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面实现国家民主性变革而奋斗”

———《南非共产党全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评析

王泽壮 杨非凡

【内容提要】诞生于 1921 年的南非共产党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

政党之一，也是迄今非共产党执政的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旗

帜。2012 年 7 月 11—15 日，南非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祖

鲁兰大学召开，大会主题为 “为全面实现国家民主性变革而奋斗”。
大会首先分析了南非共产党的党情、南非的国情以及当代世界的世

情，提出了以“国家民主性变革”为南非共产党今后发展的核心目

标，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现核心目标的一系列具体任务，为南非未

来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总的方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集中地体现了南

非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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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非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召开的背景①

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世界最严重

的一场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创，导致全球金融市场

恶化，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而且使得世界贸易空前恶化，致使包括南非

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遭受巨大影响。

从经济上来看，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南非的外资注入量减少，

国内出口下降，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汽车、地产、旅游等行业都出现了

增长减缓现象，就业人口下降。据统计，2008 年的 GDP 增长率从 2007 年

的 5. 1%下降到 3. 7%，2009 年下滑至 3%，尽管 2010 年到 2011 年有所

回升，但到 2012 年又下降到只有 2%。②

从政治上来看，伴随着经济危机出现的是南非社会分化更趋严重，失

业率居高不下，劳资纠纷难以解决，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层出不穷的经济

社会问题为南非政党政治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非国大从 1994 年开始，

成为南非第一大党，主导南非的政党政治格局，2004 年第三次大选时的

得票率一度高达 69. 69%。然而，随着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社会矛盾的日益

突出，非国大主导南非政坛的局面面临着新的挑战，而南非最大的反对党

“民主联盟”的实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缺乏共

识与利益分化，各种新的政党组织纷纷成立，在南非政坛上日益活跃起

来。从国内的政治发展实践来讲，自 1994 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来，南

非民主化已经历了 18 个年头，尽管在许多领域已经取得许多重大成果，

但仍面临许多重大挑战。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的现实仍然是南非当前的常

态，而腐败滋生的情况依旧困扰着南非。

从社会上来看，经济危机使对美欧依赖较重的南非经济陷入严峻困

境，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南非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南非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达到了 24. 9%，而青年失业率则远高于这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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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因金融危机“伤筋动骨”，2010 世界杯蒙阴影》，《环球》2009 年第 23 期。



字。经济形势恶化、就业不足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针对政府服务

供给的抗议不断，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其中，最为严

峻的问题当属工会组织的罢工，涉及矿业、制造业以及农业等诸多领域，

对南非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进入 2012 年，国内罢工事件此起彼伏，

又造成南非的出口收入损失 125 亿兰特，黄金与铂金矿的直接损失甚至高

达 101 亿兰特，导致社会动荡的不确定空前增加。①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影响做

出解释，对南非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未来社会发展给出回答，对自

身的历史定位和新形势下的历史使命重新确定，南非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

要意义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 南非共产党对世界经济危机本质的认识

南非共产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 20 世纪 20 年代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外在表现为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和

银行业危机，但其实质是 1973 年以来以石油危机为开端的世界资本主义

新一轮经济停滞和经济危机的继续”②。《南非共产党全国第十三次代表大

会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 指出，从 1973 年世界石油危机以来，当代

资本主义已经先后遭遇多次经济危机，如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第三世界

债务危机”、1982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0 年日本股市危机等，但此次

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爆发于垄断资本主义的 “心脏”———金融

业，而且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比 1929 年 “大萧

条”显得更为深远: 除少数经济体 ( 中国) 仍保持着低速发展外，全世

界大部分地区由此进入经济衰退甚至长期的经济停滞，成千上万的人失去

就业机会，企业倒闭。

具体而言，当前的经济危机是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息息相

关。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美国居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开始受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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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 《金融危机以来南非政党政治的发展》，《当代世界》2014 年第 4 期。
“The South African Ｒoad To Socialism”，pp. 11 － 22，http: / /www. sacp. org. za /docs /con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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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亚洲 “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美国

强大的制造业受到冲击，使得工厂盈利大为降低，垄断资本开始向低劳动

力成本和高利润率的地区转移，促使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末，美国来自海外资本的利润比例由 6% 上涨至 21%。这

种“全球化”实际上造成了金融业成为脱缰之马，全球每天有数十万亿

投入其中成为投机资本。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特

殊地位通过增加贷款来刺激消费。美国国内消费支撑起全球市场，大量

“创新性”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刺激国内消费的主要手段，其中以 “次级抵

押贷款”最为典型，这种产品通过向无购房能力的人提供贷款，初期以

较低的利率来吸引购买者，并按照一定比例提升利率，房屋贷款机构将这

些债务和贷款相混合卖给金融机构和银行。在经济危机爆发后，这些

“创新性金融产品”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的互相借贷的信任难以保证，使

得货币无法流通，从而对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影响。美

国政府和华尔街拿出的方案在拯救银行和刺激资本主义之间陷入两难境

地: 一方面，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私人企业; 另一方面，利用紧缩政策去

控制市场和抑制需求，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前景暗淡，经济危机越陷越深。
南非共产党同时也认为，“尽管这场危机涉及各个领域，但以此认为

资本主义行将灭亡并且代之以一个新的世界是幼稚的”。当前全球性经济

危机可能产生两大影响，首先是美国综合实力的下降，但在一段时间内，

美国仍然将继续保持着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同时，多极化趋势将由此加

速形成。其次是包括南非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将承受全球性经济危机带来

的可怕结果，而这正是南非共产党在未来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三 新形势下南非共产党的地位和使命①

《报告》在总结和回顾近百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后，重新确定了党的历

史地位和使命。
首先，南非共产党将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为工人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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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Political Ｒeport to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
munist Party ( 11 － 15 July 2012) ，http: / /www. sacp. org. za /docs /docs /2012 /draftpol2012. pdf.



利益而奋斗。《报告》指出，南非共产党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而

继续奋斗，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不仅是一种工人阶级的

组织形式，而应当是具有特殊使命的政党，即共产主义政党。南非共产党

应当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提出的 “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斗

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

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

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党性原则。南非共产党应当根据国内外的现

实变化调整社会基础，绝不应当作为一个孤立自身的狭隘小集团而存在，

而应当成为“每个革命运动”的最前沿先锋力量，并且以废除资本主义

私有制作为党的根本目标。《报告》认为，当前南非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在

于它能确保工人阶级成为现阶段民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确保新南非最终

向社会主义迈进。
其次，南非共产党应当加强组织建设，实行重大决策全党讨论的民主

原则。《报告》指出，随着党的发展，党员人数已从 2007 年的 51 000 人

发展至 2012 年的 160 000 人，对各行业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现阶段南

非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南非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先

锋队的模范作用。当前，那些对共产党影响力日益壮大怀有敌意的人仍然

想方设法削弱党的组织能力。因此，加强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建设显得尤为

必要。南非共产党应当对党的干部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政治教育。但仅仅实

行政治教育是不够的，而应当在群众运动中发挥自身的力量，例如发起合

作化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培育进步媒体等，通过这些实践提升共产党自身

影响力。《报告》还进一步分析说，从 1991 年获得政治合法地位以来，

党之所以得到壮大就是因为采取联系和深入群众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提出

“社会主义是未来，需要从现在起开始努力”的渐进式策略，逐步提高党

的影响力。此外，南非共产党应当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制，同时发挥全体党

员的作用，实行重要决策公开辩论的民主原则，把所讨论议题公开下发到

各个地方组织以至全体党员，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形成统一意志。
再次，南非共产党必须加强同南非工会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

南非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南非工会运动进行合作，对实现南非

“国家民主性变革”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南非共产党必须竭力维护作为

工人阶级组织的独立性和领导力量，将工会的实际目标和共产党的政治目

标结合在一起。 《报告》认为，南非工会是南非全体工人阶级的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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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广大工人，而不应以其政治的倾向与政治觉悟

的高低为划分标准，凝聚工人阶级并捍卫其经济利益是工会的天然目标。
因此，南非共产党作为政党的党性原则不能贯彻到工会运动中，否则将对

工会运动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使南非工会误入歧途。“只有工人阶级真正

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它才能真正地作为推动变革的决定力量。”①

更为重要的是，南非共产党要不断地通过与工会合作，从中汲取新鲜血液

来壮大党组织，并通过工会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南非共产党同工会的这种

关系，不仅是一种优秀传统，更会在 “国家民主性变革”的实践中不断

得到深化。《报告》特别指出，南非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其政治发展

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南非工人阶级是一个高度分化的阶级，有

雇佣工人以及失业工人、临时工人和外包工等非雇佣工人，因此，仅仅注

重少部分有组织的工人团体而忽略其他缺乏组织的工人群体是极其错误

的。南非共产党需要对其同样重视，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组织和团结这些

工人，以避免工人阶级的内部分裂。
又次，正确处理南非共产党与 “三方联盟”的关系。所谓 “三方联

盟” ( SANCO) 是指 1989 年由“非洲国民大会” ( ANC) 、“南非总工会”
( COSATU) 和“南非共产党” ( SACP) 组成的政治联盟，以 “非洲国民

大会”为联盟领袖，并于 1994 年以 “三方联盟”名义参加选举赢得多数

上台执政，迄今已近 20 年。南非共产党在 《报告》中认为，尽管国内外

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方联盟”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策略都已发生变

化，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三方联盟”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会发生根

本变化。因此，南非共产党在未来的 “国家民主性变革”的推进过程中

必须支持和维护与 “三方联盟”的关系，因为 “三方联盟的存在是基于

无私服务于人民群众和同腐败之间无情的斗争原则之上”，是南非现阶段

最有政治前途的“进步力量”，南非共产党必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 “三

方联盟”保持密切联系，借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最后，当前南非共产党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腐败。《报告》指出，南

非共产党在推进 “国家民主性变革”事业中，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官商

勾结者 ( tenderpreneurship) 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南非共产党应当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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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Political Ｒeport to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
nist Party ( 11 －15 July 2012) ，p. 7，http: / /www. sacp. org. za /docs /docs /2012 /draftpol2012. pdf.



方面展开同腐败的斗争。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都是腐败的牺牲品。腐败是

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顽症，但我们绝不能等到实现社会主义才根除它。作

为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南非共产党必须同腐败作坚决、彻

底的斗争，并将这一斗争当作实现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前提来看待。这就

要求全党对腐败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全党必须迅速而且坚决地采取措施防

止腐败在党内出现。中央委员会将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和策略来防止腐

败。更为重要的是，南非共产党在反对腐败问题上，必须与政治盟友和南

非政府站在一起。南非共产党当前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唤醒整个国家对腐

败危害的认识，使预防腐败和惩戒腐败做到并行不悖。”① 首先，应当迅

速采取措施做到防止议会代表和政府公职人员腐败，对那些腐败者严惩不

贷，以此警示那些处于萌芽状态下的腐败。其次，在法律框架下反对和打

击腐败。最后，加强对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

四 南非未来发展的核心目标: “国家民主性变革”②

南非共产党在 2007 年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围绕大会主题 “全

面提升工人阶级的影响力”制定六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在这次大会上，

南非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重新确立新的大会主题——— “全

面实现国家民主性变革”，并对上次大会制定的六大具体目标进行补充和

调整。
第一，在国策制定方面。《报告》指出，国家宜采用新的工业增长方

式和新的国内生产净值 ( NDP) 计算方式作为制定工业化政策的指导思

想。南非共产党认为 “尽管这种新的计划方案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但它代表着从国家政策层面所开展的政策性变革的开始”。近年来，由政

府所实施的大规模基础性建设实际上已经表明国家角色在南非发展当中是

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报告》指出，首先是应当着重强调地方政府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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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实施“国家民主性变革”上的作用; 其次是加强群众参与以及群众

监督委员会的组织和实施工作，在这一方面，地方议会的南非共产党议员

要发挥好应有的作用，有效协助地方议会工作，为 “国家民主性变革”
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再次是在国家机构中开展反腐败工作，并

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来减少和限制私人资本积累程度，以此来切断同帝国主

义控制下的新殖民主义的枷锁; 最后将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

一于国家和“国家民主性变革”之中，同时做好同 “三方联盟”之间的

联络和协调工作。
第二，在经济改革方面。《报告》认为，“经济改革事关一个新的民

主国家建设的成败。具体而言就是改变当前的半殖民地型增长方式为新型

增长方式”，这是南非走向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步。半殖民地型增长方

式是殖民主义所遗留的产物，如果任其发展，毫无疑问会造成阶级分化并

且会产生依附帝国主义性质的买办性资产阶级，这也是造成南非当前面临

的不平等、失业和贫困的根源。《报告》还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南非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有益的转变，反而更凸显了南

非半殖民地型经济的弊端，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南非共产党在经济方面

的任务就是变革半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而 “国家民主性变革”的

使命就是从根本上克服现存社会中的不平等和贫困，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打下坚实基础。具体措施是 “首先，南非共产党应当会同非洲人国民大

会制定新型工业政策，包括矿产资源保护、调整传统工业产业结构以及增

加岗位促进就业等。在减少私人性企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同时，增加

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成立国有矿产公司和修正矿产资源和石油开采法案。
支持政府实施矿产资源租赁制，建立主权基金来确保非再生资源真正受益

于南非。其次，改变过去土地自愿买卖的模式，施行更加公平合理的土地

再分配制度，并且由此创造出较小规模的协作型农场以确保岗位增加和稳

定的收入以及食品安全。再次，建立国家主导型基础建设性投资。建设性

投资应当受到监督以防止其落到官商勾结者手中，同时要确保获得工程的

公司给予工人一定量的培训。最后，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所有经济改革的

成果和实惠都要最终落到广大人民手中，南非共产党应加大对公共财政部

门的监督以及影响，积极维护工人的退休金和相关经济补贴的权益，大力

支持合作化运动，增强国家各公共职能部门以及各地方市政系统对公共基

础设施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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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工会工作领域。《报告》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

工人权利和建设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现阶段工会组织并未覆盖全体工人

阶级，要重点关注那些处在边缘化的临时工、外包工等。工会组织应当加

强所有受雇工人之间的团结以防止分裂。工会组织应当切切实实加强自身

内部的组织性和团结性而不是仅仅空喊一些进步的口号。工会组织要善于

组织和开展同雇主间的谈判。南非共产党要对工会以及工会运动予以相应

的重视。共产党员应当在工会运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并将它引领成为

“红色”工会运动的一部分。
第四，在社会运动方面。南非共产党认为，在社会运动领域中其领导

的“红色十月运动”已经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下一步南共将

继续扩大“十月革命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动员南非各界群众参与到反

腐败的斗争中去。同时，广大党员要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去，成为文

化和体育上的积极分子，积极热心公益事业。关注和监督文化和体育事业

中的资金流向问题，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
第五，在意识形态领域。《报告》指出，“意识形态领导权对党的意

义尤为重要”，南共必须加大人力和财力投入。当务之急是提升党员干部

的理论水平，通过学习本次大会报告，来加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

素养。在社会层面，南非共产党要成为进步媒体的监护者和推动者，使媒

体尽可能贴近群众生活，以此来增强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党自身也应当

创造属于自己的媒体平台，增加相应的宣传人员来加强对人民群众开展社

会主义宣传和教育。
第六，在国际交往方面。《报告》指出，席卷中东北非的 “阿拉伯之

春”实质上是阿拉伯世界对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回应。但

由于缺乏组织性，这一运动的进步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帝国主义所利用，反

而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最终受害的仍然是陷入混乱的这些国家及其人

民。南非共产党在对 “阿拉伯之春”中出现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保持高度

警惕的同时，应继续加强国际主义团结，继续开展同世界各国左翼政党、
兄弟政党的交流和合作。南非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显著成就是成功举办了

“非洲左翼论坛”和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报告》还提出，南

非共产党将继续支持斯威士兰的民主化斗争，加强同西撒哈拉、古巴和巴

勒斯坦人民的团结: 尤其要注重和保持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关系，继

续选派党员干部访问中国，在同中国的学习和交流中提升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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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现 “国家民主性变革”的一系列具体任务

大会《报告》着重强调 “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在实现 “国家民

主性变革”中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领导使命，“肩负起领导整个社会的重

担”，并确立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任务。
第一，实现真实体面的工作。南非共产党认为，“体面的工作一直是

工人阶级长久以来奋斗的目标”，只有废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剥削的资本

主义制度，“体面的工作”和人的真正的尊严才能够得到实现。工作的最

终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纯粹的资本积累。在实践中，体面的

工作不应仅仅简化为增加工资，它应当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相应的社会福

利、种族歧视的消除以及妇女自由工作的权利等。
第二，实行免费开放教育。“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应当是免费的并

且应当向全体人民开放”，教育不仅仅是教给个人单纯的生存技能而更应

当是对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关注。教育的全部内容与形式应当依据每个个

体所具有的能力和需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应当由公共财政负责的公共教

育机构如大学等负责开展，同时应当减少各种形式的私人教育机构以保证

教育最大的公平性，政府的职责之一便是为所有学生积极创造条件，尤其

应当免费向贫民子弟开放。共青团组织在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时应当负

起责任来，并同“非国大”的青年组织开展合作。
第三，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事业。“建立全民医疗是人民群众应当享受

的权利”，当前在私人医疗机构的花费达到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这就使得

群众难以负担，而且造成医疗保障这一基本权利事实上远离了群众。当

前，政府正在努力建立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一些试点

工作。南非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极力推动这项计划能够得到全面实施，造

福南非人民。
第四，全力开展同犯罪和腐败行为的斗争。《报告》提出，“全力开

展同犯罪和腐败行为的斗争是捍卫国家民主性变革”最为重要的一步。
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腐朽的制度，其腐朽性根源于私有制本身，

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因此，南非共产党不仅反对一切形

式的党内腐败，南非共产党要肩负起这场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责任，还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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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民群众反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腐败，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将腐败减小到

最低程度。
第五，实行土地和农业改革。“土地应当属于土地之上为之工作的

人”，《报告》指出，尽管 1955 年颁布的 《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纲领，但其中的规定 “土地归属于耕作者”和 “所有土地之下的

矿藏归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这两个条款本身便已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在过去的时间里，南非政府已经废除了基于土地自由买卖为依据的土地

制度，但土地问题、土地使用问题、农村发展问题依然存在。改变过去

农业发展上的半殖民地型增长方式。采取小规模渔业作业，加强合作化

建设，限制土地私有化等，都是克服当前社会不公的具体办法。

小 结

从《南非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出，南非共产党是一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一切

政策的制定都紧紧围绕南非的具体国情，始终将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作为其政策和任务制定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在这次大会上，南非共产

党面临东欧剧变以来的压力，坚持不改旗易帜，继续坚守社会主义的理想

信念更属难能可贵，相比于以往大会，这次大会还存在两个最突出的

亮点:

第一，《报告》第一次将反腐败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相联系。《报

告》不仅把腐败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从社会主

义的本质含义出发，把反腐败与南非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相联系，把

反腐败与南非共产党的政治前途和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进而，《报告》还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反腐措施和主张。这种与时俱进的政治清醒和自觉在南

非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是空前的，也是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上非执政共产党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
第二，《报告》还明确提出了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未来全球

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的新观点。《报告》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

及其生产方式本身仅仅只对最大化的利润关心。如资本主义农业革命导

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无休止地利用和开发土地，虽然利用机械能够带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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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自身一时的生产率的提高，但随着土地养料和肥料的耗尽，最终导致

产量下降，即马克思所说的 “新陈代谢断裂” ( metabolic rift) 。资本主

义制度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发展观，即: 人类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以自然物质的存在为基

础。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南非共产党在 《报告》
中明确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如改善矿产资源的保护性开采、鼓励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以减少汽车

排放，制定税收政策抑制能源消耗等。
总之，南非共产党的十三大及其 《报告》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具体

任务和措施以及新的理论观点，不仅体现了南非共产党求真务实的实践品

格，也体现了南非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能力，非常值得学界关注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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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for the Full Ｒ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Change”:

A Comment of the Ｒeport of 13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

Wang Zezhuang，Yang Feifan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founded in 1921，was
one of the non-ruling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o，as a
figurehead，adamantly adhered to Marxism，Leninism along the path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world. The Party’ s 13th National Congress was
held in Zululand University on July 11 － 15，2012，with“Fighting for the Full
Ｒe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Change”as its theme. At first，the Con-
gress analyzed the situation and condition with which the Party was
confronted. Then，the Part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heoretic appraisals，solu-
tions，and objectives for the future，pointing to the direction for the South Afri-
ca in general and the Party itself in particular. The Congress and its Ｒeport tr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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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ed the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The Party’ s 13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Its Ｒeport，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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