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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共产党是古巴人民的先锋队。古巴现行的 1992 年宪法第 5条明确规定：

“以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古巴共产党是古巴民族有组织的先锋队，是

社会和国家最高的领导力量，它组织和指导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和

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共同努力。” 

1997 年 10 月召开的古共“五大”强调，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为指导的古

巴共产党，是国家可靠的捍卫者和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

的唯一选择。 

长期以来，古巴共产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党的建设。 

一  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章党纲 

古巴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章党纲。强调在新的形

势下，党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马列

主义和马蒂思想，必须坚持一党制和党的领导。 

1991 年 10 月，古巴共产党召开“四大”。这次大会是在苏东剧变、古巴面

临空前困难的形势下举行的，具有特殊意义。“四大”提出了“拯救祖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口号，卡斯特罗在开幕式讲话中适时明确地提出了古

巴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正在广泛地实行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

放。”“四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和党纲的决议明确指出，古巴革命的最高

目标是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古巴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古巴共产党是

以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为指导的政党，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 



1997 年古共“五大”通过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明确

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以及抵抗美

国封锁获得生存的保障；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为指导的古共，是国家可靠的

捍卫者和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的唯一选择。“五大”

通过的《经济决议》指出：“古巴的经济政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它应当包括

经济结构方面，如多样化、振兴出口、发展食品基地、提高能源和物资以及财

政部门的经济效益等”，“提高效益是古巴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古共“五

大”后，古巴又继续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 

二  加强党风建设 

古共强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鱼水之情。卡斯

特罗等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以身作则，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他们经常深

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 

卡斯特罗主席为政清廉，他曾对记者透露，“我的工资同 40 年前大体持平，

甚至还要少一些”，“我无意要求为我增加工资，因为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的

基础之上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古巴领导人的工资一直没有增加，

目前部级领导人月工资约 400 比索（不到 20 美元）。凡遇到重大事件，卡斯特

罗都亲临第一线。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吉隆滩时，卡斯特罗身

先士卒，亲自率领古巴军民击溃雇佣军；每逢收割甘蔗季节，卡斯特罗等领导

人都手持砍刀下农村砍甘蔗；2004 年 9 月当“伊凡”飓风肆虐古巴西部时，卡

斯特罗又亲临西部，领导抗灾斗争。在基本生活品供应方面，对党政领导干部

没有特殊供应；在住房方面，古巴没有专门为领导干部兴建独立的高档住宅区，

不少高级干部混居在普通居民区内，上下班步行或骑自行车。古共制定领导干



部定期下访视察的制度，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 6 次到地方视察，其中 4

次必须深入基层。 

三  重视组织建设 

古巴共产党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根据古共“四大”《关于古巴共

产党党章的决议》，在发展新党员时，发展对象必须是由基层劳动者大会选举产

生的劳动模范，或是由共青联盟基层组织推荐的已超龄的共青团员。古共对新

党员的要求十分严格。通过不懈的努力，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古共党员的

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 1991 年的 61.5 万人增加到现

在的 85 万人，党员人数约占古巴总人口的 8%，占古巴成年人总数的 16%。基层

党支部每两年必须对工作进行总结，支委会应进行改选，并对党员进行考评。 

古共重视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保障革命事

业后继有人。古巴之所以能成功地经受“双重封锁”的考验，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有一个老中青干部结合的坚强的领导班子。 

1991 年 10 月召开的古共“四大”，选出了由 225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

25 人组成的政治局。在 225 名中央委员中，自 1965 年起一直担任中央委员的只

有 26 名，参加过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有 7 名，参加过“格拉玛”号远征的有 5 名，

参加过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斗争的有 43 名。在 25 名政治局委员中，年龄在 60 岁

以上的有 7 名，占 28%；年龄在 50～60 岁之间的有 9 名，占 36%；年龄在 40～

50 岁之间的有 7 名，占 28%；年龄在 30～40 岁之间的有 2 名，占 8%。1997 年

召开的古共“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曾参加

过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斗争的有代表性的老一代革命家，但其所占比重比上一届

均有显著减少。“五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 54 岁，其中有 8 人的



年龄在 40 岁以下；在中央委员会中，中青年所占的比重更大，中央委员的平均

年龄为 47 岁。费利佩·罗克 1991 年当选中央委员时，才 26 岁；28 岁时，他被

任命为国务委员；34 岁出任外长至今。卡洛斯·拉赫 1991 年当选古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时，只有 41 岁；42 岁时他被任命为部长会议执行秘书；43 岁起就任国

务委员会副主席至今。 

古共中央的不少领导干部，如拉赫、罗克等均在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

担任过领导职务。根据古巴 1976 年宪法第 6 条规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是先

进青年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努力将其成员培养成未来的

党员，通过学习、劳动、爱国活动和军事、科学及文化活动用共产主义思想教

育新的一代。”1992 年修改后的宪法将这一条内容做了修改，改为：“共产主

义青年联盟是先进青年的组织。国家承认并鼓励它发挥主导作用，以促进青年

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并适当地将青年培养成为有觉悟的、有能力

担负起造福于社会重任的公民。”古巴共产党把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看作是其后

备军和助手。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立于 1962 年 4 月 4 日，其前身是成立于

1960 年 10 月 21 日的起义青年协会。自成立以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在宣传和

贯彻古共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和组织青年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还向古共输送了大批

党员和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2004 年 12 月，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召开了“八

大”，胡利奥·马丁内斯当选为第一书记。 

四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古共重视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古共中央有一所高级党校，

即“尼科·洛佩斯”高级党校。2004 年 9 月笔者访古时，党校校长劳尔·巴尔



德斯·比沃介绍说，“尼科·洛佩斯”高级党校是古巴唯一的高级党校，负责

培养省、部级领导和后备干部。其办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为指导，

学习卡斯特罗的著作和讲话，结合实际工作和社会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和

培训活动。学员学习的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马蒂著作、卡斯特罗

著作和重要讲话、党建学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党史和国史、领导

工作方法等。学校还组织学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习。高级党校领导古巴 14 个省

级党校和 140 多个市县级党校。古巴目前各省（共 14 个省）和大部分市县均有

党校。高级党校设有部级干部短期培训班，时间最短的只有 11 天，较长的有 3

个月和 6 个月。高级党校设有党校干部和教员的培训班，迄今为止，高级党校

共培养了 169 名党校校长和 504 名党校教员。高级党校还设有五年制的本科生

和研究生班。每年在高级党校学习的各种学员约有 4000 多名。省级和市级党校

的学习时间比较短，方式也比较灵活，有脱产的，也有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学

习而不脱产的。通过各级党校的学习培训，各级党员干部加强了对党、对社会

主义的信念，提高了工作能力，从而也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自 1999 年“埃连事件”发生后，古巴强调开展“思想战”，针对美国的经

济封锁、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等策略，举行“反帝论坛”，创办“公

众论坛”和“圆桌会议”等电视专题节目。为了及时了解民情，古共中央还设

立民众舆论调查中心，向党中央和政府提供信息，以便掌握民众的思想动态，

更好地做好思想工作。为更好地协调全国对马蒂思想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古

巴共产党专门成立了由国务委员兼党中央委员、前文化部长阿曼多·阿特领导

的全国马蒂研究计划办公室。 

 

 



五  加强道德建设，坚决惩治腐败 

为加强党员的道德纪律建设，1996 年 7 月，古共制定并颁布了《国家干部

道德法规》。该法规对国家干部提出了 27 条规定：（1）诚实，永远不隐瞒和歪

曲事情的真相，反对谎言、欺骗、蛊惑及舞弊行为；（2）扬廉弃耻，维护荣誉

及尊严；（3）自觉遵守纪律，忠于党，尊重宪法和法律；（4）严格要求自己，

尊重别人；（5）严格履行自己的诺言，不食言；（6）反对麻木不仁、冷漠无情、

悲观失望、吹毛求疵和失败主义；（7）为人正直，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8）

反对逃避责任、对困难和错误无动于衷、不求进取的趋向；（9）不断改进、寻

求新的办法，解决老的和新出现的问题；（10）联系劳动群众和人民，尊重并信

任他们，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和意见；（11）同志间友好关系应建立在原

则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12）正确掌握国家财物；（13）掌握的权力及财物只

能用于工作；（14）热爱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15）在

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尊重他人的生活作风；（16）对不履行职责的人，国家行政

机关不给予任何特殊权利和待遇；（17）反对腐败和姑息腐败现象的行为；（18）

与下属同舟共济，全力以赴克服困难；（19）发挥个人才能，同时依靠集体讨论

做出决定；（20）在职权范围内当机立断，无需等待不必要的上级指示，不要怕

承担责任；（21）同集体开展对话，并建立有效的联系；（22）保守秘密，对公

众传播的消息要加以疏导；（23）根据政绩和能力决定干部的任免；（24）正确

对待他人存在的问题；（25）在考核劳动者真实才干和能力的基础上，确定其胜

任什么及相应权利；（26）应把权利视为光荣和责任，而绝不能作为牟取私利的

资本；（27）在本职工作中自觉捍卫、维护和忠于祖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原则。  

正如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在《国家干部道德法规》颁

布仪式上所强调的：“没有精神道德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我们的人民在干部



身上看不到共产党人特有的品德，就没有社会主义。” 

为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古巴党和政府对贪污腐败行为不断作斗争，

坚决将贪污腐败分子撤职和清除出党。1989 年六七月间，古巴掀起了一场毫不

留情的肃贪反腐运动，将参与贩毒和走私、腐败和挪用公款的原古巴驻安哥拉

驻军司令奥乔亚中将等 14 名高级军官和官员逮捕并判刑，其中包括奥乔亚中将

在内的 4 人被判处死刑。同期，由于渎职、非法占用公款、腐化等原因被撤职

和判刑的还有内务部长何塞·阿夫兰特斯中将、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运输部长奥

克斯·托拉尔瓦，民航局、财政局局长，海关总署署长，内务部移民局、情报

局、消防局、边防局的局长等一批官员。 

为防患于未然，在廉政方面，古巴对党政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严格

要求，如：高级干部子女不能经商；部级以上干部及其配偶不能成为企业的领

导或名誉领导；高级干部不能去旅游饭店消费；高级干部没有特殊供应；高档

礼品一律上缴；等等。古共规定，领导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在 300 比索以上者，

不论其职位高低，坚决免除领导职位，同时该法办的则法办。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渎职、腐败等原因，先后被撤职的党和政府的高

级官员有：古共政治局委员卡洛斯·阿尔达纳，古共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

外长罗伯托·罗瓦伊纳，渔业部长奥兰多·罗德里格斯，旅游部长易卜拉欣·费

拉达斯，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基础工业部长马科斯·哈维尔·波塔尔·莱

昂，等等。 

为加强纪律监督，古巴于 2001 年 5 月成立了审计和监察部。古共设立了中

央、省和市三级纪律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职责

是受理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举报以及对违纪党员和党员干部的申述和

审理。 



古共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也遇到不少问题和挑战，如：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古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党员干部没能经受考验，不惜贪污腐败；

有些党员面临美国封锁和苏东剧变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前途

丧失信心，等等。 

作为古巴的执政党，古巴共产党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从外部来看，近在

咫尺的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敌视政策，从经济封锁、贸易禁运、外交孤立、意

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到军事威胁；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

和苏联解体，使古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打击。总的来看，以卡斯特罗为

第一书记的古巴共产党能根据形势变化，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党章党纲，坚持

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和马蒂思想；不断在政

治思想、组织、作风和道德等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从而提高了党的威信，加

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使党成为古巴人民强有力的先锋队，

古巴共产党领导古巴人民奋力抵御美国的封锁和威胁，在西半球建立了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共产党又领导古巴人民沉着应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克

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越过一道又一道的暗礁险阻，在捍卫革命成果和建设社

会主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古共民众舆论调查中心 1993～1997 年所做的 5 次民意调查显示，古巴大多

数人（77.5%～85.5%）认为，古共继续是古巴社会的领导力量；72.2%～89%的

被调查者认为，古共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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