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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革命党最早隶属于1930年建立的印度

支那共产党，自 195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老挝地方委

员会独立以后，开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便成为老挝

人民革命党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作为当今世界上

现存的5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之一，如凯山·丰威汉曾提出的，“老挝成了世界社会

主义体系在东南亚的极其重要的前哨”①。20世纪80
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着美苏两极格局解体，各种

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时

期，老挝人民革命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极

大冲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老挝人民革命党通过

深入剖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根源，对苏联及东

欧的变化持批判态度，同时以凯山·丰威汉为核心的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发

展道路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观点，在加强对当前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

义发展实质，及时表明选择社会主义是老挝发展的

必然趋势。此外，老挝人民革命党认真遵循和把握

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断深化对中国、越

南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

探析，成功地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老挝的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

老挝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

理论新知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老挝人民革命党立足于

老挝国家发展实际，深入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建设

理论，在思想上端正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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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西方资本主义的蛊惑，为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做好

扎实的思想准备。新世纪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积极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正确认识和理解自身所处的

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完善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全方位认识，增强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精神和领导老挝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定信心。

(一)科学认识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

1.深度剖析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的根源

1975年，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建立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之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政治、经济和

军事等方面高度依赖苏联。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趁机对老挝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企图在老挝建立“价值观同盟”。对此，1991年 12
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五届四中全会认为，东欧剧变及

苏联解体的根源有四点，一是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大搞“民主化”；二是政治思想

工作懈怠，导致社会思想混乱；三是未改变过去僵化

的经济体制；四是没有时刻对外来意识形态思潮保

持警惕和防备。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凯

山·丰威汉和中央委员会顾问西宋潘·洛文赛等领导

人根据老挝国情实际和国际状况第一时间作出反

应，将万象政权危机、老泰关系紧张及外来援助短缺

等因素纳入东欧剧变可能产生的影响中。进入新的

发展时期，坎代·西潘敦、朱马利·赛雅贡和本扬·沃

拉吉等历届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领导人不断组织举

办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重要意义的活动，并

借助马克思列宁主义系列社会主义国际研讨会等，

充分肯定苏联对社会主义的开创性意义，主张科学、

客观地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发展的利弊，力求从

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东欧各国社会性质发生改变的根

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老挝人民革命党探索社

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2.对苏联及东欧的变化持批判态度

东欧剧变后，老挝开始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

变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②。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的影响，当时老挝人民革命党当局存在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甚至以领袖的个人意志代替法律的现象。对

此，老挝人民革命党接连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第七次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时稳住阵脚，确

保国家平稳有序发展。1990年，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政治局委员西沙瓦·乔本潘提出，戈尔巴乔夫宣布

废除宪法第六条，即党的领导地位，搞多党制和民主

社会主义，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同年4
月，他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

发展，表明要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汲取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经验教训。站在历史

新方位的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必须科学看待和批

判苏联及东欧的历史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

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

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③。面对东欧剧变

和苏联解体这种历史大事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系

统考察各方面因素，不能独立片面地看待问题。革

新开放37年来，老挝人民革命党拒绝走传统的老路，

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繁荣的新路，将东欧剧变和苏联

解体的经验教训作为重要遗产，在肯定先前社会主

义建设功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老挝现有政策是

否与当下国际大环境变化相冲突，并对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等开展舆论宣传，帮助他们摆正社会主义

立场。

(二)正确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实质

1.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始终未改变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人民群众当家

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社

会主义运动，打碎资产阶级机器推翻资产阶级专

政”④，解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显然，“老挝并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也没有出现

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仅仅是当时印支半岛的

形势和老挝国内革命斗士的努力，才使老挝认为“可

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

义”⑤。自建党之日起，老挝人民革命党就认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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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从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

质，因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

血和肮脏的东西”⑥。长期以来，老挝人民先后经历

过法国、日本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或压迫，

老挝的国家安全和民生经济一直得不到有效保障，

为此，独立后的老挝人民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

削本质，毅然决然地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资

本主义的发展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增强。

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现如今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

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本质，而社会主

义作为资本主义内部危机的产物，正在不断生成反

对力量来克服自身的腐朽事物。21世纪的今天，资

本主义正不断积累着社会主义因素和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形式，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让真正“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民主国家

特征得到鲜明体现”⑦，资本主义只是一种过渡形

式。从国际关系的制衡角度出发，老挝选择社会主

义符合老挝国情和时代潮流，是应对资本主义主导

的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选择，是对全球殖民性国际关

系模式的重大突破，应辩证地看待老挝关于资本主

义本质的认识，这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

重要意义。

2.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仍是帝国主义的具体形式

之一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

义彻底破产，直接冲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老

挝人民革命党认为，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在金

融泡沫的冲击下变得愈发严重，同时走向国际垄断

的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全球范

围内积累和扩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演绎出的各种

新旧危机已将资本主义推进“制度困境”中，关于社

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和支

持，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推动右翼势力上涨，拓宽

了世界范围内老挝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道路多样性探索的空间。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

战》中提出的，“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

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⑧，老挝人民革命党科学看待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充分肯定“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

会主义的前阶”⑨，并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

资本主义，为此，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老挝历史发

展的必然选择，是新形势下老挝党和国家对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时代回应。全球化

发展到今天，老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深受以

下因素影响，一是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程度日益提

高；二是国家之间的开放策略逐渐趋于一致；三是国

际合作协调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环节等。对

此，老挝人民革命党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

经济在全球的扩张，以及不平等的竞争、不合理的秩

序歧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干扰，自觉维护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的团结与合作。

(三)社会主义是老挝发展的必然趋势

1.“两个必然”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经受了各种风险与考验。一是外部国际环境严峻复

杂。世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仍处于艰难探

索中，老挝作为力量较为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其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

“普世价值”观念，图谋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段来西化、

分化老挝政权，加之老挝本身更多地依赖外援经济，

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妄图推翻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

导、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老挝

国内存在不少突出问题。老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

家，工业基础薄弱，2022年老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世界排名第 127 位，前 6 个月的 GDP 增长

4.3％⑩，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国内教育和医

疗卫生条件发展较为缓慢，高层次人才发展需求得

不到满足；党内政治环境不容乐观，吏治腐败、党政

不分等现象突出，内部矛盾整治需要时间。此外，

“西方舆论一度预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已经彻底失

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将彻底崩溃”，老挝也曾陷

入这种舆论的漩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了“直接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急躁冒进错误，但老挝人民革

命党痛定思痛，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站在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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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上，将本国具体国情与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

客观规律相结合，有序推动老挝的社会主义事业

循着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客观规律不断发

展、前进。

2.“两个必然”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

“两个决不会”范畴之中，明确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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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老挝人民革命党

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基础。在新的形势下，老挝人民

革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五大紧急任

务’，明确老挝九五规划‘六大奋斗目标’，以及重点

解决的‘七大问题’”，表明老挝的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任重而道远。以通伦·西苏里为代表的老挝人民

革命党新一届领导班子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始终坚持革命和科学的本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和科学方法作为长期执政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

南。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实现了新的转型。一方面要明

白资本主义暂时不会灭亡，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

一定的适应性和演变能力，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在经

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绩，仍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

强影响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老挝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历史条件决定

了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从过去由一

个国际中心领导、建设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运动，

转变为由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建设具有本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运动，但由于不同国家国情的特

殊性，这一过程还易受到政治变革、经济转型和社会

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老挝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仍需足够成熟的发展条件。

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探索

老挝人民革命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

科学本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

行动指南，认真遵循和把握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

本原则，深入开展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

模式的实践探究，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

地运用于指导本国实际，开拓出一条具有老挝特色

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遵循和把握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本原则

1.明确革新的“六项基本原则”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老挝人民革命党吸取苏

共垮台的教训，全面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继续完善

人民民主制度，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

保证社会主义革新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1989
年 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提出老挝当前处于巩固和

完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

阶段。同年 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又重点提出“六

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巩固

人民民主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第二，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并对其创造性地加以

运用；第三，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党的自身建设；第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五，坚持人民民主制度，保

障人民民主权利；第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扩大

对外合作关系。在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方

面，1997年 3月，老挝颁布《国会议员选举法》，候

选人以组织和群众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法

产生，实行差额选举。同时，为更好地实现人民当

家作主，老挝政府机构改革遵循“民有、民享、民

治”的原则，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新

的历史时期，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深入贯彻实施六

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化、

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既增强了老挝人民对社会主

义建设的信心，同时也增强了老挝人民革命党对国

家治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老挝的社会主

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2.实施“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老挝顶住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巨大

压力，重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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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不动摇，提出不再照搬苏联模式。老挝人民革

命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有原则的全面革新

路线”，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重申继续实行有原

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并确定党的基本路线是：以老挝

人民革命党为领导核心，继续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

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有原则的全

面革新路线包括重新认识国情，开展有针对性、有特

色的革新策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开放等

领域革新。当代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必须毫不动

摇地坚持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为主要内容的

六项原则，全面贯彻“发展必须依靠经济建设”的革

新思想，合理制定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任

务。进入新世纪，老挝人民革命党继续实施有原则

的全面革新路线，帮助老挝“加快推动绿色、协调、可

持续、高质量、自主发展”。2021年，老挝人民革命

党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突出成就

之一是制定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并结合国际

和国内实际情况，对自身领导进行革新，推动老挝经

济社会沿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

标前进。

(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

践经验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承者、捍卫者和践行

者，老挝人民革命党一直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

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

的教条”，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的

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明确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性

质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正因

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没有固定模式，老挝人民

革命党才能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模式

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时加强与中国、越南、古巴

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发展模式和经验的交流

互鉴，老挝人民革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取得长

足性进步和发展。

1.中国

老挝人民革命党高度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

展模式，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老两国同为共产党执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在理想信念和发展模式上有很大的相

似性。夺取全国政权后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在社会主

义道路探索方面积极向中国靠拢，并称中国为“可靠

的后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称为“一面

明镜”。在执政理论经验交流方面，中老两国在治党

和治国理政方面有共通性和互补性，为加强双方执

政经验交流及命运共同体建设，老挝人民革命党积

极与中国共产党召开理论研讨会。截至 2023年 5
月，中老两党共举行了10次理论研讨会，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主题到“信

息化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经验”主题，分别就现代化

建设、政治生活建设、治国理政建设及干部队伍建设

等方面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与时俱进的研讨主题充

分彰显出中老双方不断深化交流互鉴，从而达成共

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同时，中老

两党致力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实施中老经典著

作互译计划，翻译了《凯山·丰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

新事业》《两姐妹》等首批成果，这表明中老两党在社

会文化领域正在积极展开合作。此外，双方在“五项

行动”中发挥高层引领作用。2023年6月，老挝人民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西苏里访问中国，充分肯定

《关于进一步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

的成功落实，双方共同讨论并一致同意未来规划方

向，将继续推进长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老中命

运共同体伙伴关系不断开花结果。

2.越南

老挝与越南执政党系出同源，血浓于水。越南

共产党是老挝人民革命党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支持

者，因两国地理位置(同为中南半岛国家)相近和革命

历史(曾同属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相似，越南共产党在

老挝人民革命党开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发挥

着示范引领作用。1977年签署《越老友好合作条约》

后，老越两党不断巩固和加强双边特殊合作关系。

20世纪 80年代，老越两国并肩迈进革新开放时期，

双方互相帮助、共克时艰，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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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202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社会主义和

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中

表明越南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仍在逐

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老挝人民革命党等社会主义

兄弟国家提供了一些有益经验。2022年 6月，在老

越建交 60周年和《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45周年

活动上，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老越两国全面合作关

系日益发展、共同促进经济社会进步，满足了两国人

民对和平稳定发展的愿望，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

合作与发展。这充分表明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是正确的，符合客观规律、越南的实践和时代的发展

趋势，48年来，老越两党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持

续维护、培育和不断向前发展，正与世界各国建立

友好合作关系，充分彰显出老越两党在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中的战略伙伴关系。

3.朝鲜

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劳

动党成为执政党。金正日执政后，始终遵循“主体思

想”，积极调整国内外政策，提出“朝鲜式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以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目

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金日成致力于推行思想革

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三大革命运动，更加“强调

建设本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体系和独特的话语体

系”，不断巩固和发展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老挝

人民革命党认为，这是老挝在本国“三大革命”运动

后应向朝鲜学习和借鉴之处。一是将马克思列宁主

义创造性地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其他

国家的发展模式；二是格外重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

济领域的建设，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劳动资料共享和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想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

伟大成功，坚持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是不可或缺

的一环。2021年，朝鲜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推举金正恩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发表题为

《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发展的当前斗争方向》的

施政演说，表明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斗争路线

和战略战术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朝鲜已进入全面

体现国家第一主义的划时代发展阶段，必须进一步

推动国家经济的自立全面发展。同年，老挝人民革

命党对朝鲜发展情况表示肯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通伦·西苏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73
周年之际，向金正恩表达了希望老朝两国要继续传

承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并表示朝

鲜和老挝应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中，为

实现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4.古巴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1961年宣布古巴走上社

会主义道路。古巴共产党在1991年召开的第四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将何塞·马蒂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并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表明要否定“西方式

的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认为

革命的最高目标是通过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在古巴建

设社会主义，实现拯救祖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这

一最神圣的职责。这与老挝人民革命党的社会主义

道路有相近之处，两者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

向和走独立自主的道路。1993年，古巴的全国人大

代表改变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标志着社会主义

制度被古巴人民认可，同年逐步调整政治和经济政

策，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改善政治体制，逐步

加大经济改革力度，直到2016年《古巴社会主义发展

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概念化草案》的通过，“标志着古

巴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形成”，老挝人民革命

党表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道

路值得学习和借鉴。自古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以来，迪亚斯—卡内尔带领新一代中

央领导班子正式开启了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新征

程，以崭新的领导团体顺利完成了高层的新老交

替，并通过了《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发展理论总

结》《2021—2026年模式更新纲要》等文件，勾勒出

“新卡斯特罗时代”的雏形，这是老挝人民革命党进

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应该学习借鉴的宝贵资源。2022
年，古巴总理曼努埃尔·马雷罗·克鲁斯访问老挝，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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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西苏里表示两国政

治关系牢固，在双边问题、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相互

支持，并提出要继续加强教育、体育和公共卫生等

领域合作，双方通过签署 4项合作协议，加深了对

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三)探索马克思主义与老挝国情相结合的发展

道路

1.彻底抛弃“资本主义速亡论、社会主义速胜

论”的教条主义观念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

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

预言，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历任领导人对此始终坚

信不疑。自 1986年颁布新的经济政策以来，老挝人

民革命党及时调整内外政策，纠正急躁冒进、直接进

入社会主义阶段等错误思想，并立足于经济体制改

革，进行了一系列革新策略，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

经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重大转变。1989年，老挝

人民革命党四届七中全会强调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具

体国情进行再认识，明确老挝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并重新调整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路线，由直接进入社

会主义转向继续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

迈入社会主义创造各种要素。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中，老挝人民革命党内部一致认为，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在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

阶段的情况下，“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且艰辛的社会

主义过渡时期”。截至2022年年底，老挝的经济社

会发展已经取得了10项重要成就。在老挝第九届

国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上，总理潘坎·维帕万表明老

挝深入贯彻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在经济

增长、财政收入和债务清算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当前，老挝正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

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而非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之间的矛盾，必须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

生的新变化，以及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并始终将“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

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

主义道路建设。

2.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

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

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

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老挝人民

革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革新开放政策

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扫除了以往老

挝人民思想上的障碍，老挝人民革命党开始正式探

索适合本国特殊国情的发展道路，充分体现出世界

上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没有单一固定的发展道路和

模式，而应是不断变化与革新的，应在实践中不断发

展和完善。例如，老挝采取在农村推广家庭承包制、

在城市进行企业革新、调整经济结构及实施国家调

节的市场经济等措施，使经济实现持续且快速的发

展。2022年9月，以“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模

式：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第九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

举行，中国、老挝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围绕着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发展模

式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国际视角”三

个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得出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下，各自对社会主义发展规

律进行自主探索，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

发展模式的结论。对此，老挝人民革命党始终坚持

“运用发展的观点驾驭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辩证分析

老挝国家建设中变与不变的因素，领导老挝和老挝

各族人民的事业顺势而上，迈向新阶段、达到新高

度、进入新境界”。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老挝经济

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腊西·乔本潘指出，在当今时

代，老挝人民革命党应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

研究和实践经验上的交流与总结、不断创新发展思

路，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才

能擘画更清晰、更稳健的建设蓝图。

三、老挝人民革命党推动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展望

老挝人民革命党勇于直面困难，将实现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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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事业

取得丰硕成果。在不久的将来，老挝人民革命党将

通过坚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采

取多元平衡外交及实施社会主义定向革新等，不断

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类风险与挑战，老挝未来发展

前景无限光明。

(一)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发

展方向

老挝人民革命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

进的政党，自建党以来，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

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治制度不动摇，并明确提出六

项基本原则，强调党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领导核心，社

会主义是老挝的前进方向。

今后，老挝人民革命若想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取得新突破，一方面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凯山·丰

威汉思想为指导思想，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独立自主

且坚定地走具有老挝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独

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自力更生的

基础上善于吸取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探

索的经验教训，并勇于回击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

势，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加以防范，力争在民主

法治、经济建设、革新开放、文化发展、民生保障和医

疗教育等方面取得更多崭新成就。另一方面是在与

时俱进中坚持发展具有老挝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时

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优良的理论品质，也是老挝人民

革命党不断创新和前进的动力。以通伦·西苏里为

代表的新一代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领导人更应准确

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坚守

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

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老挝国情相结合，深化

对社会主义的深层认识。同时，及时对社会主义探

索策略和方针进行调整，确立与时俱进的党的思想

路线内容，使党的思想路线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紧扣老挝人民群众脉搏，发出人民声音，充分显示

老挝历史创造的厚度、实践推进的深度和联系群众

的广度。

(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和

凝聚力

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后一直强调：“必须加强党

的自身建设，强化党的执政意识，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和执政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社会主义理

论和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需要老挝人民革命党进一步

探索和总结。

首先，重视党员干部素质教育和党风建设。进

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使党成为政治上、思想上和行

动上的统一体，研究、运用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

继续完善各级党委工作，严惩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

现象，加强对党员党性的日常廉洁教育，不断提高党

员和干部素质。

其次，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建设“坚

强、善于全面领导的党支部”活动。善于区分、明辨

入党人员的入党动机，完善入党的条件和流程，充分

保障党员发展的质量，优化党员干部队伍，从基层组

织建设中进一步夯实自身社会公信力。在干部队伍

新老交替中，分阶段、分时期地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

日常教育，坚决杜绝党员干部中的“等、靠、要”思想，

夯实提升党领导、保卫和建设国家的能力。

再次，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全党。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反对教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全体党员积极学习和研究马克

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老挝人民革命党

的方针、路线、政策和法律法规充分融合，提高办事

效率和党的自身建设水平。此外，通过举办理论培

训班和革命传统教育宣传等活动，增强老挝人民革

命党党员对社会发展阶段、人民民主制度和革新路

线的理解，不断强化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开展多元平衡外交，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

进入 21世纪以来，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外交工作

取得了重要成就，与中国开启了双边关系新时代，与

越南的特殊关系获得了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双边

和多边关系也取得了新突破。

为更好地塑造老挝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

··48



2024.1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首先，老挝人民革命党应继续奉行多方向、多方面、

多层次、多形式的外交政策，在坚持和平、独立、友

好、合作的外交路线基础上，实施预防性外交方针，

“继续扩大多形式、多层次的国际合作，通过各种符

合形势的策略与方式参与解决矛盾冲突、维护地区

和国际和平、促进合作，继续发展和扩大与各战略合

作伙伴国家已经升级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其次，善于评估国际形势、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在国内革新战略实施中，要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

路线，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凯山·丰

威汉思想武装全党。在对外开放政策落实中，坚守

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

发展倡议，并加强“和平演变”蜕化的风险防范意识，

发挥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

的作用，推动老挝地区与国际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应秉承相互尊重主权和互利共赢的原则，

通过与其他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积极寻求彼此利

益的平衡点，持续“扩大对外合作和融入国际合作地

区一体化，扩展双多边合作”，进一步参与和融入亚

太地区经贸合作，共同推动东盟命运共同体和其他

合作机制建设，这将更大程度地提升老挝人民革命

党的国际影响力。

(四)重新审视发展阶段，探索老挝社会主义的定

向革新

老挝人民革命党科学分析本国国情，对本国的

发展阶段问题进行重新定位，明确表明老挝目前正

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老挝社会主义

的定向革新虽然发展道路迂回曲折，但未来前景一

片光明。

经济上，老挝人民革命党规定继续贯彻“三多一

平等”的经济结构，着手研究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2021年，通伦·西苏里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就老挝第九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五年

计划作报告，其中提出国民社会经济发展将关注的

“六大目标”，表明老挝将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培

训、人民生活、绿色环保、基础建设、国际合作和行政

管理等方面下手，推动老挝向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主义定向道路迈进。为满足国际形势变化

的需要，老挝人民革命党将不断优化经济产业结构，

加强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

质量、稳定地发展，以实现到2025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2887美元的目标，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

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从“陆锁

国”向“陆联国”转变战略的有效对接。此外，当前及

未来一段时期内，老挝人民革命党将全面推进教育、

文化、卫生和体育事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建设，建设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在人民生活水

平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增强老挝人民对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结语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老挝的国际

影响力持续提升。老挝人民革命党正确认识和继承

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独

立思考、批判吸收，使老挝的社会主义制度具备了其

他社会制度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长期以来，老挝

人民革命党认为党是夺取国家革命一切胜利的组织

者和领导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忠于马克思列宁主

义，有选择地吸收各兄弟党的经验，才能引领老挝

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此外，老挝对社会主义道

路的探索任重而道远，为更好地推动老挝经济社会

发展、使老挝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必须充分发挥

老挝人民革命党对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

用，发扬党内团结、全国参谋的优良传统，全面贯彻

实施党的各项优良方针政策，推进经济社会等各领

域建设取得预期成果。未来一段时期内，老挝人民

革命党将继续贯彻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国家战

略，保持经济年均增长率和人均 GDP持续稳定增

长的态势，尽快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老挝人民革命党将不断战胜前进道

路中的各类风险与挑战，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发

展方向，全面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构建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探索老挝社会主义的定向

革新等前瞻性举措；同时继续围绕党的政策、国家

法律和当前社会经济形势，着力深入研究，以彻底

··49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2024.1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性、创造性、远见性、理论性和导向性的方式对各项

问题作出卓越贡献。

注释：

①申旭，汤家麟 .老挝问题资料选编1975-1986：上[M]. 昆
明：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

所，1987：35.
②柴尚金 .老挝：在革新中腾飞[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5：70.
③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 3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5.
④聂锦芳 .重读马克思[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01.
⑤ 2[M]. -

, 1987: 201.
⑥马克思 .资本论：第 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1.
⑦占塔琅西 .老挝人民革命党确立老挝迈向社会主义的

路线[J]. 当代世界，2018(6)：32-35.
⑧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159.
⑨列宁 .列宁选集：第 3卷[M].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66.
⑩6 4.3％[EB/OL].(2022-

06-13)[2023-06-26]. https://kpl.gov.la/detail.aspx?id=67204.
柴尚金 .老挝：在革新中腾飞[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5：9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592.
Boungnang Vorachith:

[EB/OL].(2021-01-15)[2023-
06-26]. https://kpl.gov.la/detail.aspx?id=57296.

柴尚金 .老挝：在革新中腾飞[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5：47-48.
 4[M].

, 1990: 23-30.
60 [M]. ,

2015: 62.
Boungnang Vorachith:

[EB/OL].(2021-01-15)[2023-
06-26]. https://kpl.gov.la/detail.aspx?id=57296.

60 [M]. ,
2015: 49.

 [M].
, 2016: 30.

潘金娥 . 动荡变革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砥砺前

行——2020—202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J]. 世界社

会主义研究，2021(8)：46-55，9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588.
 -

[EB/OL].(2023- 06- 16) [2023- 06- 26].
https://kpl.gov.la/detail.aspx?id=73719.

阮富仲 .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

实践若干问题[M]. 河内：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2022：126.


[EB/OL].(2022- 06- 27) [2023- 06- 26]. https://kpl.gov.la/detail.
aspx?id=67489.

越通社 .国家统一 48周年：激发对繁荣和幸福的社会

主义社会渴望的成就 [EB/OL].(2023-04-28) [2023-06-26].
https://link.gov.vn/DDERNLpu.

潘金娥，贺钦，荀寿潇，等 .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新探

索[J]. 国外理论动态，2013(1)：106-113.
申旭，汤家麟 .老挝问题资料选编：1975—1986：上[M].

昆明：成都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

所，1987：346.
王承就 .古巴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

究，2019(2)：118-128.
 [EB/OL].

(2017- 09- 02) [2023- 07- 05]. https://kpl.gov.la/detail.aspx?id=
21884.


[EB/OL].(2022- 10- 03) [2023- 07- 04]. https://kpl.gov.la/detail.
aspx?id=69132.

 2[M]. -
, 1987: 200.

10 2022[EB/OL].(2021-12-31) [2023-
06-26]. https://kpl.gov.la/detail.aspx?id=70690.

··50



2024.1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
[EB/OL].(2022-12-05) [2023-06-26]. https://kpl.gov.

la/detail.aspx?id=7024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588.
徐秦法，原理铎 .老挝人民革命党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

识与实践[J]. 东南亚纵横，2022(4)：56-66.
 4[M]. -

, 2005: 179.
海贤，罗琴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

析[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2)：63-70，91.
 [M].

, 2016: 21.
肖枫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大扫描：上卷[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470.
 -

IX[EB/OL].(2021- 03- 23) [2023- 06- 26]. https://kpl.

gov.la/detail.aspx?id=58425.
潘金娥 .老挝社会主义定向的革新[J]. 世界马克思主义

研究，2021(2)：108-121.
吴彬康，姜士林，钟清清 .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

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卷[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280.

Thongloun Sisoulith:
XI[EB/OL].(2021-03-03) [2023-06-26]. https://kpl.

gov.la/detail.aspx?id=58095.
Boungnang Vorachith:

-
[EB/OL].(2021- 01- 15)

[2023-07-26]. https://kpl.gov.la/detail.aspx?id=57296.
 -

[EB/OL].(2023-06-26)[2023-07-26].https://https://
kpl.gov.la/detail.aspx?id=73896.

LPRP's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ist Road: History and Future

Xu Qinfa Pang Guangpeng

Abstract：Since th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LPRP) has made new explorations on the socialist road, and the social outlook of Laos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LPRP h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it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ist move⁃
ment and drawn the conclusion that socialism is inevitable in Laos'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s well a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rrect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con⁃
temporary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exploration of new theories and practical paths, the LPRP regards Marxist though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ion guide of the party, earnestly follows and grasp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road to social⁃
ism, and successfully applies Marxism-Leninism to the Laos reality, embarking on a socialist development path in line with
Lao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particular, the LPRP has realized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odel
by tak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t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Vietnam and D.P.R. Korea
as th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os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LPRP will
continuously overcome all kinds of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its way forward, tak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as the highest
ideal and goal, constantly sum up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and firm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ocialism;
strengthen the party's self-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arty's combat effectiveness and cohesion; adopt
a pluralistic and balanced diplomacy to buil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win-win cooperation; re-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stage, explore the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direc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Lao
socialism, and strive to promote new progress and new achievement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Lao socialism construction.

Key words：Lao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socialist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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