  political unconscious 

  美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在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

三部曲"之一《政治无意识》(1981 年)中，并没有直接进入到阶级的言说中来，而是代之

以诸多文学文本并从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切入。在他看来，阶级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或

者说无意识现象，一切阶级意识因其表达了某种集体性的统一而具有乌托邦性质。 

05.0193  符号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1972 年)中阐发的

一种特殊的社会批判理论, 显现了其与马克思之间的密切关联，他同时借此术语批判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在学术思考上以“象征”“仿真”等概念为基点，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后

现代主义理论。 

05.0194  市场社会主义  market socialism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东欧和西方学者倡导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主张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区分开、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

制的同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英国工党及其理论家则主张无须强调公有制的

市场社会主义。 

05.0195  劳工战略  workforce strategy 

  法国左翼思想家、《新观察家》周刊的创始人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在“新工人阶级

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即反对劳工运动的传统领导形式，

提倡以“新工人阶级”为变革的主要力量，以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为变革的主要基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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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自治为目标，以合法斗争和逐步变革的方式推进结构改革。主张"自下而上"地建立群

众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匮乏和对

工人群众的经济剥削，而是工人创造力在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的异化。 

 

05.03  国外社会主义运动 

 

05.03.01  主要事件 

 

05.0196  日本赤旗事件  Red Flag Incident in Japan 

  又称“红旗事件”。1908 年 6 月 22 日日本东京的社会主义者举行欢迎出狱同志大会，会

后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上街头，遭警察镇压，大杉荣等十五人被捕并判处死刑。 

05.0197  日本大逆事件  Regicide Incident in Japan 

  又称“幸德事件”。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赤旗

事件”(1908)后登台的桂太郎内阁加紧镇压社会主义运动。1910 年 5 月，政府发现长野县

明科木材厂职工宫下太吉制造炸弹，怀疑有暗杀明治天皇的计划，遂逮捕幸德秋水等许多

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对 26 人以“大逆罪”进行起诉。除宫下等 4 人承认有暗

杀计划外，别无证据。但大审院特别法庭进行秘密审判，于 1911 年 1 月 18 日判处 24 人

死刑、2 人有期徒刑。第二天，以天皇慈悲为名，死刑者半数转为无期徒刑。24 日幸德秋

水、宫下太吉等 11 人被处死，25 日又处死菅野须贺子。由于这次事件，社会主义运动遭

到镇压，一时处于低潮。 

05.0198  巴塞尔宣言  Declaration of Basel 

  1912 年 11 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

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危险，指明了帝国主

义战争的掠夺性质，确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社会党防止战争、保卫和平方面的具体任

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者便公开背叛宣言。 

05.0199  日本“米骚动”事件  "Rice Disturbance" Incident in Japan 

  1918 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暴动。这次革命暴动最初是从渔村妇女抢

米开端，各地一般也以抢米形式爆发，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习惯地称为“米骚动”。“米骚动”

从抢米而发展到与地主、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与反动军警进行搏斗，而且在群众中

公开提出“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因此运动本身乃是革命性的政治斗争。 

05.0200  朝鲜三一运动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Korea 

  1910 年日本公布《日韩合并条约》的影响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朝鲜人民不甘忍受殖民

主义者的压迫,掀起反日斗争的新高潮。1919 年 1 月 22 日,日本殖民者毒死前朝鲜国王李

熙,成为反日民族起义的导火线。3 月 1 日汉城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阶层 30 多万人

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集会,宣读《独立宣言》,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日本殖民者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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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和平游行自发转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同军警展开搏斗，袭击警察署和宪兵队。使日本

殖民统治一时陷于瘫痪状态。并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参加的人民群众达 200 多万人。由于

日本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及掌握运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妥协投降,致使起义遭到

失败。朝鲜三一运动给日本殖民统治沉重打击,标志着从此朝鲜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以工人

阶级为领导的新时期。 

05.0201  泛斯拉夫主义  Pan-Slavism 

  19 世纪 30—40 年代，以捷克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为发源地形成的一种反动政治思潮，后

来被沙皇俄国利用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反动政策。其基本思想是企图把所有斯拉夫民族的

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都置于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

建立一个“斯拉夫大帝国”。 

05.0202  德黑兰会议  Tehran Conference 

  194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伊

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盟军消灭德国武装力量的各项计划以及安排战后和

平与合作等问题。三方达成协议，建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便研究欧洲问题。一致同意：（1）

战败后的德国必须由盟军分区占领；（2）将德国东部一些地区并入波兰；（3）苏联在适当

时刻宣布对日作战。会议通过了关于在 1944 年 5 月在法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议。会

后发表了《德黑兰宣言》。 

05.0203  雅尔塔体系  Yalta system 

  对 1945 年二战结束至 1991 年苏联解体期间国际政治格局的称呼，得名于 1945 年初美、

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今属乌克兰）举行的雅尔塔

会议。其特点是：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夺霸权的冷战和

间或进行的局部地区热战（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1991 年苏联解体，

标志着雅尔塔体系最终瓦解。 

05.0204  苏南冲突  conflict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导致关系破裂的争执与冲突。1948 年 3 月中旬，苏

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导致苏南两党和两国关系破裂。以苏

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经济制裁。1948 年 6 月，经苏联提议，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宣布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 

05.0205  威尔逊主义  wilsonianism 

  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具

体体现在 1918 年 1 月 8 日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中，主要强调下列目标的

实现：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

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 

05.0206  白劳德事件  Browder incident 

  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在“二战”结束之际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解散美共并代之以民主运

动性质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取消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纲领，造成群众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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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会员和党员人数减少，并进而影响到拉美国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后果。 

05.0207  朝鲜战争  Korean war 

  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和独立的战争。1950 年 6 月 25 日，南朝鲜军越过

“三八线”，向北部发起进攻，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盗用“联合国军”旗号正式参战。10

月下旬美军逼进鸭绿江，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25 日，中国派出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

抗击美国侵略军，至 1951 年 5 月共歼敌 23 万余人。7 月 10 日，双方开始在板门店举行

谈判。1953 年 7 月 27 日，迫使美国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05.0208  华沙条约组织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简称“华约”。为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而成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

同盟。1955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加入北约后，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

家（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于 1955 年 5 月 14 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了《华沙

条约》。1990 年 10 月 3 日，东西德合并。1991 年 7 月 1 日，华约缔约国在布拉格宣布华

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05.0209  莫斯科宣言  Moscow declaration 

  1957 年 11 月 12-14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

通过，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其主要内容包括：指出国际政治形

势已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出现了社会主义向上而帝国主义渐衰趋势；帝国主义是

侵略战争的土壤；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争取和平是各国党的首要任务；必

须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之间的团结；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应建立在完

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宣言》还

概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若干共同原则，要求各党根据历史条件

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05.0210  莫斯科声明  Moscow statement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 81 个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通过，标题为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声明肯定《莫斯科宣言》，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的威力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制止帝国主义的

战争威胁，需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声明重申各党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等、互

相支持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声明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并公开点名

批判南共联盟为“现代修正主义”。此次会议是在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的背景下召开的。会

上，中苏两党相互作出让步和妥协，通过了声明。今后各党对声明内容作出了不同解释。 

05.0211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制度  Yugoslavian system of socialist autonomy 

  南斯拉夫从 1950 年起在工人自治基础上逐步确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制度。

工人委员会代表社会对企业进行管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实行工人

自治。从 1953 年起，自治的范围又扩展到教育、科学、文化、保健和社会的各个领域，

实行社会自治。1964 年以后，进一步减弱联邦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扩大企业以及共和

国和自治省的自主权，实行经济的分散化管理，把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确定为南斯拉夫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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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然而，这个制度也加剧了自治社会多方面的矛盾，形成了各共和国利益不同的“民

族经济”。 

05.0212  柏林危机  Berlin crisis 

  柏林危机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于 1948 年，又称“柏林封锁（Berlin Blockade）”，是冷战

开始后占据东柏林的苏联与占据西柏林的美、英、法之间最早发生的危机。其导火线为

1948 年 6 月 24 日苏联阻塞通往西柏林的铁路和其他通道的事件，至 1949 年 5 月 11 日苏

联宣布解除封锁后，危机缓和。第二次发生于 1958 年，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美法

六个月内撤出在西柏林的驻军，危机后来以苏联作出让步结束。第三次发生于 1961 年，

苏联重新提出西柏林撤军要求，事件以苏联在东柏林筑起柏林墙告结束。 

05.0213  柏林墙  Berlin wall 

  柏林墙的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德文为 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是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或东德）在己方领土上建立的隔绝与西柏林往来的围墙，目的是阻止东德居民

逃往西柏林。柏林墙成为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东西方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柏林墙于

1961 年建造，1989 年拆除。 

05.0214  中苏论战  debate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而引起的公开

争论。中苏两党的这场争论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开始，至 1966

年 3 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前后历时十年之久，故称“十年论战”。这场中苏两

党的论战导致两党关系断绝，两国关系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论战期间，苏共发

表文章和文件上千篇，中共发表文章 30 余篇，包括“前七篇”“二十五条”“九评”等。 

05.0215  匈牙利事件  Hungarian Event 

  1956 年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4 日在匈牙利发生的以脱离苏联控制的群众和平游行开始、后

来被反动势力利用转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武装暴动的事件。1956 年 10 月 22 日，匈牙

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举行集会，提出“十六点要求”，并于次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

人民。23 日，布达佩斯的游行人数达到 10 余万，出现武装袭击国家广播大楼，残杀公安

人员和共产党人。11 月 4 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苏联应新政

府要求，出兵帮助稳定秩序，事件被平息。 

05.0216  波兹南事件  Poznan Riots 

  1965 年 6 月发生在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的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的大规模罢工游

行事件。波兰政府出动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队对示威活动进行镇压后，波兹南秩序得以恢复。

同年 10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

一书记，新改组的党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 

05.0217  五月风暴  May storm 

  1968 年 5 月，因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法国巴黎所爆发的社会运动。整个过程，由学生运动

开始，继而演变成社会危机，最后甚至导致政治危机,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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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18  布拉格之春  Prague Spring 

  1968 年 1 月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全面开展政治经济改革，西

方把这称为“布拉格之春”。4 月，捷共制定《行动纲领》，决定实行政治民主，党政分开；

经济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农业独立经营；对外奉行和平共处和

独立自主的政策。在西方的挑动下，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蠢蠢欲动，社会矛盾与党内斗争

加剧，最后以苏军为主的华约盟军干预而终。改革被迫中断。 

05.0219  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  theory of general crisis of capitalism 

  由斯大林提出的理论。他在 1928 年 12 月肯定共产国际六大的结论时首先使用了“资本主

义总危机”的概念。后来他进一步阐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开始的。”“这种总危机……既不是单一的政治危机，也不是单一的经济危机，而是

总危机，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方面都包括了。”之后，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长期以这一观点作为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 

05.0220  三和路线  Peaceful coexistence, peace contests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lines 

  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统称。是赫鲁晓夫时期苏

联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1956 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对外政

策主张：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

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一致性并谋求美国的认可；对亚非拉地

区加紧渗透扩张，促其通过和平过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使其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 

05.0221  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activate the communist society 

  赫鲁晓夫依据斯大林“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

提出的设想。1959 年 1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

义建设的时期”。1961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提出，苏联要在“20 年内基本上

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即 1961-1970 年，苏联要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超过美

国；1971-1980 年，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质

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 

05.0222  全民国家和全民党  whole people's country and the whole people's party 

  1961 年 10 月苏共在其二十二大纲领中提出的观点。苏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保证社

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保证社会过渡到全面展开的共产主

义建设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

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

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机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纲领提出：

“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性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

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在后来的公开信中声称，苏共已经

“成为全民政治组织”，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 

05.0223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theory of developed socialism 

  又称“成熟社会主义理论”。1967 年由勃列日涅夫首次提出。他认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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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全部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改

造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

充分显示，社会制度具有有机完整性、蓬勃的活力、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部团

结”。“各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大小民族之间产生新的、和谐的关系。苏联已形成新的

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 

05.0224  勃列日涅夫主义  Brezhnev doctrine 

  1968 年 9 月后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推出的一种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大家

庭论；大国责任论；国际分工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利益有关论。在勃日列涅夫

领导下，苏联不但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不惜动用军事手段

来干涉别国内政。1968 年苏联出兵干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1979 年，在阿富汗亲苏政权

倒台后，苏联又出兵阿富汗。 

05.0225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humanitarian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对苏联

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与改革。，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

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认为“改革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把

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并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

1988 年 6 月，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苏共的任务和目标是为了实现“人

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9 年 11 月 26 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

一文，声称要“革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从改革之初他主张的“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

社会主义”，转向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1990 年 7

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戈尔巴乔夫主持拟定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

领。 

05.0226  新思维  new thinking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先是在对外政策、后扩大到政治等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思想。戈尔巴乔夫

认为以往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都应纠正。基于这

一判断，提出要对国际形势进行“重新思考和全面分析”，并开始调整苏联外交政策,对西

方世界妥协退让。在政治领域主张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多党制，进行苏联“全盘西

化”，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05.0227  “天鹅绒”革命  "velvet" revolution 

  1989 年 11 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势力发起的一场非暴力的权力更迭。“七七宪章”等反

对组织建立了“公民论坛”，群众游行示威，追究镇压“布拉格之春”的责任，要求结束

共产党统治。11 月 24 日捷共领导层被迫全体辞职，政局失控。12 月 29 日，联邦议会选

举“公民论坛”领导人哈维尔担任总统。西方把这种没有经过流血冲突而实现的政权更迭

称为“天鹅绒”革命。 

05.0228  蒂米什瓦拉事件  Timisoara incident 

  又称“罗马尼亚十二月事件（Romanian December events）”。1989 年 12 月在罗马尼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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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致政权更迭的暴力事件。由于当时罗马尼亚集党政等大权于一身的齐奥塞斯库一再拒

绝改革，并软禁上述要求改革的 6 位领导人，罗马尼亚国内掀起反齐奥塞斯库风波。抗议

活动首先在蒂米什瓦拉市大爆发，很快扩散到全国。西方以所谓“人权问题”攻击罗马尼

亚政府，使局势更加混乱。最后反对派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并对其夫妇执

行了枪决，共产党在罗马尼亚 42 年的执政时期结束。在 1989 年的一系列事件中，罗马尼

亚是华沙条约国家中唯一武力对抗式的剧变国家。 

 

05.03.02  国外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05.0229  民主社会主义  democratic socialism 

  又称”社会民主主义”。西方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的总称。

以自由、公正、民主、团结作为其基本价值观，主张用社会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通

过合法、阶级合作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在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修正主义出现后确立起来的。 

05.0230  生态社会主义  eco-socialism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绿色生态运动中产生的一种左翼社会思潮，主张把生态原则和社

会主义结合起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从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文主义立场出发，

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进行理论阐释，试图为资本主义国家寻求一条既能消除生

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05.0231  后工业社会主义  post industrial socialism 

  20 世纪末兴起的一种思潮，以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之间的关系为理论主题，从时

代变换的宏观视角探讨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未来。主张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

社会发展的质的变化引入社会主义，力图从人类整体生活的需要出发，在新科技革命造成

的工业社会危机中诠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05.0232  密特朗的社会主义  Mitterrand's Socialism 

  又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French socialism）”。法国社会党领袖、前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 

François）提出的一种纲领性思想，集中体现在密特朗撰写的一系列政治著作和 1981—

1995 年执政期间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中。其目标是“自治管理”，核心是“结构改革”。主张

实行国有化，建立左翼联盟，通过民主道路和平地同资本主义决裂。 

05.0233  职能社会主义  functional socialism 

  战后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在瑞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主张通过对所有权的一部分职能实行社会化而另一部分职能仍保留非社会化的办法，逐步

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该理论是瑞典社民党理论家 G.A-卡尔松在继承和发展老一代瑞典

社民党人理论活动的基础上提出的。 

05.0234  基金社会主义  fund socialism 

  继职能社会主义后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又一种理论主张。强调在现存体制内，通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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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控制企业利润和股份，进而逐步控制资本所有权，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福利，实现

经济民主，最后进入社会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初自由党执政期间被取消。 

05.0235  欧洲共产主义  Eurocommunism 

  以意共、法共和西共为代表的西欧共产党根据本国社会历史条件，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时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路线。强调各党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制定适合本国

国情的路线政策。代表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20 世纪 80

年代末逐渐走向衰落。 

05.0236  主体思想  Juche idea 

  又称“金日成主义（Kim Il Sung Doctrine）”。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指

导思想，指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标的革命思想，强调人民

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和推动力。由金日成创立，金正日加以深化发展。 

05.0237  先军政治  sungun policy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路线，主张把军事当作第一国事，依靠人民军队的革

命气质与战斗力保卫祖国和革命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由金正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期全面确立。 

05.0238  胡志明思想  Ho Chi Minh thought 

  由越南共产党第一代领袖胡志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的具体条件并加以

发展的成果，主要内容是关于越南革命的基本问题的系统观点，核心内容是胡志明革命道

路的观点，主张把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相结合。越南共产党将胡志明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

义并列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05.0239  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socialist rule-of-law state of Vietnam 

  越南正在探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其核心思想是法律至高无上，党和政府要依法治国，

法治代替人治，目标是把越南建设成为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05.0240  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socialist-oriented market economy 

  2001 年越共九大上提出的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核心内容是把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

主义制度相结合，意在建立起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同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经济制

度。 

05.0241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越南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观点而对本国当前发展阶段

的定位。其含义是越南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还未进入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

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仅是朝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在发展，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05.0242  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  primary stage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老挝对本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定位。其含义是老挝未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

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目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以后还要经过若干阶段

和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经济落后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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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43  印度尼赫鲁的社会主义  India Nehru socialism 

  又称“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f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由印度民族独

立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创立的一种民族社会主义派别。主

张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的、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政治经济模式， 

05.0244  甘地的社会主义  Gandhi socialism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和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社会主义。与 19 世纪无政府主义

者蒲鲁东（Proudhon）、罗斯金（John Ruskin）、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思

想相近，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通过非暴力建立一个与西方近代文明社会不同的、

阶级之间平等合作、以托管制为基础的共同繁荣的社会。 

05.0245  布托社会主义  Bhutto socialism 

  又称“巴基斯坦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Pakistan）”。巴基斯坦人民党前主席阿里·布托

（Zulfikar Ali Bhutto）执政期间（1972-1977 年）奉行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其思想基础

是伊斯兰教。该模式强调平等，主张消灭封建制度和地主所有制，把发展工业所需的一切

基本生产手段收归国有，同时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但以不损害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主要

目标为原则。 

05.0246  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社会主义  Indonesia Sukarno socialism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提出的一种社

会主义模式。其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把印度尼西亚建成一个“公平与繁荣的社会”，后

被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 

05.0247  红色高棉  Khmer Rouge 

  柬埔寨共产党的代名词，1950 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正式成立于 1960 年 9

月 30 日，称高棉劳动党，1971 年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81 年宣布解散，但依然作为一

个政治派别存在，1998 年投降政府停止活动。 

05.0248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  Syria and Iraq's baath socialism 

  叙利亚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是阿拉伯地方传统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相结

合形成的一种思想流派。在塑造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区政治、区域经济、民族文化格局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5.0249  以色列的基布兹社会主义  kibbutz socialism in Israel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农业公社或集体农庄，是以色列工党和统一工人党的依

托，被誉为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小岛”或“共产主义村社”。第一个基布兹建于 1910 年初，

1947 年建国前夕增至 145 个，20 世纪末达 300 多个，但同时各基布兹也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私有化现象。 

05.0250  拉美社会主义  Latin American socialism 

  19 世纪中叶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拉美广泛传播，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督

教社会主义、托派社会主义及民族社会主义等流派林立。“二战”后，主要实践包括古巴

社会主义、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秘鲁马里亚特吉社会主义、智利阿连德社会主义、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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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社会主义、格林纳达社会主义和 21 世纪社会主义等。除古巴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外，以民族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为主导的拉美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具

有明显的改良色彩。 

05.0251  古巴社会主义  Cuban socialism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由古巴共产党领导古巴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拉美唯一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权。1961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宣布古巴为社会

主义国家。其后，古巴历经探索（1961-1970 年）、调整（1976-1989 年）、纠偏（1986-1989

年）、和平时期特殊阶段（1989—2010 年）和模式更新（2011—）时期。面对封锁和敌视，

古巴坚持独立自主、社会公正，在改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好于拉美资本

主义国家的成就。 

05.0252  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  cooperative socialism in Guyana 

  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及其领袖福布斯·伯纳姆（Forbes Burnham，1923—1985 年）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合作社和平建设社会主义，

避免资本主义异化。在伯纳姆任职的 20 年间，为实现合作社会主义，对政治、经济、社

会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终因 80 年代前期经济形势恶化及伯纳姆逝世而止步。 

05.0253  阿连德社会主义  Allende socialism 

  1970—1973 年，由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领导的智利人民团

结阵线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主张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民主、自由

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法制框架内实行多党制、意识形态及经济成分多元化。主要执政

措施包括推行铜矿国有化、土地改革、改善社会福利、开展独立自主外交等。1973 年 9 月，

被军人政变推翻。 

05.0254  劳工社会主义  labor party socialism in Brazil 

  巴西劳工党的指导思想。成立于 1980 年的巴西劳工党是巴西最大的左翼政党，2002 年至

今为巴西主要执政党。2007 年，劳工党“三大”通过了“劳工社会主义”的 20 点决议，

主张创建一个符合巴西国情、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可持续的社会主

义模式。该党认为，现阶段巴西仍为资本主义国家，应提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重建社会主义的选择。 

05.0255  拉美 21 世纪社会主义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in Latin America 

  泛指 21 世纪以来拉美一批左翼政治家及学者倡导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基本主张包括

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政治民主参与、国家经济干预、社会正义、可持续发展、

独立自主外交和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等。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是实践 21 世纪社

会主义的主要国家。 

05.0256  社群社会主义  Community socialism 

  2006 年以来，由玻利维亚莫拉莱斯（Evo Morales）总统推行的、以玻利维亚农村社群为

社会基础的平等、互惠、团结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群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以人为

本，保护印第安人、边缘及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建立以尊重、认同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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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式民主和共识民主，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在实践领域推行新宪法、能源国有

化、新土地改革法等。 

05.0257  非洲社会主义  African socialism 

  “二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狭义指以非洲传统村社制及其价值标准为基础的村

社社会主义。广义指非洲独立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不仅包括种类繁多的非洲

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而且包括非洲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 

05.0258  阿拉伯社会主义  Arabic socialism 

  阿拉伯地区社会主义的总称。20 世纪 40 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兴起的、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

民族主义为基础，是阿拉伯民族探索民族解放、独立和发展的有益尝试。20 世纪 60 年代

中期至 70 年代前期影响达到顶峰，70 年代中后期开始衰落。其灵魂是伊斯兰教，目标是

复兴阿拉伯文明，建立平等的理想社会。 

05.0259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  African scientific socialism 

  非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宣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称的“科

学社会主义”。该模式认为马克思主义普遍适用于非洲地区，提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为最终目标，并在执政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激进措施。典型代表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莫桑

比克、津巴布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奉行的社会主义。 

05.0260  非洲工会统一组织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trade union unity 

  非洲大陆唯一的包含所有非洲国家工会的区域性工会组织，成立于 1973 年，总部设在加

纳首都阿克拉，在非洲大陆和国际工运中有其特殊地位和作用。近年在非洲地区的地位受

到了国际自由工联非洲区域组织的挑战，多数非洲工会组织同时是非洲工会统一组织和国

际自由工联的成员。 

05.0261  泛非工人大会  pan African workers congress 

  世界劳工联合会于 1959 年在非洲建立的地区性工会组织，旨在扩大世界劳联在非洲工人

运动中的影响。为维护非洲工会运动的团结，在非洲工会统一组织成立后，于 1974 年自

行宣布解散。 

05.0262  自管社会主义  self-management socialism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执政时期（1963-1965 年）倡导并推行的

一种既具有阿拉伯社会主义一般特征，又具有阿尔及利亚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建立平等、

无剥削、无特权阶层的社会为奋斗目标，主张把工人自管作为建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重要

手段。 

05.0263  纳赛尔社会主义  Nasser's socialim 

  1955 年由埃及前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在阿弗拉克理论基础上提出，并于 1961

年开始在埃及全面实施的一种阿拉伯社会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主

义，主张阶级合作，信守私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原则，目标是建立一个富裕、平等、公正与

合作的社会。纳赛尔逝世后该流派逐步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05.0264  福科诺洛纳社会主义  Fu kenuo lona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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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独立后奉行的一种社会主义流派，该流派主张以马达

加斯加传统村社——福科诺洛纳为基础，强调把民主和平等当作其“基本目标”，主张经

济上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公平分配财富和劳动所得，政治上实行民主集中制。 

05.0265  恩克鲁玛社会主义  Nkrumah socialism 

  加纳前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倡导的一种社会主义模

式，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和宣传“良知主义”，使加纳从部族体系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

一种与非洲社会的传统、历史、社会环境和村社基础相适应的、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 

05.0266  卡扎菲社会主义  al-Gaddafi's socialism 

  又称“世界第三理论（Third World Theory）”。利比亚前任最高领导人卡扎菲(Muammar 

Muhammad Abu Minyar al-Gaddafi)提出并推行的施政纲领，属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一派，

以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的统一为目标，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伊斯兰教，认为宗教和民族主

义是世界发展的两股基本动力，主张建立一种旨在实现阿拉伯统一的、自足与公正的社会。

以提出“世界第三理论”而著称。 Muammar al-Gaddafi 

05.0267  解放阵线的社会主义  liberation front socialism 

  南部非洲莫桑比克公开奉行并在战火中实行的社会主义，属于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流

派，目标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一个经济相对发达、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国家，被

认为是“非洲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内外政策上进

行重大调整，苏东剧变后改奉民主社会主义。 

05.0268  村社社会主义  village socialism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广泛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强调社会主义是非洲国家的遗产，主张通

过和平变革方式从祖传的村社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把摆脱贫穷、落后、实现人与人之间平

等关系的愿望寄托在发扬村社精神的基础上。坦桑尼亚、赞比亚等许多非洲国家都实施过

村社社会主义。 

05.0269  乌贾马社会主义  Ujama socialism 

  又称“尼雷尔社会主义（Nyerere socialism）”。20 世纪 60 年代由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

（Julius Kambarage Nyerere）提出并推行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也是坦桑尼亚人民独立后选择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主张以非洲传统的村社为基础，建立

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采取了推行国有化、建立乌贾马村社等举措。 

05.0270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ism 

  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实现增殖和扩张的一种新的形式和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是超

越国家主权的。它是在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

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国际化运动中，实现其价值增

值和垄断利润的。其核心和趋向是资本的国际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05.0271  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 

  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系西方激进学者用于分析西方大国文化全球性扩张的基本范式。

泛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民教育，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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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重塑他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目的是要以单

一的西方文化取代多样性的世界文化。 

05.0272  库珀的新帝国主义论  neo-imperialism theory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理论，起始于英国布莱尔政府

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发表的《什么是新自由帝国主义》，主张

按美英式“自由民主”体制来重塑世界秩序。被右翼学者用作实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

统治的理论武器，也因此受到左翼学者的广泛批判。 

05.0273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 

  由十多个国家的毛主义政党组成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主义组织，成立于

1984 年。成员包括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美国革命共产

党、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以及菲律宾共产党等。目前该组织最有影响的成员是尼联共

（毛）和印共（毛）。 

05.0274  托派  Trotskyite 

  全称“托洛茨基派”。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为旗帜，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思潮

和运动。包含三个独特成分：不断革命、政治革命、过渡纲领。对欧洲政治思想界产生了

很大影响。 

05.0275  新左派  New Left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许多小的集团和流派，批

判资本主义制度，积极寻求改变现状的道路，被称为区别于老左派（社会民主党、共产党）

的新左派。由身份不同的人组成，强调民权、直接民主和激进主义。组织代表有美国的争

取民主大学生运动、非暴力平等委员会、黑豹党等，理论代表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

伦敦学派左派历史学家。因缺乏明确社会改革纲领和思想理论指导，20 世纪 70 年代走向

衰落。 

05.0276  新社会运动  new social movement 

  20 世纪 60 年代末西方国家伴随学生运动兴起的群众抗议运动的总称，包括生态运动、反

战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等。以权利要求为主要内容，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终极目标，更多地

表达社会的普遍关注，涵盖平等权、自由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等各方面。 

05.0277  欧洲左翼  European left-wing 

  为维护欧洲独立，促进欧洲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西欧一些信奉欧洲共产主义的共产党

人积极推行的，联合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建立的欧洲左派政治联盟战略。该战略思

想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于 1959 年首次提出，20 世纪 80 年代

由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积极推进。其主要内容是以多极代替两极。 

05.0278  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  world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由美国左派人士发起、“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办、全球任何左翼团体都可参加的会议，

是左翼学者最大规模的年度集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4 年，每年春天都在美国纽约

召开，是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讨论当前热点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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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场所。2004 年大会的组织机构分裂。 

05.0279  全球左翼论坛  global left forum 

  2004 年由“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分化而来，是其中稍微偏左的一支，组委会成员仍来

自原“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论坛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分子与

会，围绕当代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交流观点。 

05.0280  国际马克思大会  international Marx convention 

  1995 年由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发起，联合世界各地上百家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刊物和研究机构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大会以现实性、探索性、国际性、多元性和多学科性

为宗旨，强调打破党派和学科界限，从学术上探究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大会每三年召开一

次，主题紧跟世界现实的发展，并根据各杂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2010 年举行第六届，

也是最后一届。 

05.0281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交流的年度会议。1998 年在希腊共产党倡议下召开第一次

会议，作为加强国际联系的纽带，后每年 11 月至 12 月都举行。2009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

人党决定创办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国际共产主义评论》杂志，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

国际会议网站。 

05.0282  世界社会论坛  world social forum 

  巴西劳工党倡导，全世界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大型年度论坛，创

建于 2001 年。参与者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反不公正全球化力量。论坛为各国政府、全球市

场和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解决各类问题提供对话空间。论坛议题广泛，与会者不管持何立场

观点，来自哪个国家和阶层，都可自由讨论与当今全球化相关的任何问题。 

05.0283  欧洲左翼党  European left party 

  2004 年成立的一个跨国党，是欧洲左翼政党的上层组织，旨在成为影响欧洲政策的政治

力量。主张与工会和社会运动联合起来摆脱新自由主义，实现社会变革。公开表明其成员

不仅限于欧洲层面，而且体现泛欧洲原则。目前拥有来自 17 个国家的包括成员党和观察

员身份在内的 30 个政党。 

05.0284  新反资本主义党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成立于 2009 年 2 月，由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联合其他左翼势力组建，意在团结

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建立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政党组织，在法国街头斗争和议会

选举中发挥更大作用。该党坚持“左翼中的左翼”形象，对中左翼政党既独立又联盟、既

批判又团结。 

 

05.03.03  国外共产党（部分） 

 

05.0285  越南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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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执政党，也是越南现有唯一的政党。1930 年 2 月在香港成立，初

名越南共产党。1930 年 10 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 年改称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出

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 年改称越南共产党。党章规定，越南共产党是越南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越南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

和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党的

宗旨是把越南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社会公平文明的国家，消灭剥削，成功实现社

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越共现有党员 360 多万，5.4 万个基层组织。党的机关报是

《人民报》，机关刊物是《共产主义》杂志。 

05.0286  朝鲜劳动党  Workers’ Party of Korea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成立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社会

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彻底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党中央机关报为《劳动新闻》，党

刊为《勤劳者》。2011 年底至今,现任最高领导人为金正恩。 

05.0287  老挝人民革命党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也是老挝唯一的政党。成立于 1955 年，原名为老挝人民

党，1972 年改为现名。党的宗旨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新事业，继续建设和发展人民民

主制度，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党中央机关报为《人民之声报》，党

刊为《新曙光》。 

05.0288  尼泊尔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1949 年 9 月 15 日在加德满都成立。提出还政于民的口号，致力于发动群众进行反对拉纳

家族专制统治的斗争。1959 年在尼泊尔第一次大选中获 109 个议席中的 14 席，在反对党

中居第 4 位。1960 年马亨德拉国王亲政后实行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宣布一切政党为非法，

该党转入地下。60 年代国际共运分歧公开化后，尼共不断分裂为 10 多个派别，各派自立

门户。80 年代以来，尼共各派调整斗争策略，决定采取和平斗争方式扩大影响，1986 年

参加了评议会的选举。近年来，尼共各派开始酝酿联合。1990 年 1 月尼共 7 派召开代表

会议，成立尼共左翼阵线，并同大会党一道，领导了 1991 年春的民主运动，迫使国王取

消了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尼共左翼阵线参加了大会党领导的临时政府。1991 年 1 月尼共

（马）和尼共（马列）联合成尼共（联合马列），并在 1991 年 5 月大选中获得 205 席中的

69 席，成为尼泊尔第二大党。此外尼共其他各派获 10 席。尼共宣称代表无产阶级，保护

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及所有劳动阶层和爱国民主力量

的利益。党的目标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党的最低目标

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不结盟为基础，强调民族主义。下属群众组织有：全尼农民组织、全尼青年组织、全尼妇

女组织、全尼民族独立学生会和全尼工会组织约 160 万成员。 

05.0289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Maoist） 

  简称“尼共（毛）”。成立于 1995 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为指导思想，1996 年初

发动十年人民战争，走上武装夺权道路。2006 年停止武装斗争，加入临时议会。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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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大选，跻身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大党，党主席普拉昌达（Prachanda）当选尼泊尔制宪

会议第一任总理。2009 年改组成尼联共（毛）。2012 年 6 月该党分裂，革命派领袖基兰带

领 1/3 党员宣布重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2018 年 5 月 17 日，尼共（联合马列）与尼

共（毛）宣布正式合并，成立尼泊尔共产党。 

05.0290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of Working People 

  前身是 1926 年成立的塞浦路斯共产党，1941 年改为现名。劳进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

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支持建立一个独立、非军事化的塞浦路斯。1996 年该党成为塞浦

路斯第二大党，2001 年为塞浦路斯第一大党，2008 年总书记赫里斯托菲亚斯（Demetris 

Christofias）当选塞浦路斯总统。在 2013 年总统选举中，劳进党失利，丧失执政地位。 

05.0291  日本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成立于 1922 年 7 月 15 日，是现存日本政党政治中唯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一定的社

会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战后，获得合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一直在“日本式社会主义”的道

路上不断探索。冷战后，日本共产党选择了“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道路，理论路

线不断调整。该党的中央机关报《赤旗报》自 1928 年出版至今。 

05.0292  菲律宾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成立于 1930 年 11 月 7 日，克里桑托·伊凡赫利斯塔（Crisanto Ivan Helista）为首任总书

记。1931 年召开首次党代会，两年后被美国当局取缔，之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1938 年

获得合法地位，与菲律宾社会党合并。日据时期曾进行游击战，1948 年遭菲当局围剿。

1968 年该党马列派成立新菲共，以毛泽东主义为指导，并于 1969 年成立新人民军。自成

立至今，新人民军与政府军时战时和。 

05.0293  印度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1920 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33 年 12 月建立全国性政党。1934 年被宣布为非法，1942

年获得合法地位。战后积极参加议会选举。1946 年 7 月在安得拉邦特仑甘纳地区开始进

行持续 5 年的农民武装斗争。1951 年 10 月全国代表会议决定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1964

年公开分裂，以南布迪里巴德（Namboodiripad）、孙达拉雅（Sundarayya）为首的一派另

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党主席丹吉（Dange）为首的一派仍沿用“印度共产党”

名称。 

05.0294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印度共产党 1964 年分裂的产物。印共（马）现有党员 104 万，是印度最大的左翼政党，

也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该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曾在印度的喀拉拉邦和西

孟加拉邦执政 20 多年。 

05.0295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前身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于 1914 年，1924 年改为现名。1926 年领导印尼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反荷兰殖民主义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51 年转入公开活动并组成以

迪帕·努桑塔拉·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为首的新的党中央。60 年代势力迅速壮大，

1962 年党员达 220 多万。1965 年“九三○”事件期间，印尼军事当局趁机大肆迫害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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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几十万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1966 年 3 月 12 日总统苏哈托（Suharto）宣布

解散印尼共产党。该党元气大伤,转入地下。同年 9 月政治局发表了《自我批评》,提出建

设马列主义党,进行人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新路线。该党曾有党员 200 万人,此

后在印尼影响日益减小。党报有《人民日报》、党刊《红星》和《人民之声》等。 

05.0296  拉脱维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Latvian 

  1893 年在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产生第一批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1898 年)后,出现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1904 年 6 月 20—22 日拉脱维亚社会民

主党组织在里加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906 年 7 月拉脱维亚

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改称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

工党。1914 年 8 月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第十次代表会议,决定在组织上同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布)统一。1917 年 7 月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在里加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

改名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919 年 1 月在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3 月党的第六次代

表大会决定改名为拉脱维亚共产党。 1920 年拉脱维亚苏维埃政权被推翻,建立资产阶级

政权。1920 年拉脱维亚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1940 年 8 月拉脱维亚加入苏联。同年 10 月

8 日根据苏联共产党(布)中央的决议,拉脱维亚共产党成为苏联共产党(布)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0 年 4 月召开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阿·卢比克斯当选第一书记。会上发生分裂。250 名

主张独立的代表退出大会,单独召开会议,选举伊·克兹别尔斯为拉脱维亚共产党(独立派)

的主席。1991 年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后,拉脱维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05.0297  苏联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自 1922—1990 年间在苏联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截止 1989 年初，苏共有党员 1948.8 万。

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90 年苏联实行多党制，苏共不再是唯一合法政党。1991 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

夫于 8 月 24 日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

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并发布命令停止苏共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

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

8 月 2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 

05.0298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最初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于 1990 年 6 月成立。1991 年“8·19”

事件后遭禁，经法庭斗争，于 1992 年 11 月 30 日取得合法权利。1993 年 2 月 13-14 日在

第二次非常（联合重建）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共是苏联共产党的后继

者，主张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捍卫雇佣劳动者权利和民族国家利益，以在

俄罗斯建成更新的社会主义，即 21 世纪社会主义为战略目标。现为国家杜马第二大党。

党的领导人是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Gennady Andreevich Zyuganov）。 

05.0299  白俄罗斯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Belarus 

  成立于 1918 年 12 月 30 日，1991 年 8 月被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禁止活动，199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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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恢复活动，为苏共成员白俄罗斯共产党的继承者，是白俄罗斯主要政党之一，拥护

现任总统卢卡申科。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白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利益。主要目

标是人民政权、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 

05.0300  乌克兰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 

  1993 年 6 月成立。该党宣称是 1918 年 4 月建立的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继承党。

1991 年 8 月 30 日因苏联解体遭禁。后经斗争，禁止乌克兰共产党活动的命令于 2001 年

12 月由乌克兰宪法法院取消。该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该党是乌克兰当

局的反对派党，强硬的反寡头政治力量，重建社会主义制度,恢复统一的社会主义联盟国

家。该党主张议会斗争道路，参与议会即最高拉达的历届选举。党的领导人是彼得·尼古

拉耶维奇·西蒙年科（Peter Nikolaevich Simonenko）。 

05.0301  哈萨克斯坦共产党  Communist People's Party of Kazakhstan 

  1991 年 12 月成立。该党认为自己是原苏联时期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继

承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将哈萨克斯坦建设为一个公平

正义、自由的共和国；主张建立共产主义制度。2011 年拥有共产党员五万多人，党的领导

人是加济兹·卡马舍维奇·阿尔达姆扎罗夫（Gaziz Kamashevich Aldamzarov）。 

05.0302  格鲁吉亚统一共产党  United Communist Party of Georgia 

  1994 年 9 月成立。该党认为自己是苏联时期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共产党

的继承党。该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复兴社会主义制度和恢复原苏联地区统一的社

会主义联盟国家。苏联解体之后，该党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和迫害，尤其是在萨卡什维利

担任格鲁吉亚总统期间，一直处于不合法状态，很多党的领导人被捕入狱。自 2012 年 10

月萨卡什维利下台以来，该党的生存际遇发生了改变，开始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推举

候选人参加格鲁吉亚总统选举活动。党的领导人是皮皮亚·捷穆尔（Pipia Timur）。 

05.0303  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  Party of Communists of Kyrgyzstan 

  1992 年 6 月 22 日成立。该党自称是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

继承党，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该党致力于恢复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创造性地

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即通过人民自治的方式实

现人权和公民责任、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权力和社会公正等价值观优

先的原则。2010 年前是较有影响的议会政党。2010 年 5 月 14 日，党的领导人马萨利耶夫

被指控参与 5 月 13-14 日吉尔吉斯坦南部骚乱并被逮捕，导致党失去了议会参选时机，现

为在野党。2011 年约有党员 1 万多人。党领导人是伊斯哈克·阿布萨马托维奇·马萨利

耶夫（Ishak Abu Samatovich Masaliyev）。 

05.0304  亚美尼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Armenia 

  1920 年成立。该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亚美尼亚独立后党依然存续下来并成

为亚美尼亚国民会议成员。致力于通过合法手段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建立劳动人民政权

并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在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立多种经济形式。2011 年，拥有党

员约 1.5 万人。党的领导人是鲁边·托夫马相（Ruben Tofm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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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05  塔吉克斯坦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Tajikistan 

  成立于 1924 年。1991 年“8·19 事件”后停止活动，1991 年 9 月 21 日更名为社会党，

1992 年 1 月 19 日恢复原名。该党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致力于在塔吉克斯坦恢

复社会主义共和国。其追求的发展目标为：促进社会进步力量联合，以使国家摆脱政治、

经济和精神危机，主张进行旨在巩固国有和公有制形式的所有制改革，建立面向社会的市

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的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该党在塔吉克斯坦议会中占有

全部 61 个议席中的 2 个议席。2011 年拥有党员几万人。党的领导人是绍基·沙布多洛夫。 

05.0306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  Party of Communist of Moldova 

  1993 年 10 月 22 日成立。该党宣称是苏联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

继承党。该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葛兰西等理论家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致力于恢复摩尔多瓦的经济、巩固国家主权，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在摩尔

多瓦建立社会公正和公民团结的社会。该党是原苏联地区唯一的通过议会选举重新上台执

政（两届八年）的共产党。现为摩尔多瓦议会的反对派政党，掌控着议会 101 个议席中的

39 个议席。党的领导人是弗拉迪米尔·沃罗宁 （Vladimir Voronin）。截止 2018 年，拥有

党员人数约 1.1 万人。 

05.0307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Komunisticka strana Ceskoslovenska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前身是 1874 年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该

党 1921 年加入共产国际，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共领导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并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执政到 1990 年解散。 

05.0308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 and Moravia 

  1990 年由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演变而来。该党在历次议会选举中都获得一定席位，并

进入欧洲议会。该党认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特

征是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社会公正、经济繁荣，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公民的生

活质量。反对捷加入北约，赞成加入欧盟。机关刊物为《新报》。2018 年约有党员 3.7 万

人。 

05.0309  斯洛伐克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Slovakia 

  1992 年建立，由斯洛伐克共产党—91 和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联盟合并而成。该党主张建立

法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反对斯加入北约，赞成加入欧盟。该党在议会占有席位。机关报为

《步伐》。2021 年的领导人是约瑟夫·赫尔德利奇卡（Jozef Hrdllcka）。 

05.031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League of Communists of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前身为 1919 年成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1952 年改称为“南

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铁托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和不结盟外交政策。1990

年南共联盟宣告解散。 

05.0311  南斯拉夫新共产党  New Communist Party of Yugoslavia 

  成立于 1990 年，为合法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不定期出版《新共产党人报》

和《共青盟之声》。建立时拥有 1.7 万名党员，党的总书记是布朗科·基塔诺维奇（Bro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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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novic）。 

05.0312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AlbanianParty of Labor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成立于 1941 年，当时称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 年

更名为劳动党。该党领导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90 年 12 月分裂为社会党和共产党

两个党。 

05.0313  保加利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Bulgaria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党，前身为 1891 年成立的保社会民主党。1919 年加入共产

国际。1938 年工人党与保共合并为保加利亚工人党。1948 年复名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

年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 

05.0314  波兰统一工人党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党，共产主义政党。1948 年该党由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

并而成。1990 年 1 月停止活动，解散后改组为波兰社会民主党。 

05.0315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1956 年至 1989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党。1918 年称匈牙利共产党，1948 年改名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 年重建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 年 10 月改建为匈牙利社

会党。 

05.0316  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  Hungarian Communist Workers' Party 

  1989 年 12 月匈牙利新成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由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部分

党员组成，该党当时仍沿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名称。1993 年起称匈牙利共产主义工

人党。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党的机关报是《自由报》。

党的主席为蒂尔迈尔·久洛（Gyula Thürmer）。 

05.0317  罗马尼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Romania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党。前身为 1893 年成立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1921 年

改名为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1948 年 2 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

年又恢复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名称，1989 年 12 月停止活动。 

05.0318  德国统一社会党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1946 年由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是前民主德国的执政党。1989

年 12 月，举行特别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提出党的目标是在民主德国建设一个新的、

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将党更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

后又改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2007 年，该党与“劳动与社会公平选举抉择党”合并，

成立德国左翼党。埃贡·克伦茨（Egon·Krenz）曾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05.0319  法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France 

  成立于 1920 年，二战后初期力量达至顶峰，最多时党员达到 80 多万，一度成为法国第一

大党。60 年代末明确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70 年代后倡导欧洲共产主义，

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等提法，主张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没有模式、中心和向导党。80

年代后，法共力量逐渐下降，先后提出了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新共产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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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主张。党的全国书记是皮埃尔·洛朗（Pierre Laurent）。 

05.0320  葡萄牙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Portugal 

  成立于 1921 年，1926 年被取缔，直到 1974 年“康乃馨革命”推翻萨拉查独裁统治后才

重新取得合法地位。葡共主张坚持和创新马列主义，强调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以“先进民

主”为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积极致力于开展反对国际、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以及

反帝反垄断斗争。苏东剧变后，葡共的组织力量及其在国内的政治影响相对稳定。党的领

导人是耶罗尼莫·德·索萨（Jerónimo de Sousa）。 

05.0321  西班牙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Spain 

  成立于 1920 年，原名为西班牙的共产党，1921 年与西班牙工人共产党合并后改为现称。

1939 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1977 年推翻佛朗哥政权后始获合法地位。西共是欧洲共产主

义的主要创始党之一。1986 年，西共与一些左翼小党建立“联合左翼”，目前主要通过“联

合左翼”开展活动。西共致力于探寻一条“在和平与民主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目前的理论旗帜是“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是何塞·森特利亚（Jose Luis Centella）。

截至 2018 年统计，党员人数不足 1 万人。 

05.0322  希腊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前身是 1918 年成立的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1924 年改为现名。1936 年后转入地下斗争，

1948年武装反抗资产阶级政府失败后，大批领导人和党员流亡原苏东国家。1968年和 1991

年希共曾发生两次重要分裂。90 年代后，希共坚持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奋斗目

标，提出建立反帝反垄断民主斗争阵线的战略任务，致力于加强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和交流，

是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主要发起者。目前，希共拥有党员 3 万人，党的领导人是迪

米特里斯·古楚巴斯（Dimitris Koutsoumpas）。 

05.0323  英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成立于 1920 年，40 年代初期党员数一度达到 5.5 万，1945 年大选中曾有两名党员进入下

议院。二战后逐步衰落，并发生了三次大分裂。1968 年 4 月，部分党员脱党成立英国共

产党（马列）。1977 年 6 月，部分党员成立新英国共产党。1988 年 4 月，部分党员组建了

英国共产党（“晨星报派”）。1991 年，英共 43 大将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左翼”，拥有 71 年

历史的英共解散。另一个是 1988 年成立、存在至今的英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直译为“不列颠共产党”），现任党的总书记是罗伯特·格里菲斯（Robert Griffiths）。 

05.0324  意大利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曾是 20 世纪西欧规模最大的共产党，40-50 年代党员人数最多时达到 220 多万。1921 年

1 月成立。1944 年 4 月参加联合政府，1947 年被排挤出政府，此后居于反对党地位。1956

年提出走议会道路和进行结构改革的战略，主张从内部逐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70 年代，

意共是欧洲共产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倡导者之一。80 年代，提出“民主替代”战略。1991

年 2 月更名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05.0325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Communist Refoundation Party of Italy 

  1991 年底成立，是意大利共产党共产主义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之一，以马克思的思想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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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主张革新十月革命以来的传统工人运动，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2008 年之后丧失议会议席。党的领导人是保罗·费

雷罗（Paolo Ferrero）。 

05.0326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  Party of Italian Communists 

  1998 年 10 月意共元老科苏塔从意重建共带领部分党员脱党建立。共产党人党以马克思的

思想以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取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以超越资本主

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为目标。2015 年底，党员人数仅为 1 万名左右。2016 年 6

月，成立了以原意大利共产党人党为主体组织力量的新意大利共产党。 

05.0327  芬兰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finland 

  1918 年 8 月 29 日由流亡苏联的芬兰社民党左翼领袖库西宁等在莫斯科创建。1944 年前

该党一直处于被禁状态，直到二战结束才获得合法地位。二战后，芬共领导建立的“人民

民主联盟”是议会第一大党，芬共通过该联盟参政时间累计达 15 年之久。1990 年，芬共

与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合并为“左翼联盟”，芬共解散。1997 年，原芬共部分党员重新登记

建立芬共，但影响有限。 

05.0328  美国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19 年 9 月 1 日成立。二战前，美共党员数曾一度达到 10 万。二战后，尤其是麦卡锡主

义盛行时，美共力量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转入“地下”，直到 60 年代后才得以公开活动。

美共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用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90 年代末明

确提出了“权利法案社会主义”主张，强调维护权利法案与争取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民主

对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05.0329  巴西共产党  Comunist party of Brazil 

  巴西执政联盟成员。1962 年从原“巴西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将 1922 年 3 月 25 日作

为建党日。1985 年获合法地位后，主张巩固左翼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联盟，宣传马列

主义，加强党建，坚持议会斗争。主要成员包括城乡劳动者、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主

席若泽·雷纳托·拉贝洛（José Renato Rabelo）。 

05.0330  玻利维亚共产党  Comunist party of Bolivia 

  成立于 1950 年。20 世纪 50-80 年代，历经分裂和重组，从非法转入合法后，积极参与左

派联盟的议会斗争。苏东剧变后，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致力于

“反帝反寡头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2006 年召开九大，选举伊格纳

西奥·皮萨罗（Ignacio Pizarro）为第一书记。拥护莫拉莱斯政府。 

05.0331  古巴共产党  Comunist party of Cuba 

  古巴唯一合法政党，前身为 1961年成立的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更名为古巴共产党。

古共是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先锋组织，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古共成立以来，

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曾长期担任第一书记，2011 年古共六大选举劳尔·卡斯

特罗（Raul Castro）为第一书记。2021 年 4 月 19 日，迪亚斯－卡内尔在古巴共产党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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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32  秘鲁共产党  Peruvian Communist Party 

  1928 年由马里亚特吉创建，原名秘鲁社会党，1930 年更名为秘鲁共产党。先后历经了 1930-

1960 年的群众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的组织分裂和 1968-90 年代的合法斗争和左翼联盟。

苏东剧变后，仍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2008 年召开十三大，主张反对帝国

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团结社会运动，积蓄力量以击败右派和新自由主义模式。 

05.0333  委内瑞拉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创建于 1931 年。成立后，历经分裂和重组。1969 年获合法地位后，积极参与议会斗争。

该党现阶段主张利用玻利瓦尔革命进程实现“民族解放革命”，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开

辟道路。2007 年召开十三大，决定不加入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但支持查韦斯政权。 

05.0334  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Movement Towards Socialism in Venezuela 

  1971 年 1 月 19 日成立，党员 47 万人。社会党国际成员。由脱离委内瑞拉共产党的一部

分中央委员组成，主张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委内瑞拉特色的民主、多元、主权、

人民自治的社会主义。2001 年，党内分裂为反对政府和支持政府两派。党主席塞孔多·梅

伦德斯（Segundo MELENDEZ），总书记费利佩·穆希卡（Felipe MUJICA） 

05.0335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United Socialist Party of Venezuela 

  2008 年 1 月成立。现有正式党员 800 多万人。2009 年 11 月至 2010 年 4 月，统社党召开

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确定《党章》、《原则宣言》和《基础纲领》三个文件。该党主张反

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奉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捍卫玻利瓦尔革命果实，

维护劳动阶级和人民利益，致力于建设公平、自由、人道的“21 世纪社会主义”。2022 年

3 月，统社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抵御、复兴、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时期”，

推行“1X10 好政府”联系群众机制（每名党员联系 10 名群众），马杜罗总统连任党主席。 

05.0336  智利共产党  Comunist Party of Chile 

  1912 年 6 月成立，原名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 年更为现名。1970-1973 年与社会党等联合

执政，1979 年提出“人民造反”路线，要求立即结束军政权。1983 年同社会党阿尔梅达

派等组成“人民民主运动”，1985 年被宪法法庭宣布为非法。1990 年 10 月恢复合法地位。

现为在野党，党员 4.7万人。2002年党的领导人是约瑟夫·赫尔德利奇卡（Joseph Heldlicka）。 

05.0337  南非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 

  成立于 1921 年，时称南非的共产党，1953 年改现名。几经重建和被镇压，1990 年重获合

法地位。长期致力于反种族主义统治、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并在 1994 年以来的历次南

非全国大选中，与非国大和工会大会结成“三方联盟”并连续参与执政。党刊《非洲共产

主义者》，党报《劳动》，布莱德· 恩齐曼德（Blade Nzimande）任总书记。 

05.0338  埃及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Egypt 

  1922 年由埃及社会党改名而来，曾经历分裂、合并、联合、解散。1975 年 7 月宣布重建

党。长期处于地下，2011 年穆巴拉克（Mubarak，Mohammed Hosni）统治被推翻后得以重

新公开活动。并与四个埃及左翼团体（革命社会党、人民民主联盟党、埃及社会党、工人

民主党）组成了“社会主义力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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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39  刚果劳动党  Labor Party of Congo 

  第一个公开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自称是以马列主义为

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先锋队，1969-1991 年执政，苏东剧变后放弃马列主义，主张实行政

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目前在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中有势力，对刚果（布）的政治局势有

一定的影响力。 

05.0340  留尼汪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 of Reunion 

  法属海外领地留尼汪岛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是该岛最大的政党，在法国国民议会拥有一个

席位。前身为法国共产党留尼汪支部，1959 年 5 月正式成立，是留尼汪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者。党报为《证言报》。 

05.0341  苏丹共产党  Sudanese Communist Party 

  苏丹的共产主义政党，成立于 1946 年，1971 年前与伊拉克共产党同为阿拉伯世界两大最

有影响的共产党，后因支持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尼迈里（Nimeiry）总统未遂受到重大挫折。

目前，在苏丹政治中扮演次要角色，赞成恢复民主制度，反对苏丹南部的独立倾向。 

05.0342  坦桑尼亚革命党  Tanzania Revolutionary Party 

  坦桑尼亚执政党，成立于 1977 年 2 月，1992 年前是坦桑尼亚唯一的合法政党和非洲主要

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一。宗旨是捍卫国家独立与人民自由，促进非洲独立和国家间的团结，

维护非洲地区和世界的进步与和平。近年来致力于与邻国友好相处，推行温和的社会改革

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