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研究》1 9 9 3 年第 5 期

米利班德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 陈炳辉

拉尔夫
·

米利班德 (R a
伟h M ili ba

nd )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
, “

工具主义
”

的国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工具主义的分析
,

与此

同时
,

他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探索
,

主张通过改良主义的战略走向

社会主义
。

当代西方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

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自由
、

民主的典范
,

视为
“

政

治现代化
”

的唯一模式
。

而米利班德则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抱着一种批判性的态度
。

他

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

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
。

但是他否认打

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

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
,

采取改良主义的战略
,

改造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

从而达到社会主义
。

米利班德认为
,

对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

马克思主义内部历来都存在着两种

战略的争论
,

一种主张革命的战略
,

一种主张改良主义的战略
。

在这种争论中
,

改良主义往往被

人们所曲解
,

改 良主义被看成是同革命相对立的
,

人们把改良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相混

淆
。

为此
,

他提出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的改 良主义的真实含义
,

将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与资产

阶级的社会改良严格地区别开来
。

米利班德指出
,

所谓社会改 良
,

是资本主义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
,

这种社会改 良不想对资

本主义社会实行全面的改革
,

使之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

反而是把社会改 良当作反对

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措施
。

社会改良要求在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
,

进行一些局部性

的改 良
,

这种改良也想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
,

但是其目的恰恰是要保障
、

维护资本主义社

会的继续生存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
“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就

是属于这种社会改良
,

工人运动内部的工联主义的意识也是属于这种社会改良
。

二十世纪 以

来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工会
、

工党也是主张这种社会改良的
,

它们的主要领导和主要人

员
,

稳定而舒适地生活在现在的社会秩序中
,

根本无意从事全面的变革活动
。

他们同保守党多

少是一样的
,

只把社会改良当成为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

用以抵挡激进和迅速改良的压力
。

他

们的改 良是以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 目标
,

他们所讲的
“

社会主义
”

只不过是一种修

辞的手段
。

按照米利班德的看法
,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改 良主义故略
,

同上述的社会改 良是根本不一样

的
。

改良主义战略尽管也是寻求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范围内的各种各样的改 良
,

似乎同上述

的社会改良有相似之处
,

但是它同上述的社会改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

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

战略
,

是把改良看作是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

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步骤和手段
;而上

述的社会改良则是要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

防止社会主义的出现
。

米利班德认为
,

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主张革命战略的人
,

往往错误地把改良主义战略同革命

战略对立起来
,

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混淆起来
。

在他看来
,

在资产阶级 民主制度中的改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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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同推进革命目标并非是不相容 的
,

相反
,

它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推进革命目标进程中

的一个合理战略
,

这种改良主义毕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
,

它与革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

因

此他认为
,

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改良主义战略和革命战略的区分是错误的
,

因为改良主义战略

并不反对革命
,

而是革命进程中的合理战略
,

应该摒弃改良主义战略和革命战略的对立
。

传统上
,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许多人认为
,

主张改良主义就是反对革命
,

主张革命就要反对

改良主义
。

米利班德认为
,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

改良主义与社会主义 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
,

是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
,

它与革命并不冲突
。

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战略不是同革命战略相对

立
,

而是同武装起义的战略 (亦即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战略 )相区别的
。

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

可以象俄国的十月革命
,

实行武装起义
,

夺取国家政权
,

但是也可以采取改良主义的战略
。

米利

班德主张
,

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在具备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传统的国家
,

通过改 良

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合理的可行的
。

米利班德所主张的改良主义战略
,

首先是强调这种改 良主义必须是在资产阶级 民主所规

定的宪政范 围内进行的
,

它是 以合法形式出现的
,

是现存的资本民主制度的基础上的政治斗

争
。

当然这种合法性本身
,

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 目标
,

恰恰相反
,

它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民

主制所提供的合法形式
,
争取实现社会主义

。

这种改良主又战略的重点是放在选举上
,

争取社

会主义的政党能够在各地方和全国的议会中取得多数
,

甚至能够在总统的竞选中获胜
,
也就是

说
,

要争取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选举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
,

参加从地方到中央的议会
,

参加

政府
,

彻底地进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

并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
。

问题在于改良主义是否能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
,

米利班德认为在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尽管尚示有这种成功的先例
,

但是通过改良主义战略实现社会主义仍然是可

能的
。

他论证了改 良主义战略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可行性
,

并提出了 自己的某些构

想
.

米利班德认为
,

作为改 良主义战略的第一步
,

就是要使得共产党能够取得国家的权力
。

当

然并不是通过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

而是通过选举上台
。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
,

共产党

可以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
,

组成一个左翼联合政府
,

并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甚至是

支配的作用
,

并进行一次巨大的社会经济改革
,

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
,

最终达到社会

主义
。

长期以来
,

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议会选举存在着这样的看法
:
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在

选举中有获胜的可能的时候
,

那么统治阶级就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

就可能发生右翼独裁力

量的先发制人的打击
,

就可能发生右翼独裁力量的政变
,

使选举无法进行
,

甚至会导致宪政制

度被废除
,

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权就会出现
。

米利班德认为
,

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大
,

但是把

这种可能性当作必然性是没有道理的 ; 他指出
,

在许多情况下
,

右翼的独裁力量的政变并非一

定要发生
,

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强大的选举传统
,

又具有基础牢固的工人运动的国家
,

并非会发

生那种右翼政变
,

选举会正常进行
,

这种选节可能使左翼政府上台
,

共产党在政府中拥有大量

的甚至是占优势的代表
。

这样共产党就能掌权
,

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改造
,

往社会主义的方向

发展
。

、

通过选举执政的共产党或左翼政府
,

要贯彻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措施
,

推行国有化
,

强制

经济协调和计划
,

推进有利于低收入者的劳动立法
、

社会福利
、

教育
、

住房
、

运输和环境保护的

政策
.

从而使整个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和发展
。

间题在于通过选举方式上台执政的共

产党或左翼政府
,

又是否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

完成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目标呢 ? 米利攀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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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照样是可能的
,

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预测和分析
。

共产党在选举中获胜
,

并推行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政策
,

这就势必引起旧的保守势力的

猛烈反抗
。

选举中失败的保守势力
,

远未失去自己全部的阶级力量
,

它们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部

门和国家系统的内部
。

数量相当大的国家工作人员
,

可能在思想上
、

政治上
、

感情上仍然站在保

守势力那一边
,

会怀疑甚至反对左翼政府的纲领和政策
。

社会上的保守势力
,

还控制着工业
、

商

业
、

金融业等要害的经济部门
,

也控制着大量的报刊和通讯手段
。

这些保守势力还会得到国际

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利益集团的支持
。

这就意味着阶级斗争不可避免
,

选举中获胜的共产

党及左翼政府
,

将面临严重的阶级斗争
,

这种斗争会发生在国家系统内部
,

也会发生在社会的

每一部分
:

工厂
、

码头
、

仓库
、

商店
、

军营
、

学校
、

报纸
、

广播
、

电视和街道
,

这种斗争具有鲜明的政

治性质
。

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府无法一下子消除这种阶级斗争
,

但是要设法防止它转变为战争
,

要努

力把紧张的阶级斗争保持在宪法的范围之内
。

左翼政府已经通过选举获胜而取得国家权力
,

具

有宪法上的合法性
,

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

选举中能够获胜
,

说明国家内部和社会上的左派势

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力量
,

他们会支持新政府所推行的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纲领和政策
。

当

然
,

保守势力也许会偏离宪法的道路
,

采用暴力
、

内战和军事政变的方法
,

来推翻左翼政府
。

左

翼政府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
,

将此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
。

改 良主义的左翼政府要推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
,

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目标
,

关键是

要有人民的支持
。

左翼政府在选举中能够获胜
,

说明了人民对左翼政府的支持
,

政府应当使得

投票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民的支持能够继续地保持下来
。

这就要求一个人民参与的机构网
,

这种机构不是取代国家
,

而是新的国家的有力补充
,

是支持新的国家的重要力量
。

这是一种既

有国家机构本身
,

又有人 民参与的机构网的
“

双重政权
” 。

米利班德认为
,

只有这样做
,

才能在各

个方面极大地扩展民主
,

在这样的过程中改变原来国家的性质和资产阶级民主形式
,

超越资产

阶级的民主
。

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战略
,

否认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

他认为
,

在现代资

本主义的民主制国家
,

不应该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重建一种新的国家机器
,

而应该通过

改良主义改造原有的国家机器
,

从而达到社会主义
。

马克思
、

恩格斯说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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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利班德承认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

但是并不认为从这个命题可以推论出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

在

他看来
,

改良主义的战略同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的命题并非不相容
。

因为
,

改 良

主义并非主张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

而是主张改良或改造现成的国家机器
,

根本改变现

存的国家结构
、

运转方式和工作人员
。

但是
,

不需要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
,

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全

新的国家机器
,

而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
,

实施改良主义战略来重建
、

改造原

有的国家机器
。

在实施改良主义的过程中
,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是被打碎
,

而是被改造
,

许多的民主制

度被保留着
.

比如
,

多党制的局面仍然保持着
,

甚至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可以继续存在
;
公民

的各种权利
,

包括言论
、

结社等 自由的权利不但得到维持
,

而且还得到加强 ;
代议制的机构不仅

要继续发挥作用
,

而且要加以改善
,

使其能更民主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

总之
,

这是在资本主义

所取得的民主的基础上的改 良
。

米利班德之所以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
,

是基于下面这种认识的
。

在他看来
,

资产阶级的民

主自由制度尽管是不充分的和不可靠的
,

甚至是虚构的
,

但是它毕竟是数百年来人民坚持不懈

5 0



斗争的产物
,

毕竟要比现有的其它国家形式好得多
,

社会主义应当摒弃这种民主 自由的阶级局

限性
,

将其进一步地扩大和发展
。

如果是完全抛弃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那些成果
,

镇压一切反

对派
,

窒
』

息一切公民自由
,

那么不管是出 自必需还是出自选择
,

也不管这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

带来什么成就
,

从政治方面来说
,

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灾难性的倒退
,

即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往

后倒退
。

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战略
,

乓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就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

础上前进
,

建立起一种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局限性
,

能够比资本主义的民主 自由更为

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 自由制度
。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革命
,

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

按照列宁

的思想
,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不是
“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 ,

而只是逐渐走向权力消亡的
“

半国家
” ,

苏维埃代替了旧 的议会
,

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

并且享有 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更为充分的民

主和 自由
。

但是
,

米利班德认为
,

事实上俄国革命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
,

建立起来的还只是
“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 。

由于新的政权面临着国内外敌人的敌视和反对
,

要保卫和巩固革命成果

的话
,

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

它无法扩展人民的民主和 自由
,

相反却导致权力的高度集

中
,

甚至最终导致了极端集权的斯大林主义
。

这样的社会主义仍然缺乏民主的基础
。

所以
,

他

认为打碎 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并没有能够解决社会主义 民主的问题
,

而通过改良主

义
,

倒是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原有国家的性质
,

既能够去掉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局

限性
,

又能够使原有的民主得到扩大
,

实现一种 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

这才是理想的社会主

义之路
。

虽然他承认
,

在许多其它的制度中完全不存在这种改良主义的可能性
,

在那里激烈的

社会变革最终必须依靠武力
,

但是他相信
,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
,

通过改 良主义战略走向社会主义是可能的
,

尽管这种道路充满着危险和困境
。

米利班德否定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下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

主张改良主义

战略
,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
。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
,

如何推进社会主义
,

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

走什么样的道路
,

这本身是值得探索的
。

实

际上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都在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进行 了科学的探索
。

米利班德提出的改

良主义战略也是一种探索
。

问题在于
,

米利班德的一些观点
,

实际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
。

比如

关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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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的
”

的著名命题
,

是

马克思
、

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科学结论
,

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
、

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

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

而米利班德却认为
,

这个命题并不包含打碎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意思
,

这显然是一种曲解
。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

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的精髓
,

而米利班德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

这当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

米利班德实际上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
,

实施改 良主义战略
,

走向社会主义
。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制存在着阶级的局限性
,

主张去掉这种阶级局限性
,

保留那些民主形

式
,

认为如果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话
,

就会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往后倒退
。

这说明
,

他不懂得专政和 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
,

把专政和民主分裂开来
,

对立起来
。

他关于去掉资产阶

级民主的阶级内容而保留其形式的那一套设想
,

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

本文参考书 目
:

1
.

米利班德
: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 》

,

商务印书馆 1 9 8 4 年版
。

2
.

米利班德
: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

,

商务印书馆 1 9 88 年版
。

3
.

米利班德
: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的部分章节

,

英文版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政治学系 ) 【责任编辑 钟 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