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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進修部主任  

摘 要 

東歐變天、蘇聯解體、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後，這個世界並未變得更美好、

更和諧，西方工業發達國家與亞、非、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的貧富差距愈益兩

極化，即或前者本身的貧富差距也愈益拉大，故而世界仍充滿動亂不安。 

在 1950-1980 年代，共產主義勢力曾掌控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與四分之一

的土地；在 1991 年之前，全球共黨組織之數目高達 180 個，1992 年之後，萎

縮剩下不到 100 個，且絕大多數之力量都微不足道，幾乎均改走議會路線，放

棄武裝革命手段，從而成為合法政黨。 

世人所關心者，馬克思主義有否可能東山再起？若能師馬克思之意，可說

是左派、中間偏左或中間派（如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棄馬克思之法，

即反對極左（如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時代曾推動或所實施的經濟政策）的意

識形態，世界或許會較美好與和諧些。 

 

關鍵詞：毛派游擊隊、左派革命軍、反美統一戰線、勞動力價值學說、剩餘價值學

說、資本積累資本積聚論與資本集中學說 

 

壹、前  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於 1848 年 2 月在倫敦共同發表了那篇震驚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

《共產黨宣言》，開場白言道：一個怪影在歐洲遊蕩著，什麼怪影？——共產主義是

也1。相當的聳人聽聞。最後結語則說：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是可鄙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10月），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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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我們公開向世人宣布，用暴力手段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俟無產階級（工

人）專政後，我們所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2。馬、恩則一對工人採激將法，二則給予

他們巨大的誘因與憧憬，故而自此之後，歐洲各地爆發了大大小小的工人起義或暴

動，但都被敉平。  

約 69 年之久，全球第一個共黨政權終於在俄國建立，其後俄共的領導者列寧創

辦了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按：馬克思為第一國際起草成立宣言和共同的章

程；恩格斯則指導成立了第二國際），用以推動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並帶動了各地

共產革命運動的高漲，建立了不少共黨政權。  

再過 74 年，蘇聯竟然解體，全球仍由共黨統治如中共……等少數幾個國家在此

前後都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致有謂：世界運行至此，意識形態之對立已經終結；

實情恐不盡然如此。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世界走向以功利掛帥後，懷念馬克思的

理想道德色彩或重拾其經濟理論探討研究以冀社會更具公平的人愈來愈多。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20 世紀即將結束之際，英國的路透通訊社對經濟學者們作

了項問卷 調查： 讓他們 圈選三位 心目中 過去幾 個世紀來 對經濟 發展最 具影響力的

人，結果依序是凱恩斯、亞當斯密與馬克思3。時至今日，何以有不少學者仍青睞馬

克思？誠如孫中山先生所言：「師馬克思之意。」4師者，師法，即效法也。在資本

主義經濟全球化之今日，工業先進國家一味地追求經濟成長，以營利為目的；共產

主義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強調犧牲奉獻；若能將兩者加以融合折衷，必有助世

界更和諧。事實上今日各國共產黨也幾乎都如孫中山先生所言「棄馬克思之法」（放

棄暴力革命、流血鬥爭來奪權的作法）5，改用和平手段，走議會途徑。  

                                                        
2  同註 1，頁 504。 
3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88年 12月 25日，第 6版。 
4  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8年 11月），頁 156。 
5  同註 4。孫中山先生的原語是「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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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最盛時期概況6 

在二次大戰前，全球只有一個共黨國家——蘇聯，但至 1950 年代初，歐、亞兩

洲的共產政權則達到了十三國，分別是：蘇聯、蒙古、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中共、北韓、北越等。  

1959 年 1 月，卡斯楚領導的武裝革命推翻了由美國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權，1961

年 4 月，由美國支持的古巴流亡軍向古巴豬灣進兵，擬推翻卡斯楚，結果遭到失敗，

卡斯楚向蘇聯尋求援助，並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1962 年，將三個革命組織合併成

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1965 年改名古巴共產黨，執政迄今。  

從 1950 至 1980 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如日中天，除前述的各共產政權外，

值得提及的犖者大者如下：  

一、北越共產黨於 1975 年 5 月占據南越，後宣布全國統一，將國名定為越南社

會主義共和國。  

二、寮國於 1975 年 12 月廢除君主專制制度，改國號為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

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由人民革命黨（寮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且為唯一合法

政黨。  

三、阿富汗在蘇聯扶持下，1979 年 8 月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起反抗，12

月，蘇軍入侵阿富汗，直至 1989 年 2 月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結束社會主義政權。 

四、智利於 1970 年舉行大選，社會黨領導人阿葉德同共產黨等組成左派人民陣

線贏得執政，厲行馬克思主義與國有化政策，1973 年時方被右翼軍人發動政變推翻。 

五、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陣線於 1979 年 7 月至 1990 年 4 月統治尼國，實施

了蘇聯列寧與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制度。  

在非洲，由 1970 至 1990 年間，安哥拉、莫三鼻克、剛果共和國、衣索匹亞、

布吉納法索等五個國家，均曾由信奉馬列主義的政黨統治過。  

1970 年代中期，當北越併吞南越統一全國之後，共產黨人掌控了全球三分之一

                                                        
6  全球共黨活動概況所參閱的資料包括： 

  2002-2003 年世界知識年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 12月）。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各國共產黨總覽（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1月）。 

 北京師大等五校共同編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下二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 11

月）。 

 葉宗奎等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年 7 月出版，1995 年 3

月第四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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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與四分之一的土地。  

參、今日亞洲共黨存在情況7 

一、仍在執政者  

中國（中華人國共和國）共產黨，現有黨員 6,694 萬多，為全球第一大政黨

（2002 年底止）。  

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勞動黨，現有黨員 400 多萬。  

越南（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現有黨員 250 萬人。  

寮國（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人民革命黨，現有黨員 7 萬 8 千多人。  

二、一些較為重要的共黨組織  

日本共產黨：是日本的第三大在野黨，在在野勢力中僅次於民主黨與社會民

主黨，早年是「歐洲共產主義」（主張走議會路線贏得執政後來實現理念）的成員。 

菲律賓共產黨：早年主張以暴力革命、流血鬥爭來奪取政權，從而被宣布為

非法組織。後來分裂，部分接受安撫，部分仍主張武裝鬥爭，建有「新人民軍」在

呂宋島中部活動，菲政府表示已敞開大門願與他們談判。  

尼泊爾共產黨：1991 年尼泊爾開放民主選舉，1994 年，尼共贏得執政，成立

共黨政府，但一年後即下臺。1998 年尼共分裂為馬列主義派（新的）與聯合馬列主

義派（原有的）。現聯合馬列主義派（又稱馬列主義統一共產黨）為議會最大反對黨。 

塔吉克共產黨：為塔國第二大政黨，僅次於執政的人民民主黨。  

印度共產黨：信奉馬列主義；1960 年代分裂出一支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

派），現這支成為其國內最大的左翼政黨。  

約旦共產黨：是該國二十個合法政黨中的一個。  

哈薩克共產黨：1991 年成立，1994 年登記，是「獨立國家國協」（蘇聯解體

後，除波羅的海三小國直接獨立並加入聯合國外，其餘的原十二個加盟共和國則組

成此一鬆散的聯邦）共產黨聯盟之成員，在國會上下兩院均有席次。  

吉爾吉斯共產主義者黨：1992 年登記，現為該國最大政黨。  

黎巴嫩共產黨：1970 年初與約旦、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共產黨組成了反對以

                                                        
7  亞洲各國共黨組織與活動情況所參閱的資料包括： 

  同註 6之部分。 

  世界共運百年風雲（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 10月 1版，1998年 3月第二次印刷）。 

  楊元恪、陳剛主編，1989 年以來東歐中亞政黨嬗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1月）。 

   2003 年世界年鑑（臺北：中央通訊社，民國 9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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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共產主義行動組織」，並取得黎國的合法地位。  

敘利亞共產黨：分為巴格達派與費薩爾派兩個組織。  

斯里蘭卡共產黨。  

以色列共產黨。  

三、共產黨的變化  

解散或停止活動者：柬埔寨共產黨（波布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派赤棉於 1981 年

9 月解散）、緬甸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自認為現階段搞武裝鬥爭奪權不具備客觀成

功條件）、馬來西亞共產黨、巴基斯坦共產黨、阿富汗祖國黨、巴勒斯坦人民黨……。 

質變後現仍執政者：蒙古人民革命黨（1990 年放棄馬列主義，1996 年大選敗

北，結束了長達七十五年的共黨統治，惟 2000 年再度奪回政權，它已轉型為類似歐

洲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的中間偏左政黨）。  

更改名稱、質變，現仍執政者：土庫曼民主黨（原名土庫曼共產黨）。  

四、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盛極一時的：印尼共產黨  

1965 年時黨員人數達 400 萬，自以為條件成熟，實則錯估了形勢，9 月 30 日發

動政變，但奪權失敗，史稱九三○事件，從此被宣布為非法組織，並遭全面取締。

1999 年，瓦希德總統欲撤銷對共黨之黨禁命令，遭國會（人民協商會議）反對而作

罷，絕大多數印尼人民均堅決反共。  

肆、今日歐洲共黨存在情況8 

一、東歐變天：指一黨專政的共產黨全數淪為在野黨，甚或解散  

解散者：波蘭共產黨（統一工人黨），1990 年 1 月解散。原波共領袖克瓦希

涅夫斯基組織成立波蘭社會民主黨，並任黨主席，1995 年克氏當選波蘭共和國第三

任總統，2000 年再度連任。  

仍維持原名：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匈牙利共產黨），在議會內無議席。（部

分人士脫黨組建了匈牙利社會黨）。  

                                                        
8  歐洲各國共黨組織與活動情況所參閱的資料包括： 

  同註 6、註 7之部分。 

  周新城等著，蘇聯東歐國家的演變及其歷史教訓（合肥：安徽出版社，2000年 9月）。 

  張蘊嶺主編，東歐劇變與世界格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2月 2版）。 

  張澤等主編，國際共運的起伏發展（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8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編，中國外交—2002 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 7月）。 

  王曉民主編，世界各國議會全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 1月）。 

  新世紀全球百科全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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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名稱且質變：  

東德共產黨（統一社會黨）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雖淪為在野黨，但在大

肆革新後，兩德統一竟成為今日東柏林最得民心的政黨。  

保加利亞共產黨，1990 年 4 月改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6 月大選獲勝，繼續

執政，1991 年 10 月淪為在野黨，1994 年又組閣並執政，1997 年再淪為在野黨，現

為保國第二大黨，僅次於民主力量聯盟。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勞動黨）：1991 年 6 月更名為社會黨，淪為在野後，1997

年贏得總統選舉，現任政府成立於 2002 年 2 月，是由社會黨等組織聯合政府。  

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分裂分子：  

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在議會中仍有一定席位。  

斯洛伐克民主左翼黨，為斯國之執政黨，係聯合執政。  

解體：南斯拉夫共產黨（共產主義者聯盟）於 1991 年南國一分為五（南斯拉

夫聯盟、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等五個共和國）

後更名為南斯拉夫社會黨，2000 年 9 月下旬大選，社會黨下臺，2002 年 3 月，南斯

拉夫更改國名為「塞爾維亞與蒙特尼哥羅」，南斯拉夫從此在地圖上消失，成為歷史

名詞，南斯拉夫社會黨亦自動更名為塞爾維亞社會黨。  

終止活動者：羅馬尼亞共產黨。羅共頭子希奧塞古夫婦於 1989 年 12 月被處

死後，由原羅共幹部為主成立了數個政黨如：社會民主黨（現為議會第一大黨）、大

羅馬尼亞黨（現為議會第二大黨）、社會主義勞動黨。  

二、蘇聯解體  

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於 1985 年 3 月上任後鑑於世界潮流所趨，乃推動改革的新思

維，實施民主化、多元化，從而在國際上贏得一致好感，1990 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但譽滿天下者，謗亦隨之，國內則不幸造成分裂，1991 年 8 月 19 日，以副總統為

首的傳統派發動政變，不到三天即被敉平，歸功於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的反擊。事後

戈氏除辭去蘇共總書記之職務外，並宣布解散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葉爾欽及部

分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則取締蘇共組織、終止蘇共活動……，此刻之蘇共，猶如過

街老鼠，12 月 25 日，蘇聯正式解體，蘇共亦壽終正寢，走入歷史。  

三、一些較為重要的共黨組織  

法國共產黨：1920 年 12 月為要求加入第三國際，從而自社會黨中分裂出來，

在國會中有若干席次。現法國是由多數派的社會黨聯合了共產黨、綠黨及一些獨立

左派，共組聯合內閣。  

義 大利 共產 黨與 義 大利 重 建共 產黨 ：義 共 曾為 西 方民 主國 家的 第 一大 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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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1991 年後更名為左翼民主黨。反對更改名稱者則退出另組重建共產黨（或稱共

產主義重建運動）。兩者在國會中均有議席，其中左翼民主黨是第二大政黨，僅次於

力量黨；重建共產黨則是第五大政黨。  

西班牙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共同創設過「歐洲共產主義」。

現為西國第三大政黨，迄今仍有相當力量，僅次於執政的人民黨，再次為社會主義

工人黨（或稱工人社會黨，在 1982-1995 期間執政長達十三年）。  

希臘共產黨：現為希國第三大政黨，僅次於執政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及新

民主黨。  

葡萄牙共產黨：現為葡國第三大政黨，僅次於執政的社會黨，再次為社會民

主黨。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1990 年 6 月方成立，宣稱自己是代表勞動人民的黨，所

謂勞動人民指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其推出的候選人雖兩度角逐總統失敗，

力量卻不可小覷，他是國家杜馬第一大黨，擁有最多的國會議員席次。  

白俄羅斯共產黨：今日白國的最大政黨，宣稱自己是蘇聯共產黨執政時期白

俄羅斯共產黨的繼承者。白國另有白俄羅斯共產黨人黨，是一極左政黨，仍堅持馬

列主義和蘇維埃制度。  

烏克蘭共產黨：烏國國會第一大黨，卻未能有效整合左翼力量，致 1994 及

1999 年兩次總統大選均未上榜。  

其它：奧地利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人聯盟、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由丹麥

共產黨分裂出來）、德國的共產黨、芬蘭共產黨、盧森堡共產黨、瑞典左翼黨（原名

左翼黨）——共產黨人，1990 年後去掉共產黨人字眼）、瑞士勞動黨（原名瑞士共

產黨）、聖馬力諾重建共產黨。  

伍、今日中南美洲共黨存在情況9 

一、仍在執政者：古巴共產黨  

卡斯楚總統統治古巴已超過四十五個年頭，現年老力衰，古巴或古共未來會有

何種變化與發展，值得觀察。  

二、曾由信奉馬列主義的政黨執政或統治者  

智利曾由社會黨、尼加拉瓜曾由桑定民族解放陣線統治過外；蓋亞那合作共和

                                                        
9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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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民進步黨信奉馬克思主義，1992 年上臺執政，1997 年及 2001 年均由其提名之

候選人當選總統，現已轉向，放棄馬列主義，改走自由市場經濟道路。  

三、一些較為重要的共黨組織  

巴西共產黨：1962 年從巴西的共產黨中分裂出來，全力支持左派工人黨候選

人魯拉當選總統。  

智利共產黨：原名社會主義工人黨，1922 年改稱現名迄今，曾與阿葉德總統

時代的社會黨聯合執政。1999 年曾推出候選人參與總統大選，得票率為 3.19%。  

瓜德羅普共產黨：原為法國共產黨海外省支部，1958 年脫離法共。  

宏都拉斯共產黨：與古巴共產黨關係至為密切。  

委內瑞拉爭取社會主義運動：係由脫離委共的人士所組成，主張將採馬克思

理論應加以革新。  

厄瓜多爾共產黨。  

祕魯共產黨（團結）。  

多明尼加共產黨。  

墨西哥社會主義人民黨。  

巴拉圭共產黨。  

尼加拉瓜共產黨。  

牙買加共產黨。  

四、共產黨的變化  

解散或停止活動者：瓜地馬拉勞動黨、薩爾瓦多共產黨。  

放棄馬列主義，質變，改建成新黨者：巴西的共產黨改名社會主義人民黨、

墨西哥統一社會黨改名為墨西哥社會黨、哥倫比亞獨立革命工人運動。  

黨名未變，卻不再堅持暴力革命，從而成為合法的政黨；或如較早時期信奉

「歐洲共產主義」的各共產黨，走議會路線：今日多數的共產黨。除前面所云一些

較為重要的共黨組織外，尚有烏拉圭共產黨、阿根廷共產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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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今日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共黨存在情況10 

一、曾經信奉馬列主義執政的政黨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1970 年代執掌政權後，實施馬列共產主義統治，1976

年古巴出兵安哥拉，1990 年起又宣布放棄馬列主義，改行民主社會主義與多黨制，

1991 年古巴撤回其駐軍。  

剛果共和國勞動黨：1969 年底成立，執掌政權後，宣布實施馬列主義和一黨

專政，1990 年底放棄，推動多黨制度，1992 年舉行總統大選失利，淪為在野黨，1997

年 10 月方又重新贏回執行權。  

莫三鼻克解放陣線黨：1962 年成立後即將自己定位為馬列主義的先鋒黨，1977

年起在蘇聯支持下實行一黨專政，1989 年後方宣布放棄馬列主義並實施多黨政治。  

埃塞俄比亞（另譯衣索比亞）：1977 年 2 月門格斯圖中校發動政變奪取政權，

至 1991 年 5 月被推翻止，實施過馬列主義，古巴亦曾派軍駐在該國，1994 年 6 月

大選後放棄了馬列主義。現由人民革命民主陣線實施所謂的一黨主宰、多黨參政的

政治體制。  

布吉納法索：原名上伏塔共和國，1984 年改為現名。1960 年脫離法國獨立後

即政變頻傳，1974 年後實施過馬列主義一黨專政，直至 1990 年方推動政治多元化。 

二、現仍存在的共產黨  

南非共產黨：雖不是執政黨，卻是南非共和國執政黨（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

簡稱非國大）的重要政治盟友，非國大的領導階層中竟有近三分之一是南非共產黨

員。是今日非洲最大的共黨組織。  

蘇丹共產黨：1989 年 6 月，蘇丹發生軍事政變，蘇共被取締後即轉入地下活

動。  

摩洛哥進步與社會主義黨：原名摩洛哥共產黨，二次大戰期間成立，現為全

國二十六個政黨中的一個。  

賴索托共產黨：1961 年成立。  

加拿大共產黨：二次大戰期間曾派白求恩醫生赴中國大陸共黨占領區工作。

現力量極小。  

美國共產黨：力量極小，主張通過和平手段進行鬥爭。  

                                                        
10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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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力量極小。  

紐西蘭共產黨：力量極小。  

柒、中共終將質變 

今日全球僅存的五個共黨執政國家中，全賴中共為首扛起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大

旗於不墜。中共之所以能屹立不搖，則係歸功於二十五年前鄧小平毅然決然的推動

了改革開放政策。  

中共第十六大於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在首日政治報告

中再提「三個代表」，表示這是對馬列主義毛思想鄧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另提到「企

業家」的地位，雖不令人意外，但強調「他們是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素質的提高」

卻非比尋常。閉幕當天，大會通過修改黨章，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

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

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中共為期能

適應生存與持續發展，致不停的在調整、在轉變。  

事實上，共產黨人將「無產階級」的定義或解釋，也不斷的在調整、在轉變：  

一、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是工人。  

二、列寧所指的無產階級則擴大為工農群眾。  

三、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再擴大為工農兵大眾。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年）發起初期，被鬥爭的對象稱為黑五類（地主、

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後又增加了四類（叛徒、國特、走資派、

知識分子），毛將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  

四、鄧小平的無產階級除工農兵外，再增加知識分子，鄧的解釋是：他們是從

事「腦力勞動」的工人階級，一般的工人只是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知識分子從

此翻身。  

五、江澤民、胡錦濤的無產階級，除工、農、兵、知識分子外，這次十六大，

則再增加了私營企業主或企業家們。早在江澤民時代（1990-2002 年）已有四十萬的

私營企業主、企業家以走後門的方式加入共產黨，中共只是睜隻眼、閉隻眼，時至

今日，則是正式修改黨章，允許私營企業主可以入黨，依江澤民所提三個代表的說

法：私營企業主或企業家是「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也是從事「腦力勞動」的工人

階級。「工人階級」的範圍愈來愈廣，「無產階級」的解釋或定義也愈來愈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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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變（現有 6,694 萬多黨員，號稱全球第一大黨）之後，終將質變（按字義解

釋，真正的無產階級是一無所有，沒有任何財產的人，但今日的中共黨員，逐步的、

漸多的，成為新的有財有產、有權有勢的特殊階級），已是指日可待之事矣。  

1995 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還發通知，堅拒私營企業主加入共產黨，因為他們的

屬性是資產階級。今依江澤民的說法，中共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必須：

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如此一來，私營企業主、企業家、資

本家、個體戶、銀行工作者、演員、歌唱家、藝術表演者、各行各業的服務業者、

計程車司機……；只要付出了勞動、知識、服務，都是無產階級，中共除了要尊重

「勞力者」外，也必須尊重「勞心者」。江澤民又說，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還有包

括非勞動收入（諸如利潤、各種租金、利息、投資股票、債券），都應受到保護，早

年視「利潤」為「剩餘價值」，是資本家或商人（即通稱的資產階級）對勞動者（無

產階級）的剝削，今已完全改觀。江澤民並強調「海內外各類投資者的創業活動，

都應受到鼓勵」，以往將這些人看作是「買辦」、「洋奴」資產階級，現也不復存在，

反之，三資企業（外人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最為蓬勃發展，

為中國大陸帶進了或提供了大量的外資與商機。  

中國共產黨業由無產階級政黨逐漸變為包含士農工商，尤其是工商分子在內的

資產階級政黨。經濟改革之後，「黨」的性質也在改變，政治改革也終將是遲早之事。 

仍由共黨統治的國家中11：  

寮國於 1986 年 11 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並要積極

改善投資環境以吸收外資。  

越南於 1986 年 12 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經濟的改革開放政策逐步開展。  

古巴於 1991 年 10 月第四全國代表大會時，制定了改革開放政策，吸收外資，

允許小私有制……。  

北韓例外，在經濟方面仍堅持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原則，實行「建立社會主

義自立民族經濟」的路線。  

捌、殘存的共黨游擊隊或左派革命軍 

時至今日，全球只剩極少數的共黨游擊隊或左派革命軍，他們是：  

一、尼泊爾毛派共黨游擊隊  

                                                        
11  同註 6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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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成立後，即不時的對政府機關、警察單位……進行武裝攻擊，截至 2002

年底止，至少造成五千多人死亡，聲稱是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欲在尼泊爾進行

土地改革，並要求廢除君主政體、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新憲法，近時較為重大

之事件是 2002 年 11 月 15 日深夜，又攻擊了警察局……等有關單位，有一百餘人死

亡（含游擊隊員在內），尼國政府已表示願與他們和談12。  

二、菲律賓共產黨（馬列主義）的新人民軍  

菲共馬列主義派主張用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從而在

1969 年 3 月於呂宋島中部建立了新人民軍武裝力量，並展開游擊活動。1992 年菲政

府讓菲共合法化，即在法律上成為合法政黨，菲共卻拒絕接受，致與政府的衝突仍

存在著。新人民軍在 1993 年時有一萬多人，1998 年剩七千多人13。  

2003 年 3 月底，菲律賓又爆發武裝衝突，政府軍擊斃了 20 名反政府軍14。  

三、哥倫比亞左派革命軍  

1998 年 11 月，哥倫比亞總統為安撫前共黨游擊隊——現稱左派革命軍或革命武

裝部隊，特與之談和，將一塊與瑞士面積相等的地區讓給他們，以冀換得和平，但

2002 年初，政府軍與游擊隊談判破裂，雙方爆發了軍事衝突，政府軍收回了聖維森

特鎮，它是左派革命軍所控制的五個主要城鎮中最大的一個15。哥國除形成國中有國

的奇特現象，一如當年的中共在陝北特區，有自己的軍隊與邊區政府外，從此國無

寧日。  

單是 2003 年 8 月上旬，左派革命軍即發動了三起汽車炸彈攻擊事件，除造成人

員傷亡外，財物損失亦重大16。哥國政府稱他們是恐怖組織。設在倫敦的「世界市場

研究中心」按照「世界恐怖主義指數」的研究結果，特在 8 月中旬發布在未來十二

個月內將遭受恐怖攻擊的國家，風險名列全球第一的就是哥倫比亞17。  

時至今日唯一有能力對共黨游擊隊或者左派革命軍提供援助者非中共莫屬，但

事實上今日的中共作為又給人昨非今是的感受。  

中共宣稱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旗，所謂毛澤東思想，在軍事方

                                                        
12  參閱：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91年 10月 6日，第 10版。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91年 10月 13日，第 10版。 

  中天電視新聞（臺北），民國 91年 11月 16日夜間新聞報導。 
13  參閱各國共產黨總覽，前揭書，頁 88-99。 
14  年代電視新聞（臺北），民國 92年 3月 30日夜間新聞報導。 
15  聯合報（臺北），民國 91年 2月 25日，第 12版。 
16  中央日報（臺北），民國 92年 8月 12日，第 8版。 
17  聯合報（臺北），民國 92年 8月 18日，第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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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特別強調「武裝鬥爭」、「槍桿子出政權」。緣於 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

發動清黨運動，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被消滅18，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

急會議，毛在會中發言時明確指出：「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

取得的。」毛當時並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他謝絕了一些同志要他留

在中央工作的建議，反而表示「我要上山去結交綠林好友，去農村開展土地革命鬥

爭。」19中共從而在井崗山建立基地，在江西贛南搞游擊活動。  

俟 1949 年 10 月，中共奪取政權後，毛把美國當成頭號敵人，要打倒美帝、消

滅資本主義，但毛知道，光憑中共根本無力對抗美帝，故要儘可能地聯合國際上受

到美國侵略、壓迫的國家，組成反美統一戰線，這就是要聯合整個亞洲、非洲、拉

丁美洲的人民一起來反對美國，要大力支援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20。此一時期，

毛澤東不但鼓勵東南亞和各國共黨游擊隊的暴動，並且呼籲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勇

敢起來反抗政府或執政者。故在毛時代，援外是重要政策，尤其是東南亞、非洲及

一些信奉馬列主義的政黨均是其援助之對象。  

但今日中共的外交方向已完全改弦更張，例 2002 年 7 月，尼泊爾國王賈南德拉

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在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會晤時，江氏親口承諾：絕不會支持

尼國境內的毛派共黨游擊隊，並譴責他們顛覆政府的行為，直如恐怖分子的行徑21。

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一葉落而知秋，對菲共新人民軍及哥國左派革命軍更不可能予

以支援矣。全球唯一有能力援助各國共黨或左派游擊隊的中共政權，竟與他們保持

距離，甚或劃清界線，此誠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這二十多年來，中

共本身確實起了相當大的變革，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農民革命、人民戰爭，已不

適應今日世界之形勢。現全球的共產黨絕大多數都具有合法地位，走議會路線，透

過選舉贏得執政來實現理念，才是正途與上策。  

玖、結  論 

全球的共黨組織數目，1991 年之前與 1992 年之後，有相當的差異，變化如下

表：  

                                                        
18  依中共的說法，1927年的清黨運動，被殺死的共產黨員有四萬多人。原有黨員接近六萬人，1927年底時

剩下一萬餘人。劉吉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月），頁 161。 
19  轉引自：柴宇球主編，毛澤東大智謀（上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年 3月），頁 104-106。 
20  葉自成，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6月），頁 186-187。 
21 聯合報（臺北），民國 91年 7月 12日，第 11版。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91年 7月 15日，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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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洲  歐 洲  中南美洲  北美洲  非 洲  大洋洲  合 計  

國 家 數  49 44 33 2 53 14 195 

1991 年之前  

共黨組織數目  
40 60 50 2 10 7 約 170 

1992 年之後  

共黨組織數目  
25 40 20 2 5 4 100 約  

註：黨名不一定叫做共產黨，有些稱工人黨、勞動黨、人民黨、人民革命黨……等不一而足，雖

稱信奉馬列主義，但彼此間有很大差別，在經濟體制的主張上，幾乎都已質變，以中共為最。

在政治體制上，除少數仍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外，絕大多數接受行多黨制，走議會路線，以

早年歐洲共產主義的義共、法共、西共、日共為例，主張透過選舉，而非暴力革命奪權。  

  1992 年後，舊的共黨組織剩下約 80 個，只湧現出新的共黨組織約 20 個。例如蘇聯，原只

有一個蘇聯共產黨（蘇共），但其解體前後，原名加盟共和國的共黨組織又以獨立個體出現，

數目自然就增加了  

 

表面上看全球仍有約一百個共黨組織，但絕大部分實力都微不足道，世人所關

心者：馬克思主義有否可能東山再起？  

套用中共領導者之一李鐵映的話說：「儘管 20 世紀末期發生了蘇聯解體、東歐

劇變，但這並不能說明歷史就此轉向，更不表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這只是社會主

義實現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小波折。」22鄧小平則曾說過：「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

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23 

今日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後，有關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不論大家看法如何？但

他強調犧牲奉獻之精神，為弱勢團體發聲、為貧窮百姓代言，的確發人深省。諸如： 

一、勞動力價值學說  

謂勞動力的價值量係取決生產人數的生活資料所必須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亦

即是說勞動神聖，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出價值。臺灣在股市狂飆的時代，造就了不少

股市大戶；樂透彩發行後，一夜致富成億萬富豪者也大有人在；社會上充斥著投機

心理、好逸惡勞，幻想一步登天，粗重的活沒人願幹，謀職則盼錢多事少離家近，

致社會上充滿貪婪自私、急功好利。  

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愈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愈少，凝結

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愈小，該物品的價值就愈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愈低，生

                                                        
22  菲爾德．卡斯特羅（即卡斯楚）著，王玫等四人譯，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0年 11月），李鐵映總序部分。 
2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月），頁 382。1992年 1月 18日至 2月 21日在

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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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愈多，該物品的價值就愈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

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24亦即是說勞動力的價值的多寡，係按勞動的量、

所投入勞動時間的長短來衡量，體力勞動（如工人、農夫）和腦力勞動（如大學教

授、科學家）時薪相等，即勞動力的價格相等（勞動力價值用貨幣形式表現出來謂

之勞動力價格），亦即工人做工一小時與大學教授上課或研究一小時，工資是一樣

的。這雖然造成如大陸順口溜所言：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蛋，操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

但馬氏強調知識愈高、能力愈強者，就更應該抱持犧牲奉獻的精神來為人服務，仍

是鏗鏘有聲。  

二、剩餘價值學說  

這是馬克思論證資本家及商人是靠剝削工人與消費者來積累其剩餘價值（即利

潤），這剩餘價值是由工人的剩餘勞動（即非必要勞動或稱額外的勞動）所創造出來，

最後卻被資本家給無償占有了。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是「生產剩餘價值

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勞動力的出賣條件不管對工人怎樣有利，

都要使勞動力不斷地再出賣，使財富作為資本不斷地擴大再生產。」25 

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及商人為了多得剩餘價值，通常的作法包括：提高產品或商

品的售價、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少工人的工資。雖然孫中山先生曾提出美國福

特汽車公司的作法（降低產品或商品的售價、縮短工人的工作時間、增加工人的工

資）加以駁斥。唯不必諱言，兩人都犯了以偏概全的誤謬，亦即都只見樹未見林。  

馬克思一生最痛恨兩種人：資本家、商人，源於其對剩餘價值的研究。時至今

日，以臺灣為例，對工人及消費者訂有《勞動基準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用來維

護兩者的權益，但還是無法完全免除被剝削的事實，致工人抗爭運動層出不窮，消

費者權益受影響依舊不斷發生。  

三、資本積累資本積聚論與資本集中學說  

這是馬克思最具先見之明，對世人也最具震撼性的研究發現。首先，資本主義

的生產本質就是不斷的追求剩餘價值，資本家就靠著賺取剩餘價值來積累其財富；

繼之，資本家將所積累的財富再轉化為資本，使生產的規模再擴大，從而資本總額

積聚後，愈積愈多；最後大資本家以兼併方式吞食小資本家，形成所謂的汽車大王、

鋼鐵大王、石油大王、塑膠大王……，資本逐漸集中在少數大資本家或今日的財團

手中，這是資本主義生產與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上形成兩大階級：大資產階級（或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俟貧富差距懸殊後，共產革命必不可免，窮人會起來革富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月），頁 53-54。 
25 同註 24，頁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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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再將其財產朋分與共。  

1999 年 7 月，聯合國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最富有的三個人其財富加起來

之後，竟超過三十五個國家六億人口國民所得的總和；再者，全球最富有的前 200

個人所擁有的資產加起來後，竟超過全球 41%人口所得的總和26。與馬克思所言，非

常吻合。  

2002 年 2 月，「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紐約舉行，參加者包括來自全球一百多

個國家的政要、名流在內，達三千人，場內的發言多在強調經濟全球化是如何如何

的重要，然而在場外則有勞工團體在示威、抗議、批評道：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只是

少部分已開發與工業發達國家得利，開發中國家則受到不公平剝削，世界的貧富國

家差距愈益兩極化27。  

微軟公司創辦人，也是全球首富比爾蓋茲（Bill Gates）在會中心有所危的言道：

「如果有一群人認為這個世界對他們不公平，則他們會很容易產生對全體人類而言

極為危險的仇恨。」28 

靠馬列主義起家的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來，沿海與內地之間、城市

與農村之間，貧富差距愈益懸殊。2002 年時，大陸社會最富的前 20%的人，他們的

財富占全國財富的 51%；反之，最窮的後 20%的人，他們的財富僅占全國的 4%；全

國人口當中有 3.5%，一年的收入平均達二萬元人民幣，但高達 50%以上，竟不到二

千元人民幣29。致民眾之反應一如順口溜：「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對改革開放後所造成貧富差距的更加擴大至感不滿，中共以共產革命得取天下，卻

也可能終結在共產革命手中。無怪乎鄧小平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30 

在日本享有「經營指導之神」美譽的船井幸雄於 2002 年 9 月應邀來臺訪問，以

「資本主義的終結與轉型」為題發表演講時指出：「過去以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為

主，企業強調利己與競爭，這種經濟思維雖曾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但因充

滿了矛盾，與宇宙萬物不能和諧，現資本主義已逐漸走入末路。從日本的經泡沫瓦

解、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必須以戰爭來攻擊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以維持其資

本主義掛帥的地位，由這種種的脫序狀況來看，資本主義正在崩潰。」31當資本主義

                                                        
26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88年 7月 13日，第 13版。 
27  中國時報（臺北），民國 91年 2月 2日，第 10版。 
28  聯合報（臺北），民國 91年 2月 5日，第 11版。 
29  中央日報（臺北），民國 92年 3月 10日，第 6版。 
30  同註 23，頁 375。 
31  聯合報（臺北），民國 91年 9月 6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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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高唱入雲之際，船井幸雄之言有如暮鼓晨鐘。  

2002 年 10 月，巴西大選，左派的工人黨候選人魯拉獲得大勝，成千上萬民眾

湧上街頭大肆慶祝，盡情揮舞著工人黨的紅白兩色旗和共產黨的鐵錘鐮刀旗，巴西

共黨全力支持魯拉32。拉丁美洲三十三個國家中，除古巴為共黨執政外，委內瑞拉、

厄瓜多爾、巴西則由左派執政。  

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之後，極左的馬克思主義並非沒有可能捲土重來，這是值

得美國、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去深思的。但若能師馬克思之意，可說是左派、中間偏

左或中間派（如民主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的理念；棄馬克思之

法，即反對極左（如列寧、史達林、毛澤東代曾推動或所實施的經濟政策）的意識

形態，世界或許會較美好與和諧些。  

                                                        
32  聯合報（臺北），民國 91年 10月 29日，第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