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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4年印共分裂后，新成立的印共(马)经过40多年的曲折发展，党员总数已逾百万，现在不仅成为印
度最大的左翼政党，而且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印共(马)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
朵奇葩。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上仍旧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印共(马)的发展和成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
思考。

这本《印共(马)人民民主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由苗光新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印共(马)
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印共(马)人民民主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由导论、印共(马)的曲折发展及其对社会主义
道路的探索、印共(马)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及当前政策、印共(马)独具特色的地方执政、印共(马)
的党际交往以及印共(马)的基本经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等共六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及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等问题。

第一章主要考察和分析印共(马)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
我们依据不同历史时期印度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印共(马)
自身的发展状况，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党初期的抗争与探索
(1964—1976)；7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与探索(1977—1989)；苏东剧变以来的新发展与新探索(1990年至
今)。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印共(马)面临着各不相同的国内外形势，其自身的处境也因此而不同。
总体而言，印共(马)的发展充满了坎坷与曲折，它正是在不断战胜各种困难的情况下逐步发展壮大的
。
印共(马)的这一发展过程也是其对印度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才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并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

第二章主要阐述印共(马)的“人民民主革命”理论及其当前的基本政策。
“人民民主革命”理论是印共(马)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而逐步确立的，它有着
比较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印度国家性质和社会状况的认识，对“人民民主革
命”的性质、任务、手段及阶级力量的阐述，对未来“人民民主”政府有关政策和纲领的说明，关于
建设“群众性的革命党”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有关理论问题的阐述等。
印共(马)对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政策持批判态度，对国大党新政府的一些政策也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
己的替代性政策，这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章主要阐述印共(马)在西孟加拉、喀拉拉以及特里普拉等邦独具特色的执政实践，对它在这些地
方的执政成效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和概括。

以印共(马)为首的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政府主要取得了以下方面的成绩：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
，实行了有效的土地改革；在全邦各地推行潘查雅特制度；制定有利于农村发展的经济政策，大力推
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行较为灵活的工业政策，大力推进工业的发展；在文化教育以及医疗卫生方面
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大力促进文化教育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采取措施，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采取措施，确保人民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维护各宗教的和睦相处，确保少数派团体的权益。
以印共(马)为首的喀拉拉邦左翼民主阵线政府通过实施“人民计划运动”，大大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并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以印共(马)
为首的特里普拉邦左翼阵线政府也在农业、第二和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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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第四章主要阐述印共(马)的党际交往实践，这主要包括印共(马)与印共在过去40多年间关系的曲折发
展、印共(马)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发展。
印共(马)同印共在过去40多年间关系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互相敌对的时期
(1964—1977)；第二阶段：推进联合的时期(1978年至今)。
印共(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双边关系进人了全面
恢复和发展时期。
此外，印共(马)同苏共(俄共)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人了全面恢复和发展
时期。

第五章主要是对印共(马)的基本经验、它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的
总结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印共(马)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本章从五个方面对印共(马)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列举了印共(马)在发展中存在的五个方面
的问题，并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复杂的原因。
本章还深入分析了印共(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对它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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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经过一个滞胀期后，又从1979年开始再度陷入严重的危机当
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2年。
从1983年开始，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加之又得益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因此它们不仅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而且还使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好势头，这种状况一直保
持到80年代末。
同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苏东国家由于长期受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这一时期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
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美苏关系在经过一段紧张对峙后于80年代中期开始趋向缓和，整个东西方关系也进一步得到了缓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逐渐走向
了正常化，相互间的联系和往来日益增多。
对印共（马）的发展来说，上述国际形势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
不利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较快增长时，苏东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日益恶化，社
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难免使印共（马）的一些党员和群众对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产生质疑；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
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鼓舞和振奋，与此同时，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
以及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为印共（马）打开对外交往的新局面从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从7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的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国大党的政权遭到致命性打击，它在印度政坛的地位浮沉不定，印度进入多党轮流执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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