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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1 世纪以来，尼联共( 毛) 逐步放弃了原来激进的纲领政策，在指导思想、斗争策略、革命道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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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发展的要求。尼联共( 毛) 的变革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尼联共( 毛) 社会主义 变革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 2013) 03-0070-04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拉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项目编号: 11XKS013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尼泊尔联合

共产党( 毛主义) 的变革与转型研究”( 项目编号: 2012M520334) 、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尼泊尔联合共产党( 毛主义) 的变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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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联合共产党( 毛主义) ［下文简称尼联
共( 毛) ］成立于 1995 年 3 月，目前是尼泊尔第一
大党和主要执政党。1996 年 2 月 13 日，尼联共
( 毛) 因尼政府拒绝接受其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
国的要求，宣布发动“人民战争”。2001 年在“人
民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尼联共( 毛) 根据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
验教训 的 基 础 上 开 始 进 行 政 治 变 革。尼 联 共
( 毛) 的变革主要是策略而非战略的转变，其实质
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一、21 世纪以来 尼 联 共 ( 毛) 的 政 治
变革

( 一) 在指导思想上，从坚持马列毛主义到创
立普拉昌达路线。建立伊始，尼联共 ( 毛) 就坚持
以马列毛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主张用马列毛
主义武装全党。在领导尼泊尔革命的过程中，尼
联共 ( 毛) 逐步认识到，要取得尼泊尔革命的成
功，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
际结合 起 来，以 灵 活 的 方 式 发 展 自 己 的 理 论。
2001 年 2 月尼联共 ( 毛) 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思想体系———“普拉昌达路
线”。“普拉昌达路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尼泊尔现实条件下的应用。普拉昌达对此解释
道:“社会主义革命有两种模式，包括十月革命模
式和毛主席创立的‘人民战争’模式。就‘普拉昌
达路线’而言，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这两种模式，
而必须吸收这两种模式的长处。因此，‘普拉昌
达路线’是人民起义模式和‘人民战争’模式的融
合。在 21 世纪的具体背景下，我们试图在尼泊尔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①尼共联( 毛) 强调“普拉昌

达路线”只适用于尼泊尔。
( 二) 在斗争策略上，从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

到重视城市武装暴动。尼联共( 毛) 成立后将发
动“人民战争”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选择。尼联
共( 毛) 在 2001 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提出了城市武装暴动的策略。关于这一策略，尼
联共( 毛) 指出，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
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必须把武装暴动和持久的
“人民战争”的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一场真
正的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尼联共( 毛) 认为城市
武装暴动的军事路线包含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从
一开始无产阶级政党就要在反动国家的中心进行
政治宣传; 以革命性的要求为基础训练包括工人
阶级在内的群众，连续地开展罢工和街头斗争; 有
计划地在敌人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开展工作; 在
中央层面与各种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坚
决的斗争; 最后，在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通过武装
起义夺取中央政权。尼联共( 毛) 还提出了关于
武装暴动的指导原则: 即有计划地准备武装暴动
的原则; 确定军事路线的原则; 发动人民和建立军
队的原则; 发展根据地的原则; 党领导武装暴动的
原则; 宣传和教育群众的原则，等等。②

( 三) 在革命道路上，从主张暴力革命到认同
议会斗争。尼联共( 毛) 成立伊始就否定议会道
路，认为热衷搞议会斗争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
表现。2001 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尼联共
( 毛) 的看法有了重大转变，认为在坚持武装斗争
的同时，并不应该完全排斥议会道路。在 2003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普拉昌达作了《目前的
形势和我们的历史任务》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发
展 21 世纪民主”的新思想，即保证在反帝反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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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宪法框架下，通过组织政治竞争实现
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③2005 年 8 月在
罗尔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尼联共( 毛) 再次肯定
了 2003 年的上述决定，指出:“我们发动‘人民战
争’，不反对或者说大体上是不反对多党民主的。
它主要的是反对封建独裁统治、反对封建制度”。
同时，尼联共( 毛) 还强调这种多党民主的反帝反
封建的性质，指出: “我们是在特定意义上，在特
定的宪法框架之下讨论多党民主的。我们讲的不
是资产阶级和议会民主。这个多党民主将是反帝
反封建的。换句话说，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宪法
框架之下多党民主才是可能的。”④

( 四) 在党的运行机制上，从集权制转变为分
权制。尼联共 ( 毛) 成立以来实行的是党主席的
集中领导制，重大战略决策由政治局和常委会讨
论，但最终决定由党主席普拉昌达作出。这种领
导体制集中有余而 民 主 不 足。2009 年 7 月 30
日，尼联共( 毛) 中央委员会在首都加德满都召开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实行集体领导制。
该党中央领导集体除了普拉昌达外，还包括三名
新任副主席———基兰、巴特拉伊、普拉卡什，新任
总书记巴德尔以及两名书记处书记———高达夫、
迪瓦卡，共七人。2011 年 7 月，尼联共( 毛) 又对
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具体职责进行了分工: 普拉昌
达作为党的总负责人; 巴特拉伊负责党的议会党
团的工作，并在将来组建共识政府时作为党的总
理候选人; 基兰负责组织部和纪检部的工作; 巴德
尔负责军事部门和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普拉卡什
将在政府中任副总理和内务部长; 高吉尔负责统
一战线工作，并与迪瓦卡一起负责和平进程的谈
判工作。⑤与此同时，对于党的重大决策，中央委
员也被允许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 五) 在军队问题上，从坚持“党指挥枪”到接
受“人民解放军”的整编。2006 年 11 月 21 日尼
共( 毛主义) 与七党联盟政府签订的《全面和平协
定》规定:“临时内阁应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检
查、整编、复员毛主义者的武装人员。”⑥协定签订
后，“人民解放军”被安置在全国 28 个兵营里，在
联合国驻尼泊尔特派团的监督下实行集中控制和
管理。这支受监控的部队最初曾高达 3 万多人，
后来经联合国尼泊尔特派团的甄别，最终留下的
约有 1. 9 万人。2011 年 11 月 1 日，执政党尼联共
( 毛) 和尼泊尔大会党、尼泊尔共产党( 联合马列)
等主要政党达成“七点协议”。根据协议，1. 9 万
多名先前由尼共( 毛主义) 领导的武装人员中，
6500 人被整编为政府军，受军方领导，但仅限于
执行非战斗任务，例如参与建设、维护林业和工业
安全。其余武装人员可选择重新融入社会，当局
向他们发放 50 万至 80 万卢比( 约合 6300 美元至
1. 1 万美元) 不等的安置费，作为开始新生活的启

动资金。整个整编和安置于同年 11 月 23 日结
束。与此同时，尼联共( 毛) 的准军事组织共青团
也将被取消。

二、尼联共( 毛) 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 一) 国外势力对尼泊尔政局的干涉是尼联
共( 毛) 变革的客观依据。自 1996 年“人民战争”
发动到 2001 年，尼联共( 毛) 控制了尼泊尔 80%
的农村地区，并在 21 个县建立了人民政府。此时
尼联共( 毛) 与尼泊尔政府之间的对抗处于均势
的状态。“9·11”事件后，国际社会普遍对诉诸武
力和恐怖主义的行为严加谴责。尼泊尔政府也借
机将尼联共( 毛) 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并呼吁国
际社会加强与尼泊尔的反恐合作。一些外国政府
很快作出了回应。2001 年和 2002 年，印度向尼
泊尔提供了总价值为 39. 6 亿卢比( 约合 8800 万
美元) 的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和直升机。⑦英国则
派出军事专家训练尼泊尔安全部队，并向尼提供
大量的军事装备，包括两架直升机和两架小型飞
机。2002 年美国国务卿克林·鲍威尔和负责南亚
事务的副国务卿克里斯蒂娜·罗卡先后访问尼泊
尔，向尼政府承诺美国政府将支持其打击毛派分
子。2003 年，美国将尼联共( 毛) 列为其他恐怖主
义组织名单，并与尼政府签署了为期四年的反恐
协议。2001—2004 年，美国向尼政府提供的军事
援助超过了 2900 万美元。在这种形势下，尼联共
( 毛) 担心，如果通过武力占领首都，外国势力势
必将对尼泊尔局势进行进一步的干预。正如普拉
昌达在 2006 年 2 月接受 BBC 记者采访时所指出
的:“在我们开展人民革命时，在我们一开始对皇
家军队发动进攻时，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军事占领
加德满都。但是后来，随着美国、英国和印度等国
家开始在军事上支持皇家军队镇压我们的人民战
争和尼泊尔人民的反抗———这造成了一些困难。
这就是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仅仅通过军事的
方式无法实现我们目标的原因。”⑧ 在这种情况
下，尼联共( 毛) 要最终争取全国胜利，就必须采
取新的策略。

( 二) 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的转
变是尼联共( 毛) 变革与转型的内在要求。2005
年 2 月，贾南德拉国王以“腐败、无能”和“反恐不
力”为由解散了德乌帕政府，由他亲自组阁成立
新的大臣会议( 内阁) ，与此同时，他宣布全国进
入紧急状态，并拘押了各议会党派的领导人。国
王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各议会党派强烈反对，他们
结成反王室的“七党联盟”，要求国王恢复民主政
治。在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自
己的条件下，尼联共( 毛) 审时度势地决定和其他
政党和解。2005 年 11 月尼联共( 毛) 与“七党联
盟”达成“12 点共识”，联手反对国王的独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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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2006 年 4 月，尼联共( 毛) 策应“七党联盟”
发动了人民运动，迫使国王交出权力，恢复议会选
举。5 月 3 日，“七党联盟”新政府摘掉了戴在毛
派头上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取消了针对毛
派领导人的红色通缉令，释放并赦免了所有在押
的毛派成员。2006 年 11 月 21 日，尼联共( 毛) 与
新政府签署《全面和平协议》，这标志着尼联共
( 毛) 放弃了暴力革命，走上了议会民主的道路。

( 三)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
与反思是尼联共( 毛) 变革的理论依据。关于议
会道路的选择，普拉昌达指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
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曾采取过和平的议会策略，
后来在一战和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背景下，它们
又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在抗日战争之前，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抗
战爆发后，中共开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共同抗击
日本侵略者。抗战结束后，中共与国民党政府进
行谈判，并签订了和平协定。如果不是后来蒋介
石撕毁协定，中共将会通过和平的方式组建政府
并完成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马
克思主义政党要善于根据形势将议会斗争与武装
斗争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有利时机，不断推
进革命事业的发展。⑨关于接受多党民主，尼联共
( 毛) 认为，20 世纪的经验证明，国家政权的不断
民主化，是比夺取国家政权更加困难和更加复杂
的问题。20 世纪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的衰败就表明，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现实的环境
大大增加了党堕落成官僚的、追求名利的和沉迷
于物质享受的阶层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危险的增
强，党将变得更加流于形式和脱离群众。这个过
程在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必定会转化成反革命。
为了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就要发展有组织的机
制和制度，使党始终为人民服务，并处于无产阶级
和劳动群众的监督和管理之下。⑩可以说，国际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经 验 教 训 的 总 结 与 反 思 为 尼 联 共
( 毛) 的变革准备了理论依据。

三、尼联共( 毛) 变革的成效、实质及面
临的问题

尼联共( 毛) 的变革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中的一个重大而又颇具争议的事件，只有对这
一事件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
结论。

( 一) 尼联共( 毛) 的变革推动了长达十年、造
成 1． 3 万人死亡的尼泊尔内战的结束。在尼联共
( 毛) 的努力下，2008 年 5 月，尼泊尔制宪议会宣
布废除君主制，结束了延续近 240 年历史的沙阿
王朝，成立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2008 年 8
月执政后，尼联共( 毛) 以务实、积极和进步的态
度领导联合政府，使尼泊尔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如 2008 年 9 月 6 日，尼联共( 毛) 政府宣布废
除在尼泊尔中西部地区盛行了几百年的农奴制
度———哈里亚制度。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改变
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尼泊尔的贫
困落后状况，尼联共( 毛) 政府承诺要将社会经济
改革作为工作重点，用十年时间改变尼的面貌，20
年走向繁荣，使尼泊尔成为“亚洲的瑞士”，人均
国内生 产 总 值 将 从 300 美 元 上 升 到 十 年 后 的
3000 美元，并提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计
划。在外交领域，尼联共( 毛) 还积极走向国际舞
台，寻求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极大地拓展了
其外交空间。为了改变政府形象，尼联共( 毛) 执
政后对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尼联共( 毛) 的变革确实给尼政坛和社会带
来了新气象。

( 二) 尼联共( 毛) 的变革只是策略转变。对
于尼联共( 毛) 的变革，国外一些极左翼政党以及
尼联共( 毛) 党内的强硬派一直指责尼联共( 毛)
已经变成了一个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或已经
社会民主党化了。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尼联共
( 毛) 与社会民主党是有着原则区别的。从最近
刚刚结束的尼联共( 毛) 第七次代表大会来看，在
指导思想上，尼联共( 毛) 仍然坚持以马列毛主义
作为自 己 的 指 导 思 想; 在 奋 斗 目 标 上，尼 联 共
( 毛) 认为尼泊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
成，当前的任务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未尽的
事业，最终在尼泊尔实现社会主义。在实现手段
上，尼联共( 毛) 主张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对资本主
义的替代，但在和平手段失败后也不放弃重新拿
起武器。在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认识上，尼联
共( 毛) 认为，自 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是由资
本主义的贪婪引发的，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克服资
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目前尼联共
( 毛) 的变革只是策略转变，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 三) 尼联共( 毛) 的变革是一个长期、复杂、
艰巨的过程，其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首先，
关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执政后，尼联
共( 毛) 的地位和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给党创造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新条
件，同时也使党内滋生了官僚主义、骄傲自满、贪
图享乐等不良作风。正如普拉昌达所指出的:
“党的无产阶级行为方式和工作作风正在急剧退
化，关心集体，为党和革命事业而奉献的积极主动
性和牺牲精神正在逐步为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所取
代。同志之间的互相帮助、互敬互爱和善意批评
也正在逐步为各谋其利、排除异己、恶意攻击所代
替。一方面，经济上的混乱和不透明正在使党迅
速地丧失共产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同志之间的
纯洁关系也正在变成一种相互猜疑的病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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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正在消失，资产阶级的消费
方式正在逐步地蔓延。”瑏瑡这些不正之风严重损害
了尼联共( 毛) 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无疑将对尼
联共( 毛) 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关于如何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
尼联共( 毛) 自成立以来内部一直存在着强硬派
和温和派之间的斗争。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副主席基兰、总书记巴德尔和政治局委员巴桑塔。
温和派的代表是副主席、现任尼泊尔总理的巴特
拉伊。强硬派认为，武装起义是夺取政权的唯一
方式，其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是尼泊尔新民
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温和派者认
为，在坚持武装起义的同时，也不要放弃和平人民
运动和议会斗争，军队合并是将革命成果制度化
的新途径。2011 年 11 月 1 日，在尼联共( 毛) 与
其他主要政党签订有关军队合并的《七点协议》
后，强硬派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背叛革命，他
们还公开要求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辞职。2012
年 6 月 16 日，基兰带领原尼联共( 毛) 约 1 /3 的中
央委员脱离尼联共( 毛) ，另行组建新党———尼共
( 毛) ，原毛派支柱和根基的 26 个工农学知妇团
体中，亦有 19 个加入新党。这一分裂使尼联共
( 毛) 的实力地位大为下滑，势必对其进一步发展
造成严重影响。

再次，关于如何独立自主地推进变革的问题。
在尼联共( 毛) 执政后，为了达到控制尼泊尔以及
防止尼联共( 毛) 倒向中国的目的，一些外国势力
如美国和印度一直设法推动尼联共( 毛) 按照西
方政党制度进行改造，转型成为“民主政党”。在
2009 年 5 月迫使普拉昌达辞职的军政风波中，印
度施加了积极和显著的影响，并最终迫使尼联共
( 毛) 放弃了原有的单位整合的方案，接受了个人
整合的模式，从而阻止了尼联共( 毛) 对军队的控
制。2008 年 5 月，美国修改了此前不同尼联共
( 毛) 对话的政策，但仍拒绝将其从美国所确定的
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声称这将取决于该组织参
与尼泊尔民主进程和“放弃暴力”的程度。在尼
联共( 毛) 完成“人民解放军”与尼泊尔军队的合
并并决定解散其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
团”后，美国才宣布不再把尼联共( 毛) 列为恐怖
组织。因此，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推
进党的变革，防止党蜕变成为丧失了革命性的纯
粹的议会政党，将是对尼联共( 毛) 的巨大考验。

四、结语

尼联共( 毛) 的政治变革时间还不长，特别是
有些观点和做法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如
军队国家化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多党竞争
的问题等，但这毕竟是尼联共( 毛) 的可贵探索，

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列宁在谈到向社会主
义的转变时曾指出: “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
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
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
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
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
的特点。”瑏瑢列宁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尼
联共( 毛) 的政治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
我们也应该看到，尼联共( 毛) 的变革是在极其复
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尤其是在其执政后，一些外国
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对尼联共( 毛) 施加影响，力图
使尼联共( 毛) 转变为纯粹的议会政党，进而成为
它们的反华工具，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自 2007 年我们党与尼联共( 毛) 建立联系以来，
两党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尼联共( 毛) 十分珍
视与我党的关系，其领导人也多次表示愿意进一
步加强与我党的党际关系，学习和借鉴我党在治
党治国 方 面 的 成 功 经 验。当 前 正 处 于 尼 联 共
( 毛) 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应当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与尼联共( 毛) 的关系，加强
与尼联共( 毛) 的沟通和交往，推动两党友好关系
朝着健康稳定持续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 周勇进、姬东《尼共( 毛) 领袖欲访韶山 学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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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 Inevitable Need of
History”，see http: / /www． ucpnm． org /english /adopted-
resol． php．

③⑩“Present Situation ＆ Our Historical Task”，in The
Worker，No． 9，February 2004．

④［印］斯帕夫·魏瓦德瑞金《专访尼共毛派普拉昌达同
志》，载于 2006 年 2 月 8 日、9 日和 10 日《印度教徒报》。

⑤“UCPN-M lays to rest intra-party feud”，in The
Himalayan Times，July 2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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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oist) ”，see http: / /www． peace． gov． np．

⑦《印度近年向尼泊尔提供资金援助打击反政府武
装》，载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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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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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handa”，see http: / /krishnasenonline． org /main /news．
php? pname = Theredstar＆id = 487＆cata_name =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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