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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

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
亿万

工农兵、
革命干部

、
革命知识分子经受了这场大革命的大凤大

浪的锻炼，
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
毛泽东

思想，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弄清楚资产阶级

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 坚持反修防修， 继续革

命。
在这个伟大的革命形势面前，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氚 编

写好 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读物
，

正确地分析社会主

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党

内资产阶级形成、
发展和消灭的过程

， 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

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对象、

任务和前途，
就是 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 批判机会

主义路线的过程中，
曾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 些基

本原理， 指引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建设

社会主义而斗争。 列宁在十月革命中，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

成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 进 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
， 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阶级斗争、 防止资本

主义复辟指出了方向。 列宁逝世以后，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



业
， 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对社会主

义经济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概括，
并且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 批

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但是，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

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
犯了大错误。

五十年代出版

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二
、

三版)
，
就不承认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

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

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在资产阶级， 不承认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 业化和农业集体

化以后， 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归根结底， 不承认

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始终存在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 它在方法论上， 丢掉了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上

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研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
丢

掉了唯物论和辩证法
， 陷入 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结果， 它在

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的社会经济运

动的时候， 就不能不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的泥

坑。 这种错误的分析，
当然不会得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科学结论。
虽然如此

，
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也有正确的

部分。 书中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 不是

为少数剥削者牟利的经济。 从这 方面来说， 它不同于赫鲁晓

夫、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授意编写的修正主义政治经济学
。 在

今天的苏联， 政治经济学已彻底堕落了
。 它鼓吹官僚垄断

， 项

润挂帅， 物质刺激， 专家治厂 ， 宣扬剥削有理
， 压迫有理

， 已

价值也没有

，
不承认联驸 (布)党内存

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学， 连 丝 毫的科学

名



由于苏联在历史上是伟大列宁缔造的第一 个社会主义 国

氛 它的错误就象它的成功 样， 都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 这

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是相当明显的。
五十年代，

我国很

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基本上是照抄苏联教科书的， 既

抄了它的正确部分，
也抄了它的错误部分， 特别值得注 意的

是，在抄的过程中，就难免要接受指导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

一 整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

很容易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
我国

经济理论界长期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影响。 这条黑

线的认识论基础， 就是广泛存在于我国经济理论界的那种资产

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

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悬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 因而
，
在

摧毁刘少奇、
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批判邓小平、

反击

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过程中， 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
大立无

产阶级世界观，
就作为 项紧迫的要求，

，提到经济理论工作者

(不仅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面前来了。

有修正主义， 就有马克思主义§ 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就

有唯物论和辩证法
。
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

。 当代最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

的经验， 提出了 系列科学论断，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

库， 继承
、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乡中指出 。在

の 转引自19 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

了



二

導
鬱

:  

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
，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表现为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 相通

应的} 但是
， 它又还很不完善

，
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

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

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
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

又相矛盾的情况
。

。回

封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又说
。
总而言之

，
中国属

于社会主义国家。 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

工资制
， 按劳分配

， 货币交换，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Ķ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

"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工

资制度也不平等， 有八级工资制
， 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
， 林彪三：类如上台

，
猫女本主义制度很容

易
。

刀 圆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

的阶级关系， 在马克想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三次明确提出在生产

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还存在阶级和阶级

斗争， 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
， 提出了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这个伟大理论， 打破了长期

以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 给了形形色色

；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毛泽亲彗作选读·(甲种本)， 人民医
版社 19 65 年版， 第 33 6 页。

园 同上书， 第337 338 Ř 。

固 转引自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4

：/ t ：
'

i ： i



的修正主义观点以沉重的打击
， 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焕发出

革命的青春， 把它推进到了 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向我们指明，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不

是僵死的、 凝固妁、
一 成不变的ラ 而是如同历史上其他生产关

系 样，
是 个极其生动极其丰富的矛盾运动的过程。 刚刚从

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是 种不成熟

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它 分为二

， 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

素j 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 传 统 或 痕

迹
。

它们 面互相对立
， 面互相联结， 由此而构成了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运 动 的特

点。
这种矛盾运动， 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盾和斗争， 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无产阶级要最终消天资产阶级和其他

切剥削阶级， 消灭 切阶级和阶级差别， 必须坚持对资产阶

级的全面专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批判修正主义
、 摆脱唯心论和

形而上学影响的斗争中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 它的

基本任务是， 依据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 毛 泽东思想的基

本理论， 联系生产力和上厣建筑， 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

生、 发展和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分析新资产

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 级形成
、
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阐明无产

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 帮助 干部从 资产 阶级

影响、 修正 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 从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



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ネ书，

'

是按照上述要求编写的一 年
尝试

。 这本书已经数易其稿了
。 但是，

当我们这次修改脱稿以

后
， 回头重读一 遍

， 就强烈地感到这本书并没有找到上述戛

求
。 从字面上看来， 似乎一 切应该涉及的问题都涉及了， 而且

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 动进行辫

证的分析， 但是严格检查起来， 本书存在的弱点仍 然随处可
'jL .

旖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重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

凡数十年
。 这种影响， 本书也没有完全摆脱。 本书对于社会主

义经济运动 还存在着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 而不是按

从本书的体系结构中， 从本

斗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个范畴的分析
'

半 都可以看出五十年

代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烙印
。 经济范畴是现卖的经

济关系的理论表现
。 它们同现实的经济关系 样， 始终处在对

立统 的运动中， 政治经济学应该分析它们各自的既互相对立

又互相联结的运动， 分析对立的双方各自依据何种条件向着相

反的方面转化， 得出革命的结论。 但是，

! 回硅头来猃查
， 我们

的 些分析还是肤浅的， 有些地方还是停留在事物的外部， 并

没有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中说明事物的运动， 没有深入分析在何

种条件下共产主义因素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 在何

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将要泛滥起来淹没共产主义因

素。
我们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向着늦正掌握唯物论和

辩证法的方向努力

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 是

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情况。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职责所在
。 马克思说 《研究必须充分地

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
多

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

我们占有一 些材料， 但远不是充分的
。 在已经占有的材料中，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也做得很

怀够。
在叙述的过程中， 读者将会发现概念加举例的情况。

概

愈加举例， 跟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问题， 是大不相同

灼。
这种情况，

反映了我们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程度。
毛主席教

导我们 。我们要从国内外
、
省内外

、 县内外
、

区内外的实际情

浣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

围事变的内部联系
， 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而要这样做

，
就须

不凭主观想象，
不免 时的热情

， 不笑死的书本， 而凭客观存

在的事实， 详细地占有材料9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般原理 的指

导下
，

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这种结论 9
不是甲乙丙

丁的现象罗列，
也不문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 而 是 科 学 的结

论 。
这种态度， 有实事求是之意

， 无哗众取宠之心石 这 种 态

度
，

就是党性的表现 ，
就是理论和实际统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ĺ的作风。

。圆 用毛主席的这个对我们党内的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

弗凤的批评
，

来批评本书， 是最恰切不过的了
。 用毛主席倡导

的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来鞭策我们

t ĺ ĺ C ı ı  

、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 2 3 页。

园 《改造我们的学习 ，
。

《毛泽东选集。 第 3 羝 人民出版社 196 7 年横排本， 第
?59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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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懈努力， 又是多么的亲切呵!

文风问题， 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十个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要欺骗群众， 往往晦涩难懂，
这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

想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然。 它要宣传群众，
一 定要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为我们树立

了光辉的榜样。 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権苏联经济学教

科书中是找不到钓，：这回蓑徉书的作者们深受形而上学思想的

束缚有密切的联系。

： 至于当代苏岩的经济学，
反映了资产阶级

垂死阶段的精神状态， 其文风比较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经 学

那就更加恶劣了
。 幸书力图反映的是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的精

神状态.
：应该具有生动，活泼新鲜有为妁马克思列宁主 义 的文

厕夕 自不待言。 但是在这一 点

黒，也反映出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往往枯燥、
呆板

要使全书具有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妁文风， 需

要花很大妁气力。

我们在初步解剖了本书的主要職点之后，
就感到这本书没

甫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
我们应该从头学起，

应该从头做起鼐

但是， 不破不立， 不塞不流j不止不行。 这是事物的发展规俩 ė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o 本着这个目的，
我们还

是决定将这本书付印j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以便在读者的批

中进 步鞭策我们前进。 我们深信， 在我国亿万工 农兵努力学

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今天

， 在如此生

动丰富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环境中， 经过集体的努力，
是完!

全可以编写出一 本坚持马克思主义
、 批判修正主义

、 摆脱唯心论

土女也未能尽如人意小本书的文



和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的。 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

本书如果能作为 块铺路石子发生作用， 那就是我们的最大愿

望了。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

九七六年九月 ·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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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一 节 所有制关系的伟大变革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

已经经历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隈约有 百万年的历史了
。 人类社会是怎样发展的? 各种不同

酯社会制度是怎样更替的マ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
没有 个

法作出过科学的回答。 十九世纪中叶
，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亲自参加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和科学实

验的基础上
，

批判地研究了人类文化的 切优秀成果，
第 次

阼出了科学的回答。

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同社会制度的更替，

主要地是社会生

際关系和生产力之间、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发展的结

隊。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
这种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

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生产关系 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发

曝的客观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生产关系变革， 生产关系

臨变革， 引起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更替。 在生产关系

印，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
。 千百年来， 世世代

艮的劳动人民做牛做马，
过着吃不饱、 穿不暖的悲惨生活

， 根

际就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
。

马克思指出;

。 个

11



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
在任何杜会的和文

化的状态中， 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

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
，

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

能生存
。

。 因此，我们分析社会的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代替

资本主义制度， 必须从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入手
。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

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必然产物
。
但是，

它不可能在旧社会母胎

内产生
。
这是因为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就是意味

着对资产阶级的剥夺。 这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

历史舞台，
它必然要动

员社会的 切力量， 利用它所控制的上层建筑， 特别是国家机

器
， 来阻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圆

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 才能实行。 剥夺剥夺者
。

， 把资本家私有的生产资料变

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公有财产，
并且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
全面地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兴り

所有制的变更
， 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

。 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建立
，

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 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

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如同 切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样， 有 个在

斗争中建立
、
在斗争中发展的长过程。 那末， 它是怎样在斗焚

中建立和发展的呢?

づ'

：马克思 《诗达纲领批判》
。

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抵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5 页。

园 《战争和战略向题》
。

5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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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主 义所有制为社会主 义全 民所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党人可以用

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 消灭私有制。

。图 八七 一 年巴

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表明，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
如果让资

产阶级继续控制国家经济的命脉，
那末，

资产阶级必将凭借其

经济实力，
配合其政治上、

军事上的反扑，
来颠覆无产阶级专

丸 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深

刻地指出，
葬送巴黎公社光辉胜利果实的两个错误之 ，

就是

没有把象银行这样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夺取到无产阶级

手中。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
，

般说来，
都要遇到大资本和

中小资本同时并存这样 种状况。
大资本代表最反动的生产关

系，
操纵着国民经济命脉，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是

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主要经济基础。
无产阶级必须用无偿没收

的办法立即使它集中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
列宁领导的

伟大十月革命，
汲取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

在用革命暴力粉

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以后

，

立即把银行
、
铁路、

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

者。 理论的光辉实践
。

毛主席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我国革命的

国 ( 共产党宣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2 6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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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践中，
对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把旧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大资本)和民族

资本主义经济(中小资本)
ワ
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

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
，
制定了

党对它们的不同政策
。

官僚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极端反动的统治阶

级， 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根本任务之
。 针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

毛主席在领导

我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
就明确规定了没收官

僚资本。

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国 的政策。

官僚资本在旧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

中占到百分之八十。 没收了官僚资本， 变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

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这就把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部分消

灭了
， 并且给无产阶级专政建立 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也为改造中小资本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中小资本在旧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虽然

只占百分之二 十， 但为数众多， 范围很广， 遍及各个角落。 要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必须在没收大资本的基础ーし

有步骤地对中小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

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这就球衣了它具有两重性 在资产阶级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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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
它有革命性的一 面， 又有妥协性的 面$ 在社

会主义革命时期，
它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 又有

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
。 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工 商

业，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具有两方面的作用 方面，

在增加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产品生产
、 扩大城乡的经济交流

、
维

持劳动就业等方面，有 定的积极作用$ 另 方面，在剥削工人
、

唯利是图
、

生产无政府状态等方面
， 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

生活有破坏性的消极作用
。 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民族

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作用
， 毛主席为我党制订了对民族资本主

义工 商业实行利用
、 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即利用资本主义工 商

业的积极作用
， 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 逐步地对

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各种形式

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的
。

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 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
在

资本主义社会， 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直接支配的一 种

资本主义经济。 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的国家资本主义
，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

能够加以限制
、 能

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
。�

。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初 级 形 式
，
在工 业中有加工

、
订 货

、
统

购
、 包销多 在商业中有代购、 代销等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
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我

� 《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

《列宁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627 页
。



画的实践中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即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凋

我国是在 九五六年全面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

合营的
。
在金行业公私合营以后，

资本家对生产资料 的所榭

权，
只表现在按私股份额取得固定的股息上，

生产资料的支酏

权已完全属于国家和全体劳动人民。
国家可以按照国民经济舱

展的需要
，
对合营企业进行统 的经济改组，如合并、

转业等
。

所以，
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把资本主义工 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

现， 标志着我国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已基 本完

成
。
在国家规定的支付给资本家的定息年限已满，

并且停止支

付定息的时候，
公私合营企业就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企业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

主义形式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这对无产阶级是羽 lj wy 。

它有利于分化资产阶级，
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

并且避免因

所有制的变革而可能出现的生产混乱和中断现象，
有利于加速

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イ 但这决不是说可以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

级斗争。
其实，

在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

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

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
这种斗争反映到党内， 就是以毛主席为

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为头子的修正主义路线之 1司

鲍，
斗奏 刘少奇 伙在全国解放前夕

， 竭力制造资产阶级
。剥

削有功。 的反革命舆论?

16

用赎买的办法
，

即通过国家资本

叫嚷要 。

让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几十



年。

，

。 可以和国营企业并行发展。

， 猖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对民

族资本主义工 商业实行利用
、

限制和改造的正确方针。 在这 一

斗争中、 刘少奇一 伙党内资产阶级充当了党外资产 阶级 的 靠

山。 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 线 的指 引

下、 粉碎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 在 九五六年取得了对资

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
。

变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 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 以后
， 除了面对着资本主义 私 有 制 以

外，
还面对着另 种生产资料私有制 农民和个体手工 业者的

个体所有制。 把个体劳动者， 特别是个体农民， 引上社会主义

道路， 把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农业 ， 是发展农业

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

是在农村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的客观要求
。

毛主席指出 。

没有农业社会化
，

就没有全部的巩

固的社会主义 。

。 国
가 王 午ざ； 。 쑈森恕妓找释 휵 。

"

通过什么道路来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为社会 主 义 农 业

呢? 农民是劳动者，
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对于个体农民私有

的生产资料，
是不能剥夺的

，
否则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 个体农

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只能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 恩格斯

在批判德国和法国机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时， 第 次提出马克

思主义关于通过合作社对个体农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

论
。

恩格斯说 。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 我们绝不会用

� 《论人民民主专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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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去剥夺小农 (不论有无报偿，
都是一 样)9

象我们将不得不

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
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

首先是把

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9

采用暴力
， 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杜会帮助。

。の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 列宁

、
斯大林领导苏联农民，

粉碎了

富农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布哈林之流的阻挠和破坏，
根据自愿

原则
， 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帮助之下

，
通过合作化的道路

，

把分散的个体农业处济， 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

庄
， 从而第 次用实践证明 合作化的道路是对个体农业经济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唯 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
在领导全

党同刘少奇 伙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 从理论上和卖

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
。

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三伙在土地 改革 以后搞 。
四 大 自

由。 园
、 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的修正主义路线， 针锋相对地提

出， 在土地改革以后
， 必须。趁热打铁°

， 当农村个体经济尚未

大量分化的时候， 就不失时机地把它引上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

道路。

毛主席在痛斥刘少奇 伙的 ·
；
。没有大量农业机器就不可能

实现集体化。 的谬论时，
，科学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

� 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
。

,马克思恩蓓妨选集,第 4 恕
，人民出版社 1972 幸

胝 第 3 10 页
。

园 ：所谓°
四大自由。

， 是指雇工 自由 买卖土地自由， 借贷自乐 贸易自由
：

：即
发展农村资本主义自由

，
·

į迁 々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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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关系，
农业的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关系。 毛主席指出

。在农业方面
， 在我国的条件下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

本主义化)，
则必须先有合作化，

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

。� 离

开了合作化， 就 搞不了机械化，
只能走上资本主 义 化 的 道

路。 只有先合作化
， 然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机械化， 才是

唯 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对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

的分析
， 制定了 条坚决依靠贫农、

下中农， 巩固地团结其他

中农
， 逐步地发展互助合作

，
逐步地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

灭富农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全党在贯彻这条革命路线的

过程中， 根据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的方针， 按照自愿、
互利原

则
， 采取了相互衔接的三种形式 即ヤ般先组织农业生产互助

组
， 再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再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 九五六年底，
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

从互助组
、

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 是生产关系 定要适

合生产力发展这 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互助组是 种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 几户或十几户为

组的农业生产集体劳动组织
。 它对解决贫苦农民缺 乏 劳动

力
、
耕畜和大农具的困难， 培养农民集体劳动的习惯， 发展生

产， 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 互助组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私有

制。 互助组规模狭小
， 又实行分散经营，

不利于因地种植和实

图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く毛泽东著作选读ゴ (甲种本)， 人民出版社 196 5 年

朊 第 4 24  Ř 。
\ iı ł

19



行比较合理的分工分业，
不能有效地徴用土地和劳动力

， 遮荫

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
这些矛盾推动互助组发展到以上测

入股和统一 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是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 社月

将私有的土地
、
耕畜、

大型农具入股，
由合作社统 经营和调

用
， 解决了互助组中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 进 步促邇

了生产的发展。 但是，
初级社的纯收入 ，

半数或半数以上按期

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多少分配，
其余的部分按土地

、 耕畜

大型农具等入股份额的多少分配，
一 般称为

。

土地分红。

。 这辅

存在着统 经营
、 集体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之间

"

矛盾，影\ 着社员劳动的积极性， 阻碍着生产力的进 步发应斓
这些矛盾推动着初级社需要进 步提高它的公有化程度

，

· 发周
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初级社的根本区别，在于取消了琶望

地分红。

。 就是说生产资料不仅归集体经营，并且为集体所有i

社员劳动报酬实行。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的社会主义原则。 它

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它比初级社更能促进农业生产

的发展 。 但是，
它同生产力的发展也存在着 定的矛盾。

一 角
五 八年， 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 我国出现了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 在大跃进， 特别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

形势下， 高级社在组织规模
、 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等方面，

同生产力进 步发展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
。 高级社社小力薄，

不利于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高级社社小， 积累的
资金涉， 买不起大型机械化农具

， 即使买得起
， 由于土地少，

2 0



也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
这就要求高级社这种集体所有制进

步向前发展。

九五八年
，

毛主席总结了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大跃进中

突破高级社框框的各种创造性的经验
，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 。人

民公社好。 的伟大号召
，

自此人民公社这 新的社会组织就象

初升的太阳 样
，
在亚洲东部的广阔地平线上出现了

。 在短短

的两个月时间内
，

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农村人民公社虽然仍是集体经济组织
，

但它 般是 乡

社，
组织规模比高级社大得多，

公有化程度也由于有公社和大

队 级经济而比高级社提高了 步，
具有。 大二 公。 的特点。

它实现了政社合 ，
已超出了高级社那样的单 经济组织的范

围
，

实现了工
、
农 (包括林

、
妆、 副

、
渔)

、
商

、
学

、
兵相结合。

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又是我国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 农村人民公 社 的建

立
，
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扩大和提高

，

克服了高级社的局限性，
更有利于农村中生产力的发展

，
也更

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 义公 有制的建立 是 场伟大的革命

通过剥夺剥夺者和个体经济的合作化
、
农村人民公社化

，

就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 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

私有制
，

这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 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变

化
。

它表明， 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

2 1



制的锁链
， 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

这是生内

关系的 个革命飞跃。
所有制的变革，

引起经济关系和社会关

系方面的 系列的变化
。

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的几千午)n 史-
， 主E ï +

关系不断更替， 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形式也有所不同
，

但根本的 点是相同的， 这些生产关系都是以劳动者同生产资

料相分离为特点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为消灭这种劳动

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莫定了经济基础，
开始把颠倒了的

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使劳动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更化。
工

农劳动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
而且在经济上也翻了身，

成

了国家地主人
， 生产资料的主人。

正如列宁所说的I
《他们千百

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 ，现在第写 次有可能为自

己工作了
， 而且是利用 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 作的。

》�

只有从这时起， 劳动人民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 在马克思主

义路线指导下， 开辟了自觉地改造世界、 创造历史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 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按照无产阶

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发展。 这就大大

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 保证 了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向前

发展。

: J J

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形

式定 是问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全民所有制同

集体所有制相如 是 种公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

式。 它的生产资料不是属于社会的某 部分劳动人民所有， 而

：
国

j
《怎样组织竞赛ひ。

《列宁全集》第26 羝 第 38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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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全社会劳动人民所有， 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统 支配 ，

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
同生产资料相联系的劳动力

，
也

不象集体所有制单位那样，
只服从于某 个集体单位的调配

，

而可以根据国家需要
，

在全国范国内统 调配
。 各个社会主义

国营企业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数量和质量虽然千差万别
，

但是在

国营企业里工 作的人员， 并不因为企业装备先进程度的差别
、
盈

利的多少而有不同的劳动报酬标准。

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经济，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经济基

础
。

九七三年，我国全 民所有制工 业 已占全部工 业固定资产的

百分之九十七，
工 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

，
工 业总产值的百分之

八十六
。
国营商业 占商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 点五

。 社会主

义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 社会主义

国家对中小资本主义经济和对农民、 对手工 业者的个体经济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营经济的领导来实现的。 在所有制方

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

展 ，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也都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进行的
。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种低

级形式
。

它在我国农业方面 占有很大的比重， 到 九七三年
，

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中，
耕地 、 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拖

拉机
、

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
全国的粮食和

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
除了农业方

面的集体所有制以外，
在工 业和商业方面也有少量的集体所有

制经济存在。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特别是农业方面

的集体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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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
既有着重大的差

乳 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 方面，
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

是巩

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首要条件。
没有在现代工业中占统治地位

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支持，
集体经济就不能迅速发展。

另二方

面，
当着农业和手工业仍然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时候，

国营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

的领导下，
使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两种经济相互支援，

相互

促进，
密切城乡经济联系，

才能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

高速度发展， 巩固工农联盟，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Ţ ĥį įįĦ 
į į įuį-į įjt .l.

，
.

：i有制范围 ° 资产阶级 法权 没有完全取 消.. ；

，

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

了呢マ在政治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流行 种看法 ，
认为社会

主义所有制 旦建立， 所有制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这种看法的

错误是，
把所有制仅仅看成是 种物，

是单纯挝厂房、
土地、

机器
、

工 具、
原料等生产资料，

以为这些物原来在资本家手里

或者在私人手里，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它拿过来，

问题就解

球王。 途狴看法是片面的，
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

ヌ
區

【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所有制的时候指出 。资本 不 是 气 糠

辄 而是一 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杜会关系
。

。め毛主楼

第8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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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所有制问题是不是就完全解决

国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奎集》第2 3 羝



她 再教导我们， 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
， 在所有制方面，

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
这些论述都说明， 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

长物，
也不是人同物的关系，

而是 种同物联系着的人和人之

问的社会关系。 只有对实际的经济运动加以考察和分析， 才能

附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得到 个正确的了解。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来看我国二 十多年来所有制关系

的实际运动， 完全证实了这样 个真理 所有制变更了
， 社会

臣义所有制建立了
， 并不等于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

。

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
，

当然是所有制

关系上的伟大变革， 这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 在所有制方面，

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这是因为
，
在所有制范围内， 资产阶级

陆权还没有完全取消。

列宁说 '" 资产阶级法权 ' 承认生产资料每个人 的 私 有 财

产。

。 � 在 九五 六年，
当我国对个体农业 、 对个体手工 业和对

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在我国工

、
农

、

商业中还存在着部分的私有制。 到 九七三年， 我国工 业中还

有人数占工 业从业人员总数百分之零点八 的个体手工 业 $ 农村

人民公社社员的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是个体所有制性质

的多 商业中还有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百分之零点二 的个体商

贩。
此外，

在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这是建立在个

体所有制基础上的 种商品流通
。 我国工

、 农、 商业中部分私有

制的存在，

の 哎国家与革命》
。

〈列宁选集》第 3 祗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第2 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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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 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事实上时时在利用这一 方面实际存在的

资产阶级法权，
发展私人经济，

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围内，
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是完全取，

消了呢マ也还没有完全取消。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化程

度较低的 种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 个集体经济单位，

就是 种

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共同劳动、
共同分配的独立的生产、

经

营单位。 各个集体经济单位拥有的土地、
生产资料、

劳动力昶

人 o 是不 样的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各个集体经济单位投入的

等量劳动就不能获得等量的收益。
比如， 各个人民公社以及同

个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以及同一 大队
.

的喜生产队，
由于土

地肥沃程度的不同或所处地理位置不同
， 投入等量劳荪 (包括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却不同， 由此形成级差土地收

入
。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占有土地质量较好

、
离销イ卡

场较近的公社
、

生产队所获得的收入就高，
反之就低。

从土质情况来看， 以上海市郊区马桥公社的两个片为例， 个片

叫 。俞塘片。

， 以黄泥头为主， 土质疏松， 水利条件好， 因而产量较

高。
19 74 年， 这个片三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 千六百三十九斤 ;另

〒
外 个片名叫 。邻松片。

， 以青紫泥为主， 地势低洼， 遇下雨， 就

要成涝s
'
天 晴， 地又硬得埜不动， 因此ř 量较低d 1 9 7 4 年， 这个

片 片的五个大队长女平均亩产量为 千四百二 十四斤，比前= 个片每

·少二百十五斤。 ， 。
く安 。貢：护ユ零·之 黌ツ覇亭 ! · 艿

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 以上海市郊区为例，靠近市区或工 业区

的生产队，同远郊队相比，具有不少有利的条件。 是肥源丰富，可以

弄到工业废水
、
废渣作肥料，或者只要出儿个劳动力， 就能搞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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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的人类。
二 是运输方便，靠近市区的生产队

， 无论运垃圾
、
送蔬

莱、
踏j甘脚， 用工 比远郊队省得多。 远郊队不但用工 大， 车辆的损耗

也大。 以上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近郊队和远郊队的农本有着很大的

差别。 如，上海市上海县虹桥公社凌家弄生产队
，离市区近，农本只 占

总收入的 1 3 7 % 而离市区稍远的西郊四队， 农本却要 占总收入 的

3 3 5 % .

当然
， 不同集体经济之 1司在农本和收入上的差别， 并不都

是由级差土地收入造成的， 而 是 有着 多方面的原因
。 特别是

领导班子是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 是否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

社会主义积极性， 是否贯彻执行了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和
。

勤俭办社。 的方针，
等等

， 同集体经济的生产和收入有很大的

关系
。

。 事在人为。

。 条件较差
， 经过人们的努力是 可 以 改 变

的
。 大寨大队靠毛泽东思想挂帅， 战天斗地， 重新安排山河

，

由穷变富， 最雄辩地说明了这 点石 但是， 在人的主观能动作

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
，

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多少 质 量 的好

坏
， 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生产发展和社员收益的多少， 毕竟

是有很大影响的。
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 同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
制比较起来，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 种公有化程度较低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
，

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
， 带有较多的资产阶级

法权。

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来看
， 它

们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 但是

， 两者在公有化程度上却存
在着差别。 这种差别

， 说到底仍然是表现在对生产资料占有关

抑



系上的不平等。
同时，

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

在交换过程中仍然表现为商品交换的关系，
工农业产品价格之

司的" 剪刀差。虽然比旧社会有很大的缩小，
但还难以完全取消，

因此
，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范围内，

资产阶级法拉的存在， 不仅

表现在各个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
而且还表现在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上。
马克思

、

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开征 J , � 1日try Ĺ pド：上

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找到这一 步。

。私

产和公产之间有 条由此达彼的桥梁
。 �

，
我们显然还没有走

光这座桥罩

社◆主卫壶民所有制虽煞是一 种公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主

义所有制形式， 但是， 它是 种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全民

所有制， 因而也还不能不带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 首先， 翟

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
还要受到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 旧的社会分工 的束缚， 只要这种旧的

社会分工仍然存在
，
管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就仍然是

《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全民性，就不

能不打上旧社会的烙印。 其次，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

都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所有， 没有不同的所有者， 但是， 社会主

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生产、
经营上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 相

互之间存在着" 你我界限。

，
要取得对方产品仍然要通过商品交

换的方式。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是由商

� 《矛盾论多
。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 第 304 Ř į

园 《国家与革命每
。

《列宁选集乡第3 卷? 人民出版社1672 年版笋 第2 13 页ó 丁

列宁曾经设想过的社会主义社

出 品 ム 朝 庄



品关系J供结舌。
这些hj 况表明，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同和 !气来的共

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有所不同， 它还 f果口苦某些旧社会的传统或

痕迹· 保留苦反映这些传统或痕迹的资产阶级法枳
。

两种社会主 义公有制都有 个领导权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所有制问

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除了前面分析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

国内没有完全取消以外，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 个重要问题

，

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还有 个领导权 问

题， 有 个生产资料实际上归：鄂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所有制问题
，
如同其他问题 样，

不能只看它的形式，
还

要看它的实际内容， 看它实际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
这是马

克思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 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恩格斯在阐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时指

出 。大工 业造成 种绝对必需的局面 ，那就是建立 个全新的

社会组织
，

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
，

工 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

争的厂主来领导
，

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

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

。国 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 生产资料所有制

的性质集中表现在哪个阶级取得对企业的领导权问题上
。 企业

领导权的归属变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也就改变了
。
资本

京及其代理人领导企业，必然力资本束的利益服务， 必然是资本

家所有制。
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则必然要废除私人对企

圆 恩格斯 之共产主义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 社 1972

年版， 第 2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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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领导权， 而由整个社会来领导， 用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齢

需要
。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社会的劳动群众或一 部分劳动群烈

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 种所有制形式， 这种所有制形式要求国

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想主义者和

劳动群众的手里
， 才能保证生产资料被运用来为劳动者的利益

服务
， 体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我国革命的实践证 明， 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 并不意味着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领导权

就已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里了
。 在无产阶级斗

取政权，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被推

翻的地主
、 资产阶级人还在， 心不死

。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

批又 批地产生
。 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必然千方百

计地篡夺企业的领导权
。 同时，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工

农差别
、 城乡差别

、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

还存在着旧

的社会分工
， 因而，领导和管理的职能还不可能由所有的人轮流

行使， 而只能相对地固定在 部分干部身上
。
在这样的条件下i

那些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委派到企业掌握领导权的干部ļ 如

果成为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 能同劳动群众 道来经营
，
管理企

业， 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真正按照劳动者的利益来办事
， 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就得到了保证
。

反之
， 如果这些领导干部职

变为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走资派，或者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在

领导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不是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着资产

阶级的利益，那末，尽管企业在名义上仍然叫做社会主义国营企

但是企业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到资产业或社会主义集体企业，

釦



阶级手里，所有制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蜕化变质了
。 所以，任何

社会主义企业， 都有领导权名义上和实际上掌握在哪 个阶级

手里的问题。
毛主席在党的九届 中全会上指出 。据我观察，

不讲全体，
也不讲绝大多数， 恐怕旻相当大的 个多数的工厂

里头
，
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

过去领导工 厂的
，

不是没有好人
。 有好人

， 党委书记
，
副书记

、

委员
， 都有好人

， 支部书记有好人
。

但是
，

他是跟着过去刘少

奇那种路线走 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 利润挂帅
，

不提倡无

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 等等。

。 。但是， 工 厂里确有坏人 。

。

。就

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

那木， 怎样鉴别企业的领导权在不在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劳动群众手里呢? 这就要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过程中进

行考察。
各个阶级都是按照 定的路线进行生产和 经 营活 动

的，
因此

，
只要看 下企业的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

也就可以

看出所有制关系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利益。

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集中地体现着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

人民的根本利益
。
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 如果

贯彻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 这就表明， 企业的生产资料确实是

按照劳动者的利益来支配
，
是用来服务于劳动者的利益的

， 那

里的领导权就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
。

如果企业贯彻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就表明，企业的生产资料实

际上是按照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来支配的， 是服务于资产阶级

的利益的
。

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 如果不是坚持无产阶

の 转引自哎红旗·杂春 1975 年第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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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治挂帅，
而是搞什么

。利润挂帅。

，
那就是在根本上离开司

社会主义的方向，
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而滑到资本刈

义邪路上去了， 发展下去
，
就将使生产资料最终转化为资本

转化为不顾人民利益
、
单纯追求利润的工具了。

因此，
要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所有制问题上使

名义和实际统一 起来，
就必须使企业的领导权既掌握在马克思

主义者手里， 同时叹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
领导权掌握在广大

劳动群众手里 是指广大劳动群众在党的一 元化领导下，
真正

rt 4 ÏJ Ą*万 明 所 从

以主人翁身份直接参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

力劳动这种旧的社会分工 的界限，
抓大事，

按照无声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改造企业 į

企业的权利，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体现。

不能认为，
劳动

群众对社会主义企业没有领导权，
只有在某些人领导下的工作

权、
受教育权、

休息权等等。 ， 掌握企业的领导权，
这是劳动磔

众的根本权利3 没有这个权利，
其他权利也就没有保障。

企业的领导权既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还要

掌握在广大劳动群众手里，
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所提出的 个重要问题 。
从国际共庁主

义运动的历史来看，
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如果不掌握在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
而是实行修正 主义的

"
一 长制。

，
就会造成劳动群众实际上同生产资料分离。

邓奈哥

鼓吹什么
·

一 长制· 是好的，
它并没有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科学

的发展
。

。
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语言。 在。

一 长制。条件

下，
劳动群众被迫听命于。

一 长。

， 被
°

一 长
。 当作单纯的劳动力

32

甲

突破脑力劳动和体

管路线，
掌方向

，

广大群众这种领导



匿生产过程中使用，
就丧失了根本的权利， 最终必然受到资产

阶级
。 长。的剥削和压迫。

恩格斯指出 。

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

。邓小平步苏修的后尘
， 拼命鼓吹修正主义

，
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的私Ě T "' °

防制。
:11

第三节 资本主义所有制在苏联的复辟

资本主 义复辟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所有制在 定条件下会复辟为资本主义所有制，

鞑不仅是 个理论问题，
而且在苏联已经变为现实

。
在今天的

苏联，
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

已完全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

翩了
。
弄清楚赫鲁晓夫

、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怎样在苏联把社

险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汲取这 历史

敖训，
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使

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以后
，

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
，

通过社会

主义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 到 九三六年
，

已基本上完成了生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
这是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

革命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 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17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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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
、
资本家的生严貸纠：Ĥ ŕ.1!剥夺了 ，

ť ，rt治上拨打側

了
， Ï旦决不意味着这些剥削阶级就被消灭T ，

这些人还在， 縣

阶级还在
。

理藏在联共(布)党内的走资派尼古拉 · 阿列克谢绉

奇 · 沃兹涅先斯基の

联的所有制问题解决

主要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严阶级的才内可， ılij ?巳凡 ·ĮLL \ł\ ł 3 1

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
其实9

在当时的苏联， 不仅

存在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
而且还不断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J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
就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

础

从所有制方面来看
，

当时的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在哪些方面

呢? 首先
，
在苏联的工业

、 农业く 商业中都还存在着部分舜有

国 尼古拉 阿列克谢维奇 沃兹涅先斯基 (1903 1950 年)
， 苏联经济学博 lb

科学院院士
。

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忆 苏联人民委员会 (部长会议)副主席、

第 副主席等职。
联共(布)十七大以后， 被选为中央监委委员、 中央委员 政治局

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主要著作有 《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3 1年)

，
《无y , 阶级专

政和社会主义经济。 (1933 年)
，

《论苏维埃货币》 (1935年)，
《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

战时经济》 (1947 年)等
。 在他领导苏联经济工作的时期， 推行了 条以价值规律调

节生产和交换，大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 斯大林批评他。是在俄国谋求资本主

义的复辟。

，并予撤职
。 赫鲁晓夫上台后， 恢复了他的名誉， 吹捧他是 。 共产党和经

济科学的卓越活动家。

、
：。社会主义计划的卓越组织者。等等

。

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文中， 沃兹涅先斯基宣扬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先

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i 丽娜决这不第后的办法，
赃

不断发展生产力。
他说 。苏联无产阶级通过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决先进的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 提 高生产

九 是为了 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 是为亍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消灭这

矛盾， 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过渡时期英勇奋斗的内容。

. 当阶级和阶级对立

消失以后， 这 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部矛盾。 ，这个矛盾由社会主义工

从三十年代起就著书立说，
说什么当时溯

了， 剥削阶级被消灭了，
社会主义社会的

E ŁJ I V  I Ļ ?h

作者团体把生产发展到空前的速度来加以解决。

。



九三七年
， 从产值来看

，
工 业方面个体手工 业占百分之

赛点二 农业方面
， 个体农业经济占百分之 点五 在商业方

面，
九四 0 年集体农庄市场 占商品流转总额的百分之十四点

巨。 集体农民和职工 的个人副业在经济生活中还 占很大比重。

根据 九三五年二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 (布) 中央批准的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的规定，
划给集体农庄每个农户个人

使用和经营副业的宅旁园地为四分之 公顷到二 分之 公顷，

在某些地区可达 公顷
。 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副业占用的土地在

全国播种总面积中虽然只 占百分之三
，

但如按蔬菜瓜类作物和

马铃薯的播种面积计算， 则所占比重达百分之三十以上。

根据 1 9 3 5 年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的规定， 在主要农业地

区， 集体农庄每 农户可以有 头奶牛 二 头小牛、
至二 头带仔

猪的母猪
、

十只 以下的绵羊和山羊、 不限数量的家禽和家兔、
二 十

箱以下的蜜蜂 在畜牧业地区还 可增加 些， 但实际上常常超过规

定。 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饲养的牲畜在全国牲畜头数中占很大比重
。

以上材料说明，
在三十年代以后

，
全 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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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经济虽然在苏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已占优势，
但是在工

业
、 农业和商业部门

， 都还存在着部分私有制。
在农业中， 全

民所有制占的比重还很小，
而集体所有制本身也还很不完善

。

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
并没有完全取消。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

制企业
， 都有相当大的 个多数的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列

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
，

而是掌握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手里
。

1 9 5 2 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揭露 。有不少工 作人员， 忘记委

托他们管理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 ，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

世袭领地。

，

。在那里， 他们订立 自己的 °秩序'

、 自己的 '纪律"

，

" 他们什么都可以干 。

，

。胡作非为。

。
如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 领导机

构中有 部分工 作人员和苏维埃和党的工 作人员 已经堕落腐化，竟至

盗用公款， 浪费和盗窃国家财产。

。
彼尔涅 区食品联合制造厂 °厂长

违反国家纪律， 经常滥用职权， 非法地大量盗用企业中的各种材料

和产品。

。 在国营商业机构中也 " 有不少盗窃公共财产的事实。

。

在集体农庄， 些领导人利用职权， 大量盗窃公有财产
。 苏联

报纸当时揭露， 阿拉水图到恩别施三哈萨克区 农庄主席舒尔巴基

耶夫 。把自己的亲友都安插在掌管物资钱财的工 作岗位上 。

， 组成遽

窃集团， 从 19 4 5 年到 19 5 2 年 " 盗窃和侵 占公共财产。 达八年之久
" 大发其财。

。 在经营方面，

。某些领导人采取卞不正确的路线
。 在缣

体农庄培植独立的生产小组， 取消了生产队。

， 甚至搞包产到组 破

坏集体所有制。
19 5 0 似 这种小组在库尔斯克州斯塔洛 奥斯础

耳区咨农庄 已有八百八十个， 在斯沃博达区有四百四十二 个
。



这些情况显示， 在赫鲁晓夫
、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

党政大权以前， 在苏联， 不但老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 而且

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一 批又一 批地产生
。

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

自量发展到 定程度时， 它的政治代表人物就会要求政治上的

眺治， 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要求全盘改变

社会主义所有制， 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 果然，
在斯大林

逝世以后
，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就发动反革命政变， 把资产阶级

妄图在苏联全国复辟的希望，
变成了复辟的现实

。

苏修 变社会主 义所有制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 阶级 所有

制， 是同苏联国家性质的改变密切联系着的
。

社会主义全民所

有制是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着的， 而赫鲁晓夫
、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 就是资产阶级上合 国家的阶级性

质变了， 所有制性质也就必然随着改变。 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 蜕化变质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

国家的过程
，
也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为官

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

， 在苏联经济领

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
是通过推行 条以利润挂帅、

物质刺洫!

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路线来实现的
。 早在 九五 三年， 赫鲁晓夫

叛徒集团就作出了 °扩大企业经理职权。

、

°扩大厂长权限' 等

决议
。
在 九五六年二 月举行的苏修二 十大土， 赫鲁晓夫叫嚣

。

必须彻底实行。 。个人物质鼓励原则。

。
九五七年， 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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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把。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
。规定为计划和考核企业

、

建设单位的重要指标
。 九六 年， 在苏修二 十二 大上， 又进

步提出 。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

， 把它作为党的 。纲领

性要求。

。 九六二 年九月， 在 《真理报》 上， 抛出了 篇苏修

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 的《计划 · 利润 · 奖金》的黑文， 系统

地鼓吹以利润挂帅、 物质刺激为核心的国营企业管理方案， 并

在各大报刊就这篇黑文组织讨论。 经过这样 番舆论准备，

九六三 年十 月的苏修中央全会肯定了利别尔曼的建议 ， 决定
" 广泛地进行试验。

。

" 利别尔曼建议。 的主要内容， 就是以。

经济手段 (利润、 奖

金
、 价格、 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 来。刺激。 企业的生产

。 具

体措施是 根据赢利率评价企业工 作，

。赢利率越高， 奖金就

越多。 简化和 。 改进。 企业的计划工 作， 国家对企业只下达 " ř
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

两个指标 扩大企业使用从利润提

取奖励基金的权力 规定。 灵活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

，

以保证利润。
： \ ţ

� 叶市舍 格尼戈里伊维奇 利别尔曼 (18 97 )， 苏 联 经 济 学博士
， 科哈尔

夫工 程经济学院教授， 哈尔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室负责人
， 哦经济科学》编

委
。

1950 年
， 发表了 《论工业企业赢利的计划化 薯 文， 鼓吹用物质刺激和利润挂

帅的办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 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注意
。 苏修 二 十 大 以

后 ， 在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支持下， 他忽然变得异常活跃起来， 陆续发表文氧 攻击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 叫嚷不能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 。

19 62 年他发表 嘿计划
利润 奖金力 文， 主张用利润来评价企业工作和改进整个计划制度， 鼓吹给企业
以更多°

经营活动的 Ĥ 由。

， 扩大企业在利用基金作为集体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

企业的利润越多， 留归企业的奖金也应越多
。

4 真理报》吹捧它 。

提出了重要的原则
性的问题 。

，

。

具有巨大的意义
。

，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讨泡 大造复辟资本主义的與

3 8



" 利别尔曼建议。 出笼、 九六二 年十月， 苏修国家计划

委员会国民经济计划局就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试验。

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女布尔什维克工厂和伏尔加 维

亚特卡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灯塔厂 ， 也于 九六四年七月 日开

始试行" 新的计划工作制度。

。

" 利别尔曼建议。是什么货色呢? 说穿了
，

就是按照资本主

义利润原则安排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切为了赚钱， 除了

快快发财之外，
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
推行利别尔曼建议 就是

按照资本主义原则来搞生产和经营，
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重新分离开来吵 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勃列日涅夫一 九六四年十月上台以来， 在" 广泛实行. 经

济改革。 的名义下
， 把赫鲁晓夫那 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在

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中和其他 些决议中， 用法

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 新经济体制。

。

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 。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

权力， 由经理 (主管人、
主人) 和按照职务分工 规定的企业其他负责

人员行使之
。

。 企业经理有权确定企业的人员定额， 有权。招收和解雇

工 作人员， 对企业的工 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
$ 有权确定

职工 的工 资和奖金多 有权出卖、 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 有权支

配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各种" 经济刺激基金等。

。

列宁指出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

。� 资本

园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乡
。

4c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胝
。

第 8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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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团
■
■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

鱼吃小鱼
， 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的产物。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Y

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由于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翅

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着的 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
所以， 从社

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 必然 拍

始就表现为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与此相联系的资产

阶级
， 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 苏联复辟的资本主义，
就是这

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它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的 经 济萎

础
。

正是因为如此
， 所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积极仿效资本主

义垄断组织的计套办法， 积极推行所谓 。 以经济核算为基础 。 的

生产联合公司， 以加强这伙叛徒对苏联经济的资产阶级垄断统

，
生产联合公司最初出现于 1 9 6 1 年， 就是乌克兰利沃夫经济行政

区的前进制鞋公 司和曙光皮革公 司。
1 9 6 2 年， 苏修中央十 月全会

决定， 逐步合并企业和建立各种生产联合组织 (公 司)，并在莫斯科和

列宁格勒等地进行试验。 到苏修二 十四大， 勃列日涅夫进 步强调

" 建立联合公 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 \ 来它

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
。

。 1 9 7 3 年 3 月 2 日， 苏修

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炮制了《关于进 步完善工 业管理的若干措施》
，

要求巩固和加速发展生产联合公司。 这样，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层

组织 生产联合公 司，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推动下， 很快就发展趋

来。 苏修认为。通过让 目前独立的
：
中小企业隶属于大企业的途径来合

并企业， 这种做法具有迫切的意义。

。 在勃列日涅夫 伙的竭力鼓吹

和强制下，全苏联合公 司已由六十年代初的几家增加到 1 9 4 年 10 月

4 0

是在自由竞争过程中，
经过长时期的州



的一 千五百多家
。

苏修叛徒集团在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

卜阶级所有制的同出 也改变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

称虽然未变， 但是， 它的实质同全民所有制企

合作制的 种形式。 关干合作制的性质，
马克

F ĮĮŢT
想主义者从来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

而是把它同 定的国家政

江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联系起来考察的。
列宁在 《论合作

制》 文中明确指出， 并不是任何 种合作社都是社会主义性

质的。 列宁说 。毫无疑问
，

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

体的资本主义组织
。

。� 现时相当 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有 些

消费合作组织或生产合作组织
， 但那些合作组织都是按照资本

主义原则经营的， 实际上是 种资本主义经济。 空想社会主义

者欧文曾在资本主义国家办过合作社，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

排挤下
，
也很快就瓦解或变质T

. 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帮助T
,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的合作组织才能建立起来， 并得到巩固和发展
。 斯大林领

导时期的苏联集体农庄，
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制的合作组织。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

， 完全改变了苏联集体农

庄的社会主义性质。
他们首先是大批撤换集体农庄主席，

派遣

他们的爪牙挂起。知识渊博的专家。

、

°有才能的组织者。等等招

国 《论合作制》
。

《列宁选集》第 4 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6 85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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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篡夺了集体农庄的领导权，
并通过苏修国家银行以发放贷裁

和财务监督等形式， 加强苏修国家机器对集体农庄的控制。 能

们在农村中也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
˜ 面鼓吹要通过 《

扩

展商品货币关系。

，
彻底实行。个人物质刺激。原则，

：，使。 国家和

集体农庄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

$ 另一 面又进行不断

"

调整。和" 改组。

， 把集体农庄调整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
、

'

f L i
早在 ï 5 5 年 3 月 9 日 苏修叛徒集团就攻击斯大林时期的农

计划制度是 。不必要的。

，

。 官僚主义的、
过分夸大的、

：脱离生活实蹋

锄 )'
。

规定。商品产量应为计划的出发点。

， 以代替原来下 达 的 生 肖

(包括作物品种和播种面积) 计划」 集体农庄只要完成向国家交售任

筑 就可以自行决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 以及畜穴品率和牲畜头

数尹：
晶至 于怎样生产这些产品是庄员们 自己和农庄主席的事。

。

1 9 6 9 年颁行的所谓 《集体农庄示范章程》 刚进 步规定 °集体

农庄。 主席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使用的国有土地罗 有权支配农庄的财

产和资金 ， 直到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 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

报酬和奖金多 有权开除庄员和雇工 等等
。

经过这样 系列的。调整'

、

。改组。

， 苏联农村中原来属于

广大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
， 已落到以勃列 日涅夫为总

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去了
。

苏修叛徒集团除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

发展家庭剐
阶级所有制以纸 还在城乡大力扶持个体私有制
业

， 扩大宅旁园地
， 鼓励自由贸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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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7 年、 在苏联从事私人劳动的庄员占座员总数(折合有% 动能

力的成年庄员)的 3 2 % 。

19 5 9 年，全苏搞个人副业的劳动力为九百九十万人 ， 从事家务的

劳动力为 チニ百八十万人，合计占全部劳动力 亿二 千八百万人的

17 7 % § 1 9 65 年， 这个比例上升到 2 0 % (二 千五 百万人)， 西伯利亚

则高达 2 6 % 。

私人经济在苏联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19 5 8 年， 全苏私人副业

产品在集体农庄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是 3 1 8 %
。 在畜牧业生产中，

私人畜牧业的比重则更大。
1 9 6 0 年，

全苏个人副业拥有的私人牲畜

占全国牲畜头数的比重 牛 3 0 4 % 绵羊 2 1 1 % 山羊

8 1 4 % 。 据 1 9 6 0 年统计，全苏平均每户庄员生活费用的 4 3 % 要靠个

人副业收入 ， 许多地区甚至超过二 分之
。

苏联的所谓集体农庄市场，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
。 它随

着私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19 6 6 年 3 月， 全国有七千二 百多个

到 1 9 7 0 年后， 发展为八千多个
。

这种市场是指有专门地址的固定市

扬
。

至于那些遍布码头、
港口

、
火车站等小型的被苏修称为是自发的

那种市场，
还不算在内。

苏修叛徒集团扶持个体私有制， 其目的是使这种个体经济

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经济的补充， 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

治的 种社会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牴有制的过程，
也就是苏联广大工 农群众重新丧失生产资料

，

沦为雇佣奴隶的过程。

苏修叛徒集团通过在各企业中的代理人，
运用管、 卡、 扣、



罚等各种手段
，
穷凶极恶地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他们除了以国

家的名义，
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的形式剥削工人以外，

还任越

扩大
、

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通过高工资、

高奖金和

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
使那些官僚、

厂长、
经理、

总工程师
、

总会计师等特权阶层放肆地剥削工人。

据苏修报刊透露， 在实行排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 以后，苏联

国营企业中车工 的月计件工资， 低的五十至六十卢布， 中等的七十至

八十卢布。
而那些经理、

厂长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月工 资、 奖

金
、 补贴等合法手段攫取的，就高出工人的工资收入几十倍甚至上百

倍， 用贪污盗窃等非法手段攫取的还不在共内o ?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从 196 9 年以来灵 大衣鼓

吹和推广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裁员试验'

。 ，，这令" 试验。

，是苏修推

行。新经济体制。 的重要步骤， 也是加强对工 人剥削的重要措施。
域

员试验。是通过。增加工作量和扩大服务范围· 等加强工 人劳动强度的

办法， 来裁减人员
。 同时规定企业的工 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 自裁减

人员而多余下来的工 资基金， 留归企业由广 小撮特权阶层支配
。 域

员试验。 的结果， 不仅让少数特权阶层侵吞了极大部分多余下来的工

资基金， 而且使 批批工人被解雇， 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形成了

相对过剩人口
。
据苏修报刊透露， 仅俄罗斯联邦二 百九十二 个。按谢

基诺榜样工作。 的企业， 到 19 7 3 年 7 月 1 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

工 人。 连莫斯科州委第 书记也不得不承认， 由于推行《新体制
"

，
美

量解雇主入， 失业问题已成了苏联。全国范围。的问题。

。

今天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工人的剥削程度已经远 远 超

过了沙俄资本家。 据统计，
19 0 8 年， 俄国工 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约为

1 0 0 % ， 而 19 7 3 孰 苏联工 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 2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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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剥削引起了广大工人的不满和愤怒。 位有三 十年工 龄的

苏联老工 人说 。我们这里有好多百万富翁。

'" °他们跟我们不仅在生活

上， 而且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
。

。 莫斯科 大学的学生说

" 苏联现在已经是 个资本主义国家。
高薪的人生活得比西方资本家

还好， 整个国家的工 厂、
企业都在他们手中

。
而普通人却生活得很贫

困， 甚至比沙皇时代还坏。

。

1 9 7 0 年， 苏联普通农庄庄员每月买际得 到 [珂稂 酬不到 严 丁 尸 ·rp 。

般农庄主席每月报酬三 百多卢布 有的竟高达 千多卢布， 总经济

师、 会计师、 农艺师、 机械师
、
畜牧师等主要专家每月报酬二 百到三

百卢布。
农庄主席的收入 比 般庄员高十几倍到二 十倍。

此外，农庄

主席及其" 智囊团。还利用。奖金。

、

·내·贴· 等名目进行剥削。 乌克兰 日

米尔州农庄的主席， 仅以所谓 " 行政管理费。 的名目，就掠夺农庄全部

劳动报酬基金的 ľ 5 % 到2 5 % 。
些农庄主席住宅豪华， 生活阔绰，

拥有轿车和别墅 ，而广大庄员群众却住在简陋的木屋和矮小的土坯房

里 ，过着贫苦的生活
。

今天苏联广大工 人、
农民的苦难处境， 说明了当无产阶级

政权被资产阶级篡夺以后
， 劳动人民必然要重新陷入被剥削

、

被压迫的深渊，
吃二 遍苦，

受二 茬罪。

压迫愈深，
反抗愈烈，

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毛主席教导

我们 。苏联是第 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

党。
虽然，

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
，

但是 ，
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

苏联广大的人民
、

广大的党员和

干部，
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国

の 转引自呓红旗》杂志 196 7 年第 1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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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倒行逆施ヲ
到头来只能是振起石头打自d

的脚， 受到历史的严防惩罚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 义全民所有制的巩 固和完善

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
，

既然还很不完善，
资产阶级法

权还没有完全取消 既然还有 个实际上归\ 个阶级所有的间

返 还存在着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性，
因此，

那种认

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旦建立就 劳永逸地把谁胜谁负的问题彻

底解决了的观点
， 是极其错误的

， 是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客观

实际不相符合的
。 实际上

， 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以后，
还

有 个在尖锐、
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使它巩固

、 完善和发展的长

过程
。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

， 尖锐地把在斗争中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任务
，
提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

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面前
。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 首先是要巩固和完善处于国

民经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的关键， 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

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旧社会传统或痕迹的

集中表现，
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 资产阶级法权

旦被强化和扩大
，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被腐蚀， 蜕化变

质为走资派所有制
、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 党内资产阶级

就是这种走资派所有制
，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格化

，

拍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中， 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

勖这种旧的社会分工
，
也就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

。
因而在生产

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接受少数管

阻工 作者(脑力劳动者)的意志而进行生产活动的情况
。

这种旧

的社会分工 的存在
，

是产生。 长制。这种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

劳动者的经济基础。 同流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的仍

煞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也就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

它是

酆分人力求通过商品关系统治另 部分人的经济基础 。
至于社

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的按劳分配
，

通行的也还是商品交

标的原则
，

即 定量的劳动同 定量的劳动相交换
。

这种资产

阶级法权的存在
，
是夏洛克式的人物产生的重要根源

。
总之，

壮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
以

跟在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存在和分配方面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

泌权， 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 新资产

阶级的产生过程
， 总是同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联结

在 起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所有制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亚里士多德

的这样 句话 。主人不是通过获得奴隶， 而是通过使用奴隶，

卖鲜明他自己是主人。

。 马克思接着说 资本家也不是。

通过使他

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

，
而是 。通过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

雇佣工 人� 。

，来证 明自己是资本家。 马克思的话明确告诉我们，

判断 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是看生产资料在名义上掌握

伊 马克思 《资本论》筚3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岁第 2 5 卷，第 4 3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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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限制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

降到打击
，
不致泛滥

， 并且在不断限制的长过程中，
逐步地铲

昏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氮 逐步地创造着资产阶级既

昏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这样，社会į 义全民所有制就将

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 逐步地巩固和完善起来。
正是

由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所以，

网少奇
、 林彪

、 邓小平这类党内资产阶级
，
特别对批资产 阶

趿法权有反感。 但是， 党内资产阶级愈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

驭，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愈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

农村人 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发展的方向

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样
，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制的巩固和完善的过程
， 也是 个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

程。 但是，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完善还有它自己的特

点。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一 种公有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主义所

有制， 因此， 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 要经历 个由小

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体所有制
， 再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

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长过程
。

现阶段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集体所有制
， 即公

社集体所有制
、

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和生产队集体所有制
。

公社的生产资料属于公社全体社员公有限
公社 级所有的

生产资料， 包括各种大型农业机器
、 大型农田水利设施，

以及

各种林、
牧、 副、

渔企业和小型工矿企业等。 公社集体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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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有化程度较高的一 种集体所有制形式。

公社以下， 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属于大队范围内的社员制

有。
大队一 级所有的生产资料，

主要包括生产队难以兴办或省

适宜由生产队兴办的林、
牧、

副、
渔企业，

直接为农业生产眉

务的小工业和大中型农业机器。

有

具

公社集体所有制和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 状低的娟

种集体所有制
。

在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中，
公社一 级和

大队 级的集体所有制是部分的， 生产队 级的集体所有制是

基本的。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独立核算，

盈亏
， 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

。
' "

. 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
为什么在现阶段要

产队为基础? ：这是因为， 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靠人

力和畜力。
公社化后农业机械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 但就全嗯

因此， 为了适应

了少数地方以外茹
大体上以三十户农户左右组成厂个生产队， 作为组织生产和分

配的基本核算单位。 这样， 便テ组织生产和加强管理 便于使

社员更好地关心集体， 加强对干部的监督。 但是随著生产力的

发展和社员思想觉悟的提高， 这种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状况

必将逐步改变。 、与：k童 '

ぷ受/į ： ：/ i
、

そ
。 ； 。 。；

， i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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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大队以下
，
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属于生产队的社员샙

生产队 報所有的生产资料，
包括土地、

种籽、
肥料、 制

小型农业机器和队办的林
、
牧、

副、
渔多种经营。

这是瑁

来说， 并没有根本改变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

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社员的思想觉悟枣贵除i



在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中， 公社、 大队两级集体经济虽然

胚不够强大、 但是对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 起着重要的

作用。 由于公社
、 大队两级集体经济的存在，

就可以购置生产

队无力购置的大型农业机器
，

兴办 个生产队无力兴办的农田

陬利基本建设和小型工矿企业， 有重点地支持经济水平较低的

生产队。 随着公社、 大队两级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和发展，
必

降愈来愈发挥重要的作用
。

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

劇，
能够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要求。

例如，

妞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过程中，
不同类型的农业机械，

可以

分别由生产队
、

生产大队和公社所有，
在不同的范围内充分发

晖它们的作用
。

又如， 各种林
、 牧、

副
、

渔和工业 等 多种 经

階， 可以按照它们规模的大小和所需人力
、
物力

、
财力的多少，

分别由生产队
、
生产大队和公社经营

。 所以，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

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
，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优越性 就全

国多数地区来说，
它同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

适应的
。 但是， 由于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 时时

刻刻都在向前发展， 农村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 仍然存在

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
这些都必然会推动三级集体所有

制首先发生某种数量上的变化， 即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的前提下
，

大队 级和公社 级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步增

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国家支援下

， 我国农村人民

公社的社队工业迅速发展， 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比重在不

同程度上起了变化。 ， 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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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乡 据北京、
上海、

河南、
湖北等十三卅

，
的典型调查，

三级集体经济的比重如T

1

'W
''% ť '"887

1 三级总收入 100 0 100 0 
7 1

( 2 )大队 级 14 4 15 9 
18 7

2 三级税收 100 0 100
,
0 7 7

( 1 )公社二级 14 8 18 3 3 9 9

' ( 3 )生产队三级 T2 3 67 9 1 0( 2 )大队二级 12 9 13 8 15 1

3 三级当年积累 100 0 100 0 2 2 6

( 1 )公社二级 15 8 18 7 4 5 4

( 2 )大队二级 2 5 3 2 7 7 34 0

( 3 )生产队二级 58 9 5 3 6 1 1 6

4 三级固定资产1 100 0 10 0 0 19 2

( 1 )公社 级 7 8 9 1 3 8 9

i
( 2 )大队 级 2 2 9 2 4 5 2 7 6

( 3 )生产队二级 69 3 6 6 4  14 2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社 级和大队 级在三 级集体经济中所占的

比重， 当前虽然还较小，但是公社经济和大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比生

产队经济快得多， 因此， 1 97 5 年同 1 9 74 年相比， 不论就三 级经济的

总收入来看， 从三 级经济对国家税收；
的贡献来看，从集体经济本身的

积累来看， 或从购置固定资产的能力参看，公社 级和大队 级所占

；

的比重都在增长。 从较长时期来看， 这种变化将更为 显 著。 例凯

19 7 o 轧 上海市郊区各人民公社的三 级总收入 中， 公社 级经济只

占百分之十几， 大 队 一 级经济不足 5 % ， 生产队 级经济占8o % 以

上。 到了 19 7 5 年， 公社、 大队两级集体经济分别上升到 3 4 % 和

1 9 5 % ， 生产队 级经济相应地下降到 4 6 5 % 。

随着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的这种量的变化
， 必然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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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部分质变、 即为现阶段实行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

匪集体所有制
， 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两级集体所有

陲过渡创造重要的条件。

实行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 就是在 个人民公社范围内，

医生产大队作为统 组织生产和统 组织分配的基本核算单

匡。 生产大队范围内的土地、 大型和中型的农机具等基本生产

曝料和其他集体财产， 都将归大队所有， 由大队统 支配 生

盛大队范围内的全部劳动力， 也将由大队统 调配使用。 农村

良民公社中， 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所有制的出现， 标志着农村

良民公社集体所有限公有化程度的进 步提高
。 现在， 实行生

皆大队基本所有制的， 在全国各地还不多。
但是， 它具有强大

中生命力
， 体现着全国五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进 步发展的方

自

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
， 是生产力

匿 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在开展°农业学大寨。 的群众运动，

贯彻执行农业り\字宪法。�的过程中， 不断掀起大搞农田水利基

降建设的高潮 而生产队小集体所有制是同兴修大规模的农田

冰利工 程有矛盾的。
例如，为着建设格子化的稳产、 高产农田

，

往往需要超越 个生产队的范围来整治农田面貌， 填没某些旧

河道、
旧沟浜， 开挖 些新河道、 新渠道。 但是在 个大队范

� 农业《八字宪法
°是指土壤改良、 肥料、 水利、 种籽改良、 合理密植、 植物保

护、 田间管理 、 工具改革(简称土 、 肥 、 水 种 \杆 保、 管、
工 )等八个方面的增

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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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治水改土工程， 对各个生产队来说，
它们的受益程度越

不 样的， 有时甚至可能对多数生产队有利，
对少数生产队禁

利。 在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条件下，土地属于各个生产比 生产醒

在各自范围内组织生产和组织分配，碰到这一 类矛盾，
就可能虞

局部利益出发， 只考虑本队的需要和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项可以使多数生产队受益的大规模的治水改土工程就往往无端

进行
。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日益发展， 现在已可以看到，
它同生月

队基本所有制必将发生新的矛盾。
从上海市郊区各县粮、

棉イ

油、 猪
、
菜等五种农副业生产来看， 共有七十个工种可以和超

该实行机械化
。 如果全面实行机械化

，
个生产队就至少要硎

备三
、

四十种农业机器
。 但是， 个生产队的资金少，规模小

在 般情况下， 要购置这样 整套农业机器， 是困难的。 某些竇

裕的生产队即使有能力购置这些农业机具， 但在 个生产队的

范围内， 有些农机也不能充分发挥效用
。 对于农机工 业来说多

要为每个生产队制造和供应这么 套农业机器， 时也有困底

而且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如果由大队来置办这些农业机器，

有许多机器就根本不需要每个生产队各购 套， 而可以由几个

生产队合用 套。 此外， 农业机械化也不仅仅是 个购买农机

的司题，
还需要相应的农田水利建设同农业机械化配套 田间

要有拖拉机通行的路， 河上要有能通拖拉机的桥
。 这都要在

个大队的范围内进行布局
。 农机

、 道路
、 桥梁、 渠道要配套，

它同生产队基本所有制的矛盾就发生了
。

户左右的生产阢 辅在劳动力使用上， 般来说
，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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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过六
、

七十个左右， 难于作比较合理的专业分工
。

而且
，

陲个生产队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是各不相同的。 有

田多人少， 有的队田少人多，
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陈 件下
， 劳动力不能由大队作统 的

、
合理的调配，

当生产

[在。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的方针指导下使农副业生产发展到

定 阶段的时候， 要进 步求得较快的发展就会出现困难。

以上这些矛盾， 有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就存在了。
在

艮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为农村人民公社以后
， 有限公社和大队的

E 领导， 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些矛盾，
如在

除公社、
全大队范围内安排电力灌溉渠道，

在长江 以南的水网

色带， 般在公社化以后的几年内就解决了
。 但是随着农业生

萨的发展，
些原来就有的矛盾突出了

，
些原来没有的矛盾

匦现了。
，特别是随着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 必将要

齢 步 步地解决这些矛盾。 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大队

隆本所有制， 将为较好地解决这些矛盾创造必要的条件
。

陟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 也是缩小生

哮闪客间穷富差别，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经济基础的客

扼要球。

牧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防止了个体农民之间的

两极分化， 使社会主义占领了农村的阵地
， 巩固了无产阶级专

隊在农村的经济基础。 但是，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

陉济， 毕竟是 种小规模的集体经济，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

酪然除イ出现富队和穷队的差别， 并引起农民内部的穷富差别
。

官 藩家底厚，
实现机械化速度快， 可以利用富足的财力和人力

5 5



举办多种经营
。 方队家底薄，

无カ兴办需要大量资金的经济事

业
。 在发展的过程中 就会出现富队相对愈富，穷队相对愈穷的

趋势
。

19 7 5年，上海市嘉定县几个大队中生产队集体收入分配的差距情

况是 朱桥公社灯塔大队第二 生产队，平均每人每年二 百八十二 兀 ，

同大队的第九生产队只有 百六十四元，
相差 7 8 % 。

长征公社真北

大队的夏家宅生产阢 平均每人每年二 百四十三元， 同大队的徐家宅

生产队则只有 百三 十元， 相差 8 7 % 。
望新公社宣高大队的西高楼

生产阢 平均每人每年 百八十元， 同大队的姚弯生产队只有九十九

元， 相差近 倍。

扩大了富队和穷队的差别
，
就是扩大了集体所有制经济之

1司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利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

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经济基础的巩固。
实行大队基本

所有制， 将在生产队之间防止穷队和富队差别的扩大。
生产队

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
， 是农村中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它的发展

速度，
在我国辽阔的农村是不 样的。 根据 些地区的典型经

验， 农村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司的矛

盾发展到具备以下 些条件的程度， 实现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

到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 大体上就成熟了
。

第三，

： 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相当提高
，：特别是农业机械化

有了7
'定发展，

公社三级经济、 大队 级经济有了 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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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
。 就农业机械化来说

，
当在农副业生产方面产生了实行多

仁种机械化的需要和可能时，
以生产大队来统 组织生产，

既

甫力量购置成套农业机械
， 也有可能充分使用成套农业机械，

內生产队统 组织生产相匕 将更显示大队基本所有制的优越

性。 就公社 级经济、 特别是大队 级经济的发展来说，
只有

皆大队 级经济有了 定的发展
， 大队才有力量购买成套农业

肌械， 才有力量帮助和支援后进队发展生产，
生产队也才有可

能。共。 大队的" 产。

， 不致于在过渡过程中发生穷队。共。 富队的

É产。

， 而可以做到所有的生产队都。共。 大队的。产。

， 只是穷队

睁。共。 些， 富队少" 共。 些
。

第二
， 大队内部各生产队之间集体分配水平的差距已大体

靠拢。 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同 大队各生产队之间在经

济发展水平上总会有参差不齐的现象。 但是， 如果差距太大，

当过渡到大队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大队统 分配标准的时候，不

是穷队的社员收入猛增， 就是富队的社员收入大幅度减少，
这

蹴不利于社员的团结和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为了给过渡创造条

件，
在过渡以前

， 大队对于富队的分配水平要适当加以控制，

对于穷队则要从帮助它发展生产入手， 逐步提高它 的分配 水

平， 使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分配水平逐渐接近。

第三
， 形成了 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领导核

心
。

向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 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

种提高，
意味着在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将进 步受到限

制
。

因此，
在过渡过程中必然充满着两个阶级

、
两条道路和两

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大队有了 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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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顶导核心
、 才能率领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引众去同党内资

产阶级斗， 同地
、 富

，
反

、 坏的彼外活动斗，
同资本主义倾向

斗
、 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ľ生，

并保证在过渡

第四
， 厂 大社员群众具备 定的思想觉悟，

有要求过渡的

思想基础
。 因为随着过渡的实现，

旧的矛盾解决了，
又会产生新

的矛盾
， 而这些新矛盾又往住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资本主义

自发倾向纠缠在 起
。 列宁指出 。改造小农，

改造他们的整个

心理和习惯
， 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

。 ) 毛主席教导我们 如

果 。

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 作，
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

起来。@
。 如果广大社员群众没有 定思想觉悟， 没有要求过渡

的思想基础
， 那就不能引导到他们去正确处理由于过渡所带来

的新问题
， 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起来，

还有

可能产生。 吃大锅饭。 的错误思勰。
为了胜利地实现过渡，

生产

大队和生产队在过渡以前就有必要深入开展社会主 义 教 育运

动， 增强广大社员群众的集体观念， 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树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牢固思想。

在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的条件中， 生产力的发展这一 条

是很重要的。 缺少这デ条件， 过渡就有困难
。 这说明生産关系

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起着作用。 但是， 政治是统帅， 是

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3 上层建筑对自己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

�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

《列宁全集》第 32 卷， 箏2 05 页
。

毛主席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 文按语》
。
《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上册， ，
潍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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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并不是无能为力的
。

在经济条件大致具备的情况下，
能否搞

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
就取决于有没有 个坚持毛主席革

呤路线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广大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了
。
缺少这

降政治思想条件
，

经济条件再好，
也难以胜利实现过渡。

在有

動情况下
，

经济条件即使稍差 些，
但是由于有坚强的党的领

导核心
，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提起政治

想 想工 作这个纲 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也能

够胜利地实现过渡
，

而且在过渡以后 ，
生产大队集体经济能够

进 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 现在
，
我国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绝大多

数还是实行 。
三 级所有. 队为基础 ' 的制度，

但很多地方的贫下

中农，
正 在为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积

极创造条件�
。

の 从下面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彭赵大队的情况卟!
， 可 以看出贫下中农是怎样

为过渡到大队基本所有制创造条件的
。

彭赵大队 共四百九十户， 千六百七十三

凡 有八个生产队。
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 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出

现了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
。

197 5 年开始， 他们提出了 。先变内容后戴帽子
。 的

设想， 在加强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 从十个方而为今后向大队所有制过渡准

备条件

( )建立大队农机站， 扩大大队管理农机的范围 。

(二 )建立大队肥料运输队 专门负责把市区垃圾 黑泥 、
大粪和下脚氨水运回

も 由大队按各生产队的土质情况， 统 分配
。

(三 )建立大队种子场， 专门负责为各生产队培育
、
保管， 供应 良种。

(四)建立植保专业 化 病虫害由大队统 组织防治
。

(五)建立绿化专业 队 由大队统 规划造林
。

(六 )扩大副业专业 化 大力发展以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 。

(七)建立农田基本建设专业 队。

(八 )积极帮助穷队发展生产， 同时稳定和适当控制富队个人收入 的分配水平，

缩小生产队之间的贫富差距 。

(九)使队办企业人员的分配水平大致同务农社员相近 。

(十)适当扩大合作医疗中归集件负担的部分， 增加对经济有困难的社员的医药

补贴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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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民公社在实现了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以后，
随着生

产力的继续发展和广大社员群众思想觉悟的进一 步提高，
在将

来还必然有二个从大队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的问

题。 即使实现了人民公社基本所有制，
它也仍然是社会主义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集体经济组织。
当然，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也不可能永久并存。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

和公社一 级经济的发展壮大，
农村人民公社也将发生根本 变

化
， 即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可

以预料， 人民公社将是我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

及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 种最好的组织形式。

: z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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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章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第一 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

社 会主 义公 有制是社会主 义相互 关 系的基础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 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所有制关系的 个伟大变革， 但所有

制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多 同样的，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

系，
虽然随着所有制的变更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但是也有

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旦建立， 社会

主义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的

观点， 不过是 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 党内走资派就是利用这

种错误理论来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

强化和扩大相互关系方面

的资产阶级法权，搞资本主义复辟的。
因此，

正确地分析社会主

义相互关系的性质， 分析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

札 认清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还有 个使相互关系不断完

善的严重任务，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 防止资本

主义复辟，
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 人们在

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解决了哪些问题， 还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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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没有解决。
为此，

需要简要地回顾一 下社会生产中相

.

头象演变湘历史。 ■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人们征生广 'r 叼 ' I口 ノ 亀 / 4 ヲ 弋 翊

裸裸的不平等关系。
奴隶主和奴隶、

地主和农民这两大对抗

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
压迫和被压迫关系是明显的。 资本浏

义社会就不同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
统治和被

治的关系，
是完全通过商品关系即作为物和物的关系表现出鞘

軏 不平等的实质被平等的假象掩盖了。
长期以来，

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纷纷著书뇨詆 在物和物的棄宗上大做文章，
企图遽

盖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司相互关系的阶级对立实质， ；维护资禁

主义剥削：制度o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这个旧案翻了过来'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

换商品)，
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国 °经济学所研

究的不是物，
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 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

之间的关系。@
。

这样 来， 整个经济学中最难的问题就豁然

开朗了。

p r

虿-
：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对劳动的统谐和剥削?：黛建立

，

：在生

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o 久
。

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 制保

证资本家对工 人的统治。

。 @ 正是因为资本家劣有着全部生产资

料， 逼得工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求生存。 在劳动力自

国画系
, r 山 县1 栩 百 奖 某国臨



自买卖的平等假象掩盖下， 形成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

削和被剥削、 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对立的关系
。

。
罗马的奴隶是

阳锁链
， 雇佣エ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 。

》�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

副的基础上产生的
。 社会į 义相互关系的建立

，
意味着工 人阶

陬、 劳动农民同资产阶级
、 地主

、 富农之间在旧社会里那种被

阬治和统治的关系
， 颠倒过来了

。 这种颠倒， 是以生产资料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前提的
。
社会主义公

防制也是 种经济上的强制力量
， 它使剥削阶级丧失了剥削劳

助人民的手段
， 迫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他们

的统治和改造
。

无产\ 级和广大劳动人民， 则随着生产资料公

愉制的建立和发展
，

； 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主人
。 劳动人民之间

陡立在根本利益 致基础上的新型的相互支援、 共同协作的革

除同志关系开始诞生了
。

但是， 在社会主义社会
，

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着两种形

武，
还存在工 农差别、 城乡差别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还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
， 劳动者在相互交换劳动的过程

中，
通行的仍然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

这些经济条件决定

了，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 劳动者之间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事实

土的不平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

有 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并不是一 下子就完善的
。 特别是在

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 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



级
， 他们必然要破坏和腐蚀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使之变为资本

主义相互关系
。 因此， 新型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不断完善的过

程
， 就是逐步限制和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

就是无产

阶级反对并最终地战胜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过程 。

上 层建筑在相互 关系形成和 发展中的作用

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相互关系的性质。
但是，

人们的相互关系，
：又总是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发展的，

是受

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
。

因此，
在考察人们在生

声中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不能不联系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研究。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 上层建筑是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建

立起来的政治
、 法律制度

，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
、
法律乙 宗

教、
·艺术

、 哲学的观°点
。

上层建筑 经形成， 就积极地为它的

经济基础服务， 并为消灭 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

斗争。 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上层建筑的力量
， 千方

百计地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关系，
巩固和发展同它相适

应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
这是 般规律。

就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 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运用上

层建筑的力量，
交替使用刽子手镇压和牧师式欺骗的两手， 来

维护和扩大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的
。

° 马克思指出 资产 \ 级
°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

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
。

：Ī 十五 世 纪 末叶至十

� 马克思 °《资本论》笫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啼 2 3 卷， 筚 3oo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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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的有名的。圈地运动。�
，
就是用暴力手

障驱使大批的贫苦农民
， 变为。象鸟 样自由" 的无产者流入城

声， 为资本扩大了统治劳动的对象。 但是， 流入城市的农民往

隹宁可流浪
， 也不甘心接受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 为着把破

产的农民赶到工厂里去
， 英国资产阶级制定了惩罚流浪者的法

律， 使他们 。

通过鞭打
、 烙印

、
酷刑，

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

度所必需的纪律。圆
。 同出 资产阶级还通过宣扬自由、

平等
、

博爱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 欺骗、 麻痹和毒害劳动人民，

来维

护和发展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 看
， 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发展

资本统治劳动这样 种相互关系， 采取的手段是多么残酷
、 阴

险、 毒辣啊! 、

、吶\ ţ ダ 叼 孔 ı, 。 $ i ：륜 ： さ
'

枣

贫 不 统治劳动的关系依靠暴力得到维护， 也要依靠暴カオ

能粉碎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它果然被粉碎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
， 而只

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起来。 因此
，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 社会主义的

相互关系， 既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
又必须在社会主义上层

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 如果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建立
， 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

，

� 。圈地运动
。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

。
十五世纪末川 ， 毛纺

工业兴起， 羊毛价格上涨， 于是英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勾结， 用暴力把农民的耕

地变为养羊的牧场。
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炮制了 系列所谓

°圈地法案。

， 利

用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支持地主资本家对农民实行暴力剥夺
。 在这几百年中， 农民不

断反抗， 发动了多次反对圈地的起义。

回 욕克思 《资本论。笫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23 卷， 第 8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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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大错特错了
。 事实上

，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

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民主改革，

。三反
。

、

。五反
。

，
整风

社会主义教育等历次政治运动，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不但批判和打击了

同时也深刻地教育了千部和群众，
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

相互 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社会主义上层

建筑 。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

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薜 i

在社会主义生产十
ラ

エ 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统治着、
改

造着资产阶级歹地主 · 富农等到酊阶级į 剥削者按照他们的阶

级本性是不会心廿情愿地接受这种统治和改造的，
因而在工人

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之比· 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

的斗争。 为着实现对剥削阶级的统治和改造
，
就必须在一 切领

域和革命发展的一 切阶段
，

面专政 。

在社会主义圭产中，
劳动人民之间新型的相互关系，

还受

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束缚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o 无产阶级美化

大革命 以前，
有些企业的干部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 对群众耍

。
三风。 。五气。@ 小 以不平等态度对待群众, 不到车1司小组搞

三 同，
拜老师学一 门至几门手艺，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k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 人民诎

版社 19 6 5 年版， 第 4 6 3 页 。

园
。三 风

。指官僚主义
，
主观主义 、 宗派主义 。五气°

指官气
， 暮气

， 阔气， 骄

气、
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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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鼠。 关系， 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 就曾经

陕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发生了部分的质变。 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

陛立和发展劳动人民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
就必须限制资产阶

陬法权， 逐步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这

豇必须依靠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 我们党领导的整风 运

齢， 是解决干部中的。 ° 风。

、

。
五气。

， 变干群之间
。猫鼠关系。

除。鱼水关系。 的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只有依靠党和无

腎阶级专政国家的正确路线
、 方针和政策，

才能逐步地限制资

皆阶级法权。 只有 。有了人民的国家， 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

围内和全体规模上
，

用民主的方法
， 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使

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
，逐步战胜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

陬意识形态， 为劳动人民之间新型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

发展扫清道路。 ，多： H Į 垡 ţ f ，
i ! i  1 多) レ；

。
'

无产阶级要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未维护和发展社

险主义的相互关系， 资产阶级则要从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入

手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林彪竭力鼓吹剥削阶级的意识

形态，说什么。人和人的关系 专门利己。

，

。动物全凭掠夺，

皆可师也。

。 他的同伙则宣扬什么
。人人相待有如豺狼。

，

。如不

欺骗买卖不成交。

，公开宣扬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大鱼吃小鱼的利

己主义相互关系。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

题》 (简称 《汇报提纲》)
， 是 个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资产阶级

专政的黑纲领， 它反对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划等号，
竭力扩大

の 《论人民民主专政办
。

《毛泽东选集》 第 4 抿 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 第

136 5 页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扩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法权
，

妄图培植 小撮骑在工人农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在上层建筑创
域对无产阶级专政， 以复辟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
无产阶级斗

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 就必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
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 继续深入开展经济战
线

、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天资兴无
， 斗私

批修
。 很明显

， 如果不打遅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猖
狂进攻， 不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批判修正主
义路线

， 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不逐步清除部分领导干部身上
的。

三风。

、

。

五 气。

， 不抵制。资产风。的侵袭
， 不肃清资产阶级

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流毒
， 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

， 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能保持和巩固他们在生产中的统治地位

，

就不能有效地对剥削阶级实行统治和改造
， 劳动人民内部的妇飞

互关系也不可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日益发展和完善。

第二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性质

相互 关 系中的共产主 义 因素和资产阶级 法权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
， 使劳动者从被压迫被统治

的地位
， 上升到统治的地位

。 这是自从奴隶制出现以来的几千
年中

，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最巨大的变化
。 摆脱了剥削

的劳动者， 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相互结合起来
， 运用公有的生

产资料， 分工 协作地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
。 就这 方面来看，

无论是同工 业和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相联系的工人和农民之
68



司的关系， 无论是社会主义各企业
、
各地区

、
各部门之间的关

系，
或者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 都已出观了共产主义因素。

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以后指出 《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
还在

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
，

°
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 。

。の

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
ヲ

归根到底，
是人们之

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们在相互交换

劳动方面存在着三 大差别， 是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也就

是商品交换的原则进行的
， 因而

，
：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

资

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

'

正在生长舂的共产主义因素同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

对立统 ， 构成了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特征，
形成了社会主义

相互关系的 系列的矛盾运动。
这种矛盾大量地存在于生产和

交换的相互关系中。 由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形成的相互关系， 将

在本书的有关章节进行分析。
这里

，
我们着重分析社会主义企

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的运动。

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 内容很多，涉及的面很

广， 关系也极为复杂，
但是从企业中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

氰 主要有三个方面，
即 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管理人

员
、 技术人员(脑カ劳动者)和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之间的

相互关系， 以及工人和工人之间、 农民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の 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版社 19 6 5 年版， 第 462 丫463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 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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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需要有人组织和领导，
这是任何较大规模的共圈

劳动都需要的。
马克思指出

。
一 切规模较大的直接杜会劳动翊

共同劳动，
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

以协调个人的活动， 辅

行生产总体的运动 不同于这一 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一

所产生的各种二般职能。

一 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

个乐队就需要二个乐队指挥。

。�但是。 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

生产的性质和目的不同，
企业中领导的作用以及领导和群众叫

相互关系也不同。
所以

，
紧接着上面引证的那段话，

马克思의

即指出 。二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
这种管理

、
监

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

。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饯

本家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残酷地剥削工人。
列宁说

。资本家所关心 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 ，
怎样借管理来掠夺。

? 圆

所以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家剥削、

压迫工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和弦

众，
从总体上讲，

都是企业的主人，
是下 条战壕里的战友， 崔

根本利益上是 致的
，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他们共同管理褪

会主义企业，
为了 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劳动和工 作

。

再来看管理人员、

(体力劳动者)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企业里的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虽然诮

国 马克思 《资本论乡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3 卷， 第 3 67 页 。

圆 同上 书， 第 367 36 8 页 。

圆 く怎样组织竞赛? 》
。

《列宁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395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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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占有生产资料
， 但他们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

于
， 受雇于资产阶级

， 依附于资产阶级，
为资产阶级服务。

因

此
， 在资本主义企业中，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关系

般表现为阶级对立的关系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无产阶级 方

面把原来的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仍安排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作§

另 方面则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 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

界观
， 使他们能够为工 农劳动群众服务。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旧的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中， 除了极少数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

情绪的反动知识分子以外，

。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
，

无产阶级也不

断培养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
。 特别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遵照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

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园 的指示，普遍举办。七 ， 二
。 工人

大学， 培养出 批又 批具有 定政治觉悟和丰富实践经验的

工 人技术人员，充实了企业的技术队伍。 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

下，
工 农劳动人民同广大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基本上是 致的

。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
除了千部和群众， 技术人员、 管理

人员和工人、
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外，

还有工 人和工人之间
。 农

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

人民出版社 19 6 5 年版， 第 502 页。

回 转引自 19 6 8 年 7 月 2 2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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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关系，
是社会生产的需要，

而且随

着机器大工 业的发展
， 越来越要求生产过程的各个不同环节之

问密切配合
， 协作生产

。
在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

协作的性质

是各不相同的
。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T ,

。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

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の
。

工 人之 1司的协作受到资本的强制，

反映的是工 人和资本家的对立。
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之间、

农

民之间的协作生产
， 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

则是为

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种自觉行动，
这种协作关系正如上海港

务局杨树浦装卸站工 人所比喻的是
。 根杠棒的前后肩。 的关

系
， 是根本利益 致的劳动者之间互相帮助、

密切配合的革命

同志关系。

总之
，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 领导人员和群众，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和工 人
、 农民，

。分工 虽不同， 都是主人翁。

。
这种由

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 起的
， 在根本利益 致基础上形成的

人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社会主义相直关系中萌芽和生长着的共

产主义因素。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 领导和群众之间
， 管理人员、 技术

人员和工 人、 农民之间的关系
， 是在根本利益 致基础上 日益

发展着的同志关系， 但是， 这次不是说他们之间是 没 有 矛 盾

的， 更不是说他们之间会出现' 无差别的境界。

。

企业中领导人员和群众， 管理人员
、 技术人员和工 人

、 犊

民都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 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他们之间迥

第 3 6 8 页 。

� 马克思 ，
く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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ı着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 专职的脱离生产的领导千部、 管理

官员、
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一 般属于脑力劳动者； 直

生产者的工农群众都是体力劳动者
。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

隙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剥削阶级永远不会错过机会，

隐来愈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在那里

，

阞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根本对立的。

。在这个完全委身于 劳动

大多数人之旁
， 形成了 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

它从

于社会的共同事务 劳动管理
、
政务、

司法
、
科学

、
艺术等

。
因此

，
分工 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 这是 。现代社

Ë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 n @
。

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劳心者

オ人，劳力者治于人。

， 就是这种根本对立的反映。
在社会主义

匿会，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这种对抗性的矛盾被否定了
。

巨是，
作为 种社会分工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仍然存在，

它

酌之间的本质差别也仍然存在， 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
这种

陬质差别表现在，
脑力劳动者中的大部分人在生产中还处于指

导和组织生产的地位， 往往参加体力劳动不多$ 脑力劳动者和

体力劳动者在生活富裕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方面 般地说还有

差距， 等等。
这种差别， 是企业内部相互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

严重存在的 个重要标志。

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还会受到资产阶级法

权思想的严重影响。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

� 恩格斯 《反桂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羝 人 民 出版社 1972 年

朊 第 32 1 页。

国 《国家与革命》
。

イ列宁选集》第 3 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2 53 页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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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上的反映
。 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有些领导千部由于受到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
就不以平等态度对人，

而是耍威风
、

摆架子
， 这就会使他们同群众的关系，

从革命同志关系变成统

治和服从的关系
。 这种现象，

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的反映
。 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根

本改造的情况下
， 他们也会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对待工 农群

众， 因而使得他们同工 农群众之间的关系j
；

呈现出某种类似资

燕

在工 农群众中间，
也不

有些人也会离开社会主

关 照 则去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
。 领导和群众之间，

管理人员恕
技术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发生的这些矛盾，

般是劳动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 在人民内部， 还有正 确和谐

误
、 革新和守ı、 先进和落后等等是非问题

。 但是， 在整个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 这种是非问题 般帮要打上阶级的烙印
。 因

此厂 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归根到底也就不能不是在

不同程度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是非关系

。
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是， 批判资本主义

的非，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则要推行资本主义的非，

维护资产阶级法权
， 反对社会主义的是， 由此而形成社会主义

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 这个矛盾运动
， 也就是相互关系方面生

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彼此斗争的
过程， 反映到阶级关系上

， 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过
程 。 在这个矛盾运动中， 无产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 因而人们的
相互关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 在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方

本主义企业里的那种对立关系， 此外，

可避免地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根本利益一 致的基础上，



面， 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思想自由泛滥，
让它们占居主

导地位， 那末， 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变为资本主义的了，
那就

会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改变颜色
。

气 ；
'

列宁指出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 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

和资本家
， 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 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

料私有制
， 要消灭城乡之间

、
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

差别
。 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 的事业

。

。�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

务， 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 特别注意调整人们的

相互关系
多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实行

毛主席提出的干部和工 农兵学商都要走五 · 七道路的指示 j 并

逐步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从而缩小以至最后消灭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 如果不注意逐步地缭小脑力

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 让这种差别逐渐扩大， 不但将加

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矛盾，
而且在这种矛盾过程中必

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
苏联的

情况就是这样。
：. "

与
,，

í；：
\ ť ："

' 唏イ

社会主 义相互 关 系是阶级 关 系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存

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因而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

关系
。

为着弄清楚这个问题， 有必要追溯 下半殖民地半封建

中国的阶级关系的状况。

: ţ I L j

の 《伟大的创举》
。

《列宁选集》第 4 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1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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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上
，
产生了如下的阶级 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当时，

这些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是： 掌握主要生产

资料和反动国家机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同帝国主义

相勾结
， 在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

穷凶极恶地剥削和压迫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也占有大量 的生产 资

料
， 它在生产中 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地主、

官僚资产阶级有联

系
， 剥削

、 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另 方面又受到地主、

官僚资产阶级的损害
。 无产阶级和广大的贫苦农民在社会生产

中则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
， 受着帝国主义、

封建势力和资产阶

级的三 重压迫和剥削。

。

推翻旧的社会制度
， 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即社会主义制

度， 这是 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 场大

变动 。

。 � 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

对手工 业和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使生产资料社

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唯 的经济基础的时候，

。

全国各个

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
。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早已

被打倒了
，
他们的生产资料也早已被剥夺了， 他们在社会生产

中已处于被统治和被改造的地位
。 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被

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以后
， 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也转入

劳动人民手中，
因而失去了在企业中的统治地位

，

· 不得不接受

の く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

人民出版社 196 5 年版， 筚50 1 页
。

园 同上书， 第 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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エ人阶级的教育和改造。
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由个体生产者转变

为集体劳动者， 同工 人阶级 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
工

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 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
在整个社

会生产中处于领导地位。 这样， 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
就形

成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之间的关系。
两个剥削阶

级，
一 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 是资产阶级。

两个劳动阶级

是工人\ 级和集体农民。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主要就

是这四个阶级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中四个

阶级的相互关系不是平列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矛盾。
般地说， 在社会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无产阶级，

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是资产阶级 但是，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

氐 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 已经转入执政的共产党内。
这样，

在

党内走资派掌握 定权力的情况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

系在局部范围内

级统治和剥削的地位，
因而在阶级关系上表现出复杂的现象。

但不论是那 一 种现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在生产过程中， 最

基本的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

关系。

、 从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 类修

正主义者，
都散布一 种论调，

说是当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

唯 的经济基础以后，
一 切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他们的理由是，

剥削阶级之所以成为剥削阶级，
是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并据

以剥削劳动者§
一 旦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
剥削阶级也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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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了
。 因而

，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就失去阶级关系的性

质
。 这种谬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和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现

实的
。

列宁说 。

所谓阶级
， 就是这样˜ 些大的集团，

这些集团在

历史上 一 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

对生产资料的关

系 (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
，

在社会劳

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

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 些集团，

由于它

们在一 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其中 个集团能够

占有另し 个集团的劳动
。

。の 列宁关于阶级的这个定义 ，
对于认

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
，
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社会

主义社会
， 老的资产阶级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失去了生产资

料
， 但是他们不可能。

放下屠刀
，

立地成佛。

， ，摇身 变就从剥

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们人还在， 心不死
。 原来的经

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无论在经济生活条件
、 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

方面， 都仍然作为资产\ 级在那里活动着 同时， 社会主义社

会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表明资产阶级仍然具有赖以存在的经

济基础石 新的资产阶级也在资庁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不断地从

部分工 人、 农民、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和党员中产生
， 以致在执

政的共产党内产生资产阶级， 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毛主席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
， 作出了资产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

：国 \ 大的创举》
。

《列中选集》笫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胝 氧 lo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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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党内资产 阶级就是走资派， 是因为 在八治上 他们

推行修正 主义路线、 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把无产阶级专

豉的工 具变为对无产 F，级专政的工 具 在经济上， 他们在决定

生产 i誓料使用
、 社会劳动组织和社会收入分配各方面 握有根

火的权力， 可是， 他们T 是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需要 而

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按照篁辟资本主义的需要，
来使

用这些权力
。 池门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鬲 ?法权， 搞管

、
卡

、

医， 搞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
， 利用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吮吸

工人、 贫下中农的血汗
。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意识到与否， 我们

。

这

里涉及到的人
， 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
是 定的阶级关系和

利益的承担者。国
。走资j礼就是资本的人格化

。
他们发挥着资产

阶级的功能
， 代表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是危害党

、
颠覆无产

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
。 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 绝不是偶然的

、

时的现象，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按照商品制度组织起来

进行运动的， 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 在生产
、
交换

、
分配

、

消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 共产党员也

同样生活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关系中。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

样
。

民主革命后
， 工 人

、
贫下中农没有停止

， 他们要革命
。

而

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 有些人后退了， 反对革命了
。

为什

么呢? 作了大官了， 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

。圆 党员的 部分，

有的已经变了， 有的正在变， 有的如果不警惕， 也会变。
在已

经变了的那 部分党员中， 他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贯彻执行反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 12 页

。

毛主席语录
。
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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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竭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反对社

会主义革命， 就成为党内资产阶级，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
。 党内资产阶级要破坏社会主义，

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

级和贫下中农则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 。

随着

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 ， 党内走资派越来越成为整个资产阶

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
。 因而， 社会主义生产中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斗争， 主要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 鸡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 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 人们在生产中的各种关系必然要受到它的支

配
、 制约或者影响

。 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
也不

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

要表现为阶级关系
。

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

也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 带有阶级关系的性质， 归,
根到

底也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厂 觉得很难理解。
这些同志主要是不了

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规律o

以后， 新的资产阶级还会不断产生 新的资产阶级从哪里产生

呢了 还不是从劳动人民中甚至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产生的喝?

新的资产阶级在劳动人民中产生，有十 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广大劳动人民同正在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 就是阶

级关系。
要理解和认识这种关系的阶级性质， 是要花工 夫的

。

因为党内资产阶级不象手持货币到差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

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那样明显
， 那样容易被人识别

。 但

是，
只要我们从这种人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代表资产阶级利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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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这些方面来考察和分析
，

还是可以识别的
。
这些人在劳动人

民中活动Ļ 也必然会给劳动人民带来资产阶级的影响， 暂时蒙

蔽 部分不明真相和觉悟不高的人
，

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

线走，从而也会使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带有阶级矛盾的性质。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 ，广大工人、 贫下中农是决不会停止的，

他们要继续革命
， 为反对资本主义 、 资产阶级

、
走资派而斗争。

在斗争过程中， 广大工 人
、 贫下中农同那些暂时受蒙蔽的跟着

修正主义路线走的人的矛盾， 般是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这种

矛盾， 也是两个阶级
、 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矛盾的表现。

总

之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矛盾。 劳动人民之问的关系， 也要受到这个主要矛盾

的支配
、
制约和影响， 打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烙印，

因而使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归根到底要

表现为阶级关系。

第三节 在斗争中巩固、 完善社会

主义相互关系

相互 关 系的 巨大能动作用

一 定的相互关系是在 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 础上产 生

的， 但是， 相互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的， 它有很大的能动作用，

能反作用于所有制， 并在 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

相互关系对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以及对生产力的作用
， 在社

会主义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就表现得很明白。
例如， 要使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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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得到维护和巩固，
资产阶级一 定要维护资

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 即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

如果资本家及

其代理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工人没有绝对的统治权力，
如果

他们不能强制工 人按照资本家的意志来行动，
听任资本家的摆

布
， 那末

， 资本主义的剥削就无法实现，
资本家所有制就无法

巩固和发展
。 资产阶级十分重视维护和巩固劳动对资本的从属

关系
， 以巩固和发展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

这

种资本家统治和奴役工 人的关系， 是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基

本内容
， 它在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

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发展
， 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者不获， 获者不劳。 的分配

关系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
，

工 人群众 。
不 仅是 资产 阶 级

的 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 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
、

受监工

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入的奴役。国
。 资本主义制度下人

们相互关系的历史， 就是 部资产阶级残酷压迫
、 奴役

、 剥削

广大工 人的血泪斑斑的历史。

；i ， ， 紅
。 ：t  

$

在旧中国， 这 方面的史实真是成千成万。 仅以南洋兄弟烟草

公 司为例， 这个公司的资本家和工 人的相互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资本家除了依靠羞理
、
厂长

、
业土 工 美春监督

、指挥工 人的劳动之

外， 还专门应有三十多个伪警察，实行野蛮的棍棒统治
。 伪善对工 人

. ，

抄身
、 殴打、 关押，甚至用利菁砍杀。 厂里订了客种限制工 人自由的

规章制度。

，

) 93：年底修订的厂规第三十条规定 °违反下列各款者，

� 《共产党宣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入民出版社 1972 年胝 第
2 5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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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实据后， 即予开除或责令赔偿 -
、
违抗工厂命令， 情节重大

者3 、 聚众殴斗 骚扰工 场者 三
、

调戏妇女致碍工作者；四、 偷

窃公物 五
、 有意损坏公物价值在五元以上者 六、

有意做坏出品，

情节重大者 七
、 煽动工 潮、

破坏工 作有据者 八 、
欺骗工 值多 九、

虚报物价联利或丰收暗佣$ 十、 签到或投牌后，
无故私自出外。

。 第

三 十 条还规定 。违犯下列各款者， 分别轻重惩罚，其罚款由工 金扣

抵 如每月犯至 四次者， 应即开除 、 擅离职守， 罚洋四角 二
、

迟到旷工
， 日工 罚洋 角，月工 罚洋二 角 三

、
疏忽出品， 按其轻重

惩罚多 四
、 瞌睡

、 坐卧， 罚洋二 角；五 、 吵闹喧哗， 罚洋四角 六、

侮辱同事， 罚洋 元 七
、 随地涕唾，罚洋 角 八 、

忐记收牌、 投

牌 ，罚洋 角 九
、 忘记签字，罚洋二角 十、

未放工 前预停工 作， 罚

洋二 角
。

。从以上的条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家和工 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本质。 这个公司就是凭借对工 人采取这种残酷压迫而榨 取 高

额利润的
。
1 9 1 4 年和 1 9 1 5 年的年剥削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

分别为 3 62 % 和 4 0 4 % ， 在 1 9 33 年到 1 9 3 6 年期间， 年剥削率竟高达

1 0 0 0 % 以上
。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 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家剥削和压

迫劳动者的关系，
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和发展人们

的相互关系， 充分发挥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 在生产资料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 要特别注意调

整人们的相互关系。 相互关系的变革是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环

节。 抓住这个环节， 不断加以调整， 对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

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分配关系，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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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的

前进和倒退
， 是同能否正确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紧紧地联系在

起的
。 如果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

下受到限制
， 那末

， 共产主义因素就会大大发扬，
人们的社会

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企业的社会

主义方向就比较有保证
， 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比较巩固，

分配关

系也会趋向完善
。 反之

， 如果强化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
让

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 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泛滥起来，
工 人群

众的主人地位和革命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 部份群众的思想

就会被腐蚀， 资产阶级腐朽庸俗的思想作风，
就必然会在人们

中间滋长起来多 干部和群众、 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和主人的新

型关系就会变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对立的阶级关系多 社会主义公

有制就会受到损害， 甚至蜕化变质 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
也

会在保留。按劳分配。 的外壳下
， 变成 ·撮特权阶层占有广大

工 人
、

农民劳动成果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

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

逐步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在
ゴ

，举企业内部，还是在各个

企业
、
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以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

向，都必然要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 一 劳动者
。 因此，

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当家作

主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经济部门的カ量
， 有

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经济潜力
， 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

展。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数事例证明， 不解决相互关系问

8◆

不断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题， 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

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 朝着相互帮助
、
相互促进

的同志关系逐步前进的时候，企业的生产就蒸蒸日上， 当这种相

巨关系遭到破坏时， 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

按 照社会主 义原则巩 固和 完善相互 关 系

相互关系的巨大能动作用
，

要求人们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实现以后
，充分重视相互关系的巩固和完善。

多年来，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
我国工矿企业

、 农村人民公

社
， 深入批判刘少奇

、 林彪
、 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按照社

会主义原则
， 对于改善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做

了大量的工 作
， 积累和创造了丰富的经验。 归结起来

， 最根本

的就是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充分发

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

用
，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批判

、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 满腔热情地扶植有利于缩小三 大差别的、 具有共

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

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限制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 阶级 法

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时候

， 高度赞

扬了公社规定可以随时撇换不称职的公社委员等限制资产阶级

法权的革命措施。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 为限制人们相互

关系方面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 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列宁

盛赞工 人首创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 并以 个普通劳

动者的姿态
，

参加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 为限制相互关



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毛主席更是十分重

视限制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反复教导我们

。我们

切エ 作干部， 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 け�

。

《既当 ' 官'

，

又 当老百姓。

。
回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各级千部就要能上能下
，

不断地改善上下级关系
，

密切千部和群众的关系，
自觉地限制

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切修正主义分子， 总是拼命扩大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

级法权
， 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刘少奇、
林彪拼命鼓吹。领导高

明论。

，诬蔑工 人
、 农民是只想。恭喜发财。

\

。招财进宝。 的小人，

认为管理企业必须。特别依靠厂长、
工 程师和技师。

。
邓小平同

科是仇视工 农群众
， 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 他特别仇

视从工 农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
诬蔑他们°是乘直升飞机上

来的'

, 提出要搞什么
。 台阶论。

，
论资排辈。

这些谬论的实质，

就是要巩固和扩大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衣，
要把领导和群

众的关系复辟为统治和服从的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 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就

必须坚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部分干节中那种争地位
，

闹名誉
、 比级别的现象，那种。

工 作

难搞缺法规
，

干部难当缺权威 群众摸弄缺赏罚 ' 以及° 生产要

搞奖， 管理要靠罚。 之类的说法
， 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

现6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服务的， 因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 转引自 194 4 年 12 月 16 日延安《解放日报》
。

园 转引自1767 年 6 月 8 日く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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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的 个重要前提， 破除得越彻底，
隈

制得就越有力。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

级法权将会长期存在， 私有观念
、
等级观念

、
雇佣观念等资产

阶级法权思想也不能指望在 个早土分部被清除出人闺
'

1 的头

脑。 因此，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 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涌现出千千万万具有高

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物
， 涌现出许许多多闪耀着共产主义

思想光辉的新生事物
， 宣传、 发扬这些共产主义因素，

对于破

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使更多的人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里解放出来
， 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逐步铲除滋生资产阶级

的土壤
，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鞍钢宪法。

， 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

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 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

则是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

实行。

两参 改三 结合。
(即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

， 改革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实行工 人
、

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乓结合)，木
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加强党的领

导
，

大搞群众运动， 是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

证 $ 实行。 两参一 改三结合。

， 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本途径。

。

鞍钢宪法 " 是企

业内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根本大法
， 也是社

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 九六四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个批示中

指出 。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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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
。

。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

拜老师学 门至几门手艺，
那就二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

的阶级斗争状态中
， 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

级打倒
。 不学会技术，

长期当外行，
管理也搞不好 。

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 是不行的。

。 � 毛主席的指示，
既是同党内资产阶级

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

也是建立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社会主义相

互关系的重要指针。 凡是能够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经常深入车

间小组实行同学习
、 同批判

、
同劳动的千部，

一 般说来，
对资

产阶级思想的抵制就较自觉
，

较有自知之明， 有利子接受群众

的批评和监督， 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生产情况也比较

熟悉， 较多瞎指挥。 毛主席曾经指出 。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

生产劳动的制度
。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운普通劳动者 ，

：商不是

骑在人 民头上的老爷 。
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同劳动人

民保持最广泛的
、

经常的
、
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

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 ，
防止修正主义

和教条主义
。

。 @ 有 首上海纺织女工 的歌谣
， 描写 位工厂领

导千部参加集钵生产劳动前后的变化，
。过去车间不来跑， 现在

机旁来讨教。
过去情况不了瓢 现在景班会明了

。 过去问题有

得拖，
现在立刻解决好。 过去只作大赧告， 现在车间把心交，

过去叫她小官僚， 现在当作姊妹淘。
P从这里可以看出， 千部参

� 转引自 1976 年 7 月 ：1 日く人民日报》
。

园 转引自 呓关于国际苓窆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 人民出版社 19 6 5 年版 ， 第
4 3 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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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
。

加了集体生产劳动以后
，冲掉了。

三风。

、

。五气》
，焕发i'

革命朝

气， 干群关系就更密切了
。 反之

， 如果领导人员、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长期不参加劳动
， 摆官架子， 摘特殊化，

不到车间小

组
、
生产队同群众打成 片， 拜工 农为师，

认真改造世界观，

那就会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
他们将 辈子同工人阶级 、

贫

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
， 甚至蜕化为新的资产阶级

分子， 最后必然被工 人阶级
、 贫下中农所打倒。

群众参加管理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 是

社会主义制度下工 人
、 农民最根本的权利。

劳动人民能不能管

理社会主义企业
， 反映着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这样 个根本问题。 列宁深刻指出 。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 种

荒谬的
、

怪诞的
、 卑鄙的

、 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 ' 上

层阶级'

，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

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

。� 但是， 新老修正主

义者总是竭力反对群众参加管理， 而把工人作为。管
、 卡、 扣、

罚。

的对象
。 九二 0 年，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

就叫嚷要实现。

工 会本身的军事化。

、

。

工人阶级军事化。

， 要对

工人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

。建立 种劳动者自视为 个不

能自由支配的劳动军人的制度。

，
工人不好好劳动

， 就。应当关

入管教营或集中营。

$ 不服从调动的命令， 就。将作为逃兵受到

处分。

。 托洛茨基甚至还公然鼓吹要对工人实行 强迫劳动。

。 我

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
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 不少企

� く怎样组织竞赛? 》
。

《列宁选集》第 3 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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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搞的是。

长挂帅，
专家治厂

。

，

。领导立法，
管理人员执法，

群众守法。那二套，使劳动人民处于被管、
卡、

压的地位。
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对

。
一 长挂

帆 专家治厂 。那 套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创造了许多群众参加

管理的新鲜经验
， 例如 工农群众代表直接参加企业革命委员

织 既不脱产
， 又要工作 经常采用

·讲路线，
掲矛盾，

促转

化。 的办汍 放手发动群众
，

运用大喝、
大放石 大字报、

大辩论

的武器和座谈会、 小评论等形式
，
对领导在执行路线、

政策方

面存在的问氪 提出批评， 实行革命监督。
这都是群众参加管

理的新发展， 对于完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企业管理中，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也是不断调整和

变革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一 个方面。
任何社会化生产，

都要殯

立 一 定的规章制度。 但是9 任何规章制度 又总是在一 定生产

关系下制订出来的
，
并且最终反映了一 定的生产关系。 离开生

产关系去考察规章制度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必然会发生只见

物不见人的错误如以至走偏方向。 毛主席关于。制度要有利于群

众。国 的指蚕，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规章制度之间

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工农群众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本人， 企业的= 切规章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都要从这 一 点出发。

这是社会主义规章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规章制度的最根本的特

点。 如罘制订制度的指导思想是。群众落后论ヲ
， 着眼点是用制

度来压制王人， 那末趸 订出来的制度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企业

中 i 转引自1972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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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钿人和人均新型关系， 势必遭到工人群众的抵制。 文化大革

昏以前，
在刘少奇、

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 许多

匡业
。规章制度多如麻，条条紧扣奖和罚。

，严重束缚了群众的手

昏
，

文化大革命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工 人群众的猛烈冲击和批

酌。
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炮制的 《关于加快工 业发展的若千问

匡》(即�条例》)
， 更是以 。整顿。 劳动组织为名， 企图使文化大

匡命中被广大群众批判过的管、
卡、

压等一 整套修正主义货色

匿辟， 因而又 次受到了群众的批判
。 但是， 只要党内资产阶

復存在， 这种束缚群众手脚的条例就会死灰复燃。
因此， 必须

昏断地发动群众， 有领导有步骤地变革那些不利于团结
、
协作，

陳缚群众积极性的规章制度§ 同出 在总结广大群众实践经验

曲基础上 制订或健全新的规章制度 并且通过深入细致的政

匡思想工作， 把贯彻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

障上。
这样的制度オ是有利于群众的， 也才能够充分调动群众

國社会主义积极性
， 适应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完善和生产力发

的需要
。

。 ヲ 安 ' ：þ '佷  f：· 냐

茅Y「

上海第三十三棉纺织厂 ，在文化大革命前制订的规章制度共有

百零三种
、
三 十三万字。 这些制度有几种情况 有些是对工 人实行管

、

：?'

卡
、
压的， 束缚了工 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有些是闭门造车， 脱离实

际， 内容烦琐，
工 人记不住，做不到，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3 有些虽然

基本上符合生产实际，但在制订和贯彻这些制度的时候， 没有充分发

动和依靠工 人群众，因而不被群众接受。 例如技术测定和检查制度，

就是由值班长
、
技术员手拿秒表， 对挡车工 搞明测， 暗测以至 °偷测"

)9 Į





设备出了故障
， 明明操f仁工 可以排除， 也非要年检f 工 未伟不可 工

人违反了制度
，轻则写检查，重则收回操f仁证 ， 文化大革命中 工人们

批判了陪正 主义办企业路线
，揭露了分工过 冒过死的严重危害，

开展

丁群众性的"

专多能·

活动， 大大超出丁岗位责任制所规定的范围。

全厂八百多工 人中
， 已有百分之五 十五 的工 人除掌握本工 种技术外，

还会两三种其他工 种的技术
。 操作工 既全操作，又会保养检修设各

。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实行千部、
工农群众和技

术人员的。

三 结合。

， 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 使工 农群众的实

践经验和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
， 共同研究解决重大的

生产技术问题
。 这样， 不但有利于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

术革命， 而且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 农群众知识化，有

利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
， 进 步限制相互关

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 发展社会主义的革命同志的关系。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在斗争中建立
， 也只能在斗争中发展和

逐步完善
。 抓中间， 促两头

。
紧紧抓住相互关系这个生产关系

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将会促进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断发

晨和完善， 从而不断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向前进。

第四节 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在苏联复活

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们相互关系的两重性， 说明社会主义相

互关系包含着两种发展可能性
。
从社会发展规律的 般趋势来

看
，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将逐步壮大

， 资产阶

级法权将逐步得到限制，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将逐步完善，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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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 但是、
由于在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严重存在， 因而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复辟

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 如果党和国家以及企业的领导权被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 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社会主义

相互 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扩大，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就

会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即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

这样 个倒退
、 复辟的过程， 在苏联已经完成了。

研究苏修叛

徒集团怎样把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蜕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
从

中吸取反面的教训， 对于草命人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苏修叛徒集团为着用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来代替社会主义

的相互关系， 矢白,否认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严重存在着资产阶

级法衩 否认相互关系的阶级性质，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人

和人的相互关系， 已纯粹楚。

同志、 朋友和兄弟。 的关系了
。 苏修

的御用经济学家们也蹼着叫嚷什么苏联已经
。没有对抗阶级

、
没

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

。这是

十足的修正主义谬论。 稍微有 点马克思主义常识 的 人 都知

道，
：；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

兄弟° 的关系。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二 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难道能够
。志。 同 道。合빻マ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 民同

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能够称。

兄。道。

弟。 빡? 现代修正 主义者

鼓吹这种谬论， 完全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 以掩盖他们强化和

扩大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把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蜕变

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 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苏修叛徒集团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蜕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

绝对没有超阶级的。

同志
、 朋友和



系的 个重要措施
， 就是极カ推行修正主义的。

一 长制。

。
按照

他们的"

长制け

， 厂长是企业的全权领导者，
工人只有服从厂

长命令的义务
、 根本无权过问企业怎样管理的问题。 赫鲁晓夫

公开宣称在企业管理方面 。

向资本家的好榜样学 学， 这并不
算什么过错。

。 (《关 】苏共党纲的报告》y 苏修御用经济学家则说这种
" 长制。渊源于大机器工 业的性质

， 取决于生产必须严格保持
定的协调

。 这就是说， 只要是大机器工 业，就非实行。 长制。

不可
。 这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企业管理性质的修正主

义谬论
。 诚然

， 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建立集中统 的指
挥系统

， 以便协调企业 内外
、 上下

、 左右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

种集中统 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 那就取决于企业的生

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了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社会化大生产所

要求的集中统 指挥的职能， 同资本的职能结合在 起， 企业

的权力， 集中掌握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手里 ， 表现为资本对劳

动的专横统治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集

中统 指挥的职能
， 同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结合

在 起， 企业的权力， 必须掌握在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

群众手里 ， 才能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 才能

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 。 苏修

叛徒集团鼓吹、
推行修正主义的。

长制。

，就是要用官僚垄断资

产阶级分子的独断专行来保障官僚垄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 来

压迫和剥削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从根本上剥夺工 人群众

掌握企业的权力。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家还竭力在生产和交换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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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系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叫嚷要

。在二切经济领域中大为

发展商品货币关系。

，并且打着
。 改革。的旗号，

拼命扩大货币灾

换的活动范围和价格的刺激作用，
使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 天

卖关系和竞争关系泛滥， 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迅速瓦解。 在企

业内部， 苏修叛徒集团所委派的厂长、
经理、

农庄主席等资产

阶级分子成了掌握企业全部大权的主人，

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
在企业之间，

轧， 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总之，
人们在生严和交役 ı「刵 個 포

关系， 已经蜕变成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
雇佣关系和

竞争关系。 请看事实。

在苏联，机关、
工厂的头头可以随便找 个借口解雇工人。

据苏修

报刊透露。
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二 有色金属局局长克罗皮扬解雇其属员

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中包括 ° 目光不怀好意刀

，

°不是他家的亲家。

，

·外孙需要这个职务。

，等等。
局里定额人员共为六十二 名， 而克罗皮

扬坐上局长宝座仅十五个月， 先后招收和解雇的就有七十九人。对于

这种关系，苏修农业部建筑托拉斯的 个经理有 句绝妙的自白 。托

拉斯是我的家， 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千 。

。 位苏联妇女用

亲身感受点破了这种" 同志、 朋友和兄弟。关系的实质$ 她说 °我们这

邕 过去是资本家、
富农统治， 现在是新资本家、新富农统治着o

。

苏修垄断资产阶级一 方面把成千成万不合他们需要的职工

踢出工厂大门，
另一 方面， 却在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设立了

二 百五十多个官方的劳动力市场
。

劳动就业局。 或 °

职业介

绍所。

， 为企业招收廉价劳动カ， 并从中赚取佣金， 马克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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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蓄
。过剩的エ人人口形成 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 ，

它绝对

障隶属于资本
， 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 样。

过剩的工

良人口不受人 0 实际增长的限制， 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

卿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 苏联的所谓
。劳动力流

动。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后备军。
现在这种产业后备军的

伍还在日益扩大
。

苏修叛徒集团在农村同样扩大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

驭， 扶植资本主义 自发势力， 培植特权阶层， 把农村中的相互

关系变为资本主义关系Ą  0

苏修报刊透露，在苏联的" 集体农庄。 中， 农庄庄员必须遵守各种

各样的所谓 。纪律。和祛规章制度。

，稍不听话
， 就会被加上各种各样的

" 罪名。

，遭受调动工 作， 降低收入 ， 解除职务和开除的惩罚， 鞑靼州

佩斯特列齐区 " 共产主义之路。 集体农庄主席 年内就颁布了 百多

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每四个集体农民中就有 人受到处罚。
别尔哥

罗德 " 伏龙芝" 集体农庄主席供认自己" 起 根鞭子的作用。

$
。批评了

农庄主席的人就要冒着没有过冬用的劈柴、 没有奶牛吃的千草的危

险。

。
在 " 集体农庄 " 内部， 农庄头目和庄员之】司的关系， 同资本主义

经济中那种统治和被统治
、 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丝毫没有两样。

当代许多苏性文学作品也透露了苏修鼓吹。同志
、 朋友和兄

弟" 的关系的实质。

の 《资本论·第 1 卷 。
く욕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6 92 _ 6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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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修作家伊 德沃烈茨基的剧本星外来人》中，主人公 、 苏修党

员
、某企业工 程师切什可夫到涅列什公司的二 十六号铸造车间去改变

。 落后面貌。

。他狂妄地向工 人发出咆哮 。我们是领导者， 我们的双手

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
，用脑筋来工 作的。

。
他命令工 长监视工 人

"

盯住他们
， 扼他们的喉咙。 谁要不听话就" 扣掉 半奖金。

，

。用卢布

打他们。

。 正 如这个剧本中大企业的经理供认的，

。不应该肤浅地解释
'外来人·

这个概念，
°外来人' 这是 原有关系的改变。

。

在《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普隆恰托夫根据苏修统治集团所

鼓吹的用。法制。和。纪律。来加强。科学管理 。的论调，
提出了。善良应

该和拳头为伴。的原则。 工 人不服从命令，

。要取消累进计件工资。

，

甚至送你上法庭， 这是" 拳头。 服从得好，就奖你 个月的工 资， 这

是。善良。

。 这种善良不过是为了掩盖对工 人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 这
T ：

种管理和纪律 ，不过是象列宁所揭露过的°靠饥饿来维持。 的资本主义

管理和纪律。
，

· ；·

ン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曾经宣称，在苏联社会里 已经 °产生了

新的
、 和谐的关系 友好合作的关系。

。今日苏联人们在生产

中相互关系的实际状况，是对这种谬论的 个最好的注解 勃列

日涅夫口 中的所谓。新。

， 实际上是旧
， 是被废除的资本主义制

度卷土重来$ 所谓 。和谐。

， 实际上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广

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对立 所谓。友好合作。

， 则是官僚垄断资本

主义企业之 间的尖锐竞争。 句话， 苏修大肆吹嘘的。同志
、 朋

友和兄弟。 关系的真正 内容， 就是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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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

i: :



第三章 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和目的

第一 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和商品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使劳动产品的性质发生

r 变化
， 使社会生产进入了 个新的历史阶段， 开始了 个新

陶矛盾运动过程。 在这 新的矛盾运动过程中，
社会生产的客

规目的改变了$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利润，
而是为了

瞒足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
。
但是

，
由于社会主义生

产还是商品生产， 还要实现价值
、
利润， 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

帅、
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

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现

象，
根子在哪里? 这就要先来分析 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性

质。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包含着 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的

胚芽。
旦把这些矛盾胚芽揭示出九 那末， 社会主义社会中

存在着的 系列矛盾， 就可以顺藤摸瓜， 作进 步的分析了
。

为了便于从对比中说明问题，
我们简要地分析 下私有制

条件下的生产和产品的性质
。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

， 生

产什么
， 怎样生产， 生产多少， 都是属于私人的事情， 产品也

归私人所有。 这样， 生产就直接表现为私人生产， 劳动和产品

也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私人产品。 当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生

产者本人的消费而生产， 而是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 产品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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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商品。
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

一 方面是私人产品和私月

劳动，
同时又是社会产品和社会劳动。

因为商品是用来满足馑

会需要的劳动产品， 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 个部稠

不过， 产品和劳动的这种社会性，
在私有制条件T ,

不可能直

接地表现出気 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产品和直接的社会劳动
，

而只能通过间接的道路
，

即通过交换，
证明生产出来的商品月

社会所需要的时候， 产品及其劳动的社会性才得到证实。 酬

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
是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

。

" 什么是商品? 这是 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 产 者

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
，

就是说
，
首先是私人产品

。

。�产品既

然首先是私人产品
， 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那末， 在社会生

义公有制条件下
，

社会产品是否还具有私人性
，

是否仍然是商

品呢? 这是 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理论司题
，

必 须 予 以 톄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以后
， 除了少量的个体所有制残余以外， 整个社会生

产都已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 从此社会生产和产品

P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营经济和
集体经济的生产

， 从整体上看
， 是直接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在

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
。 它们所生产的严 品

， 特别
是由国家计划直接规定其产量的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产
如ミ ー 万始就表明它们是对社会有用的

。 ；这样， 产品和生产过

·
°

，

- ' . 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ん钴1強華裣，

0
t;

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



昏品的劳动巴开始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产品和直接社会

齢的性质了
。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社会一 旦占有生产资料

8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
每 个 人 的劳

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
， 从 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

陟动。

。�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 个长时期中，
生产资料的 部

艮由全社会占有的， 还有 部分是由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的，

唯有达到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地步。 但是毕竟有了

昏占有生产资料的开端。 这样， 社会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

齢也开始具有了直接的社会性。 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已开始

昏成为 种异己的力量，
已开始被用来满足劳动人民自己的

謦T
.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

艮现在支配过去
。

。 曾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已出现了这 具有重

史意义的开端， 标志着社会生产进入了 个新的历 史 阶

共产主义的因素， 但是， 它还是很不成熟的直接社会产品
，

ıF 同程度地带有旧社会的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 问题是，

罹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的产品， 为什么仍然具有私人产

的传统或痕迹呢? 这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程度相联系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虽然所有制变更了
， 社会主义公有制代

◆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祗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84 8 Ř .

回 《共产党宣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2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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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了私有制
， 但是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
。 这就是说，

生产资料还有不同的所有者， 人

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 这

种情况， 就不能不反映到产品的占有关系上来。
就社会主义集

体所有制企业来说， 它所生产的产品，
虽然不再是私人的产品，

而只归一 个集体企业的

也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

商 只是在 个集体企业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
在这些产品的生

产过程中， 究竟耗费多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能带来多少纯收

入
， 也主要是同这 集体企业的成员有关。

所以，
˜ 个集体企

业的劳动者公有的产品， 对于国家和别的集体ļ 又只是这个集

体的私有。 从这个意义上讲，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这

些产品的劳动
，

都还带有私人产品和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 。

再就全 民所有制企业来说，
它所生产的产品

，
虽然都属于社会

主义国家所有，
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

起来的，
生产过程中劳动耗费多少和收入 多少， 也关系着全体

劳动人民的利益
，

但是， 各个国营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仍保持

着相对独立性，
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 国营企业的这种

相对独立性，
不是技术性的， 而是一 种经济关系， 表明国营企

业之间还存在。你我界限。

。 这里， 虽然没有不同的所有者， 但

仍然要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生产和经营中的联系或

相互关系，
而跟未来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有所不同。 要不这

样，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 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 展 的要

品还没有极大丰富

但毕竟还不是归全社会的劳动者公有，

劳动者所有。 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

求，
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

， 社会产

102



艮 如果取消了国营企业在生产.
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

怀利于它们各自独立地向社会负责，
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它

匿产、
经营上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从而也就不利于社会生

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既然还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

们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也就不能不带有某些

传统或痕迹。
辷 土 ，台采 手砖 R4 姒

会主义的劳动产品 方面
，

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

岊一 方面， 又不同程度地带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
这就

险主义产品的二 重性。
这种二 重性，

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

的特征和矛盾的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产品的这 种 二 重 性

直接社会性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
这是社会主义产品同共

艮产品相通的地方į 私人性则体现着旧社会的传 统 或痕

崁明它和私有经济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眭社会主义社会，产品既然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

匡 方要取得另 方的产品
，

就不能采取无偿的由社会直

暨配的方式， 而只能通过产品转化为商品
， 实行等价交换来

臣。
因此，

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臣

社会主义产品既具有直接社会性
， 同时又说它是商品

， 这

萨是矛盾的。 其实不然。
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

， 是因为社会

艮公有制还是 种不完全成熟的公有制。 恩格斯曾经指出

ĺ 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イ 恩格斯

恩格斯 《反杜林论力
。

ı2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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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想的。杜会占有了生产资料
。

，
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i)ヨ

整个社会所有!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
在社会主义社

会的二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还不能可做到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

社会所有
， 而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本身也还带有私有制的某

些传统或痕迹。
这样，

一 方面，
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产品开

始具有直接社会性 另一 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全成熟，

使社会产品仍然具有一 定的私人性，
还要转化为商品。

产品具

"

(

有直接社会性j 同时它又是商品这一 独特现象就这样发生了
。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长期流行着一 种看法 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
是。特种的商品生产。

，
否认它是私有经

济的遗物。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
无疑作出过

许多科学解释，
但是他也认为 这种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

品生产，
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

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 主 义 生

产， 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 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

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

可是，历史没有按照这个结论发展。

苏联正是在所谓 " 特种的商品生产。 的土壤上， 大量滋生了资本

主义和资产阶级，
并且最终导致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头目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 伙发动反革命政变， 在苏联复辟了资

本主义。

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总结了社会主义条件下

实行商品制度的历史经验， 指出 。

我国现在实行的 是 商 品 制

度》

多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 资制， 按劳分配

， 货币交换
， 这些跟

� 参阅く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人民出版社 196 1 年版， 第 13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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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会没有多少差别。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 了。

。� 在所有

匡更了的条件下， 商品不再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
而是当

I噱和集体的产品来进行交换了
。
它的特点是 第 ， 它主

8现工 农两大劳动阶级之间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 第二
， 它

祭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指导下
、
直接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

中人民的需要进行的$ 第三
，

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 商品的

围已大为缩小
， 劳动力已不是商品， 土地

、 矿藏等天然资源

不是商品多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

■ 所有制范围内的交换，
同历来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

隈比较， 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是， 只要存在商品和商

匿产， 作为商品生产所固有的 般特征也就仍然存在
。 这些

酝主要是 第 ， 作为商品
， 就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

昏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使用价值和价值
、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

、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尽管生产

眵的劳动基本上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集体劳动， 具有直接社

酣 动的性质， 但是也还存在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
。
第二

，

量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 价值规律， 就要起作用。 商品的

g值仍然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因此，
生产同

饷 品的不同社会主义企业， 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

F间的，
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 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

F时ĺ司的，
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

， 甚至亏损
。
第三

， 作为

匠等价物的货币仍然存在。
商品的价值就要用货币来表现， 即

团 转引自 197 5 年 2 月 2 2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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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值和价格，
仍然会有

背离
。 由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

有的商品

价格高于价值
， 有的大体相当于价值，

有的则低于价值，这样
，

就会进 步使不同商品的生产者耗费等量劳动而获得不等量的

收入
。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

只要产品作为商品，
社会生产采取

商品生产的形式，
那末，

商品生产所固有的表面上平等事实上

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商品制度以及同它相联系的商品、
价值

、

货币、 价格
、 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存在，

是有

其客观必然性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T ,

它能够被用来

为巩固工 农联盟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因此，

企图过早地

取消它， 或者不去用心地研究它，
驾驭它，

是不正确的
。

但

是。 商品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的旧土壤，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 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

济基础
。

这是因为，

迹，
只要存在着商品制度，

就要计算严恒 ， 訂 昇 rj ?jĵ j 。
3ă 样，

就存在着滋生产值挂帅、
利润挂帅的肥沃土壤。

小部分人，

特别是那些想利用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

阶级分子的人，就会趁机捞 把， 掌握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

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

对于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

权，
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否则
， 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千可

能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说法， 不仅是不符合事实的，
而

且必然要被修正主义者加以利用。 苏修叛徒集团就全盘地接过

表现为价格
。 在社会主义社会，

只要社会产品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



Ē发展。 了这种观点，
以竭力鼓吹他们那里的商品生产 。没

介原子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的。

，

。不可能成为发展资本

陎系的基础。

，

。不可能引向个人发财致富和资本主义因素

臣。

，

。

不可能变为资本主义生产。

。
他们这样说，

无非是

际痹和欺骗苏联人际 从而放手地扩大商品货币关系，
掩

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事实。

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是

创造条件逐步加以限制，
还是加以强化、

扩大? 这是一 个

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大问题， 是两个阶级、
两条道

目两条路线斗争的 个重要方面。
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

「少奇、
林彪、

邓小平 类，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拚命鼓吹

队自由。

、

。
三 自 包。

，
推行" 利润挂帅。

， 扩大商品制度方

陟资产阶级法权，
企图使社会主义生产蜕变为以追求利润为

自的资本主义生产。
在经济领域内，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降，
总是表现为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

毆듦
,

无产阶级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防止它的破坏

阳 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

权，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限制，
就是前进。 如果不加限

旷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前进， 共产主义因素就不能发展。 只

附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 并创造条件逐步

陬私人产品的痕迹，
使社会生产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

¢生产，
使社会产品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产品， 只有

Ë那时，
商品和商品生产才会最后消亡，

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

级的土壤才会最后被铲除千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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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 义生产过程的二 重性和它的主导方面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品既已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 酬
又仍有 定的私人性，还是商品。

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反映到生月
过程中来ラ 使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商品生产过程， 所以

，

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二 重性就依然存在
。
这就是 方面

， 划
是劳动过程

， 在这 过程中， 生产者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 倒
造使用价值， 另一 方面

， 作为抽象劳动，
还创造出新的价值

商品生产过程就是这种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
。 由뉩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
， 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勇

的商品生产
，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的二 重性又具有自己的特点i

研究这些特点
， 对于进 步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 是萱

要的
。

劳动过程撇开各种特定 的社 会形 尔 就 生产的各个!简
单要素发挥作用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 无非是具有劳动 能 力醒
人

，
运用各种劳动资料， 作用于劳动对象

， 从而生产出各种预
期的产品的过程， 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

， 是人和自
但是

， 任何劳动过程总是在 定的社
任何劳动过程就不仅反映着人和自然

界的关系， 而且也必然反映着人和人之I司的社会关系
。 从这イ

角度来看，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就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劳动过程有很大区别

。

10 8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

会形态下进行的。 因此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 是资本家消费工人劳动力的

工程， 它的特点是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
劳动产品属

サ资本家所有。 这就是说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雇佣 劳

队 是奴役劳动
， 是为剥削者做苦工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劳动人民第 次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

匕 因而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就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

的特点。 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
， 是工人、

农民和其他劳动者，

踟了劳动阶级本身的利益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
它 的特 点就

艮 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以主人的地位自觉地从事有组

陬、 有计划的劳动， 劳动产品全部归劳动阶级自己支配
，

用来

瞒足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

因此社会主义的劳

助过程， 是不受剥削的
、 有计划的劳动过程。 从这 意义上

眺， 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已经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因素。

但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 个存在着阶级的社会
。 除了劳动

阶级以外， 还存在剥削阶级。 原来的那些剥削者， 在不劳动者

不得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
， 他们也得劳动。 对于剥削者， 他们

的劳动总是带有强制性的。 当然， 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的这种

强制， 同剥削者对劳动者的强制
，
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

。

过去剥削者强制劳动者劳动， 是为了剥削劳动者。 现在劳动者

强制剥削者劳动， 是为了使他们在劳动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

力的新人。
因此， 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 同时还是 个对剥削

者的改造过程，
是有着社会的阶级内容的。

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 从劳动人民这 方面来看
， 也还带

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 这是因为，
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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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社会分工
，
需要经过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才能逐步地埔

灭
。 注社会主义时期，

虽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娴
脱了私有制的锁链， 摆脱了剥削，

但是劳动还没有在全体劳划
者中问成为生活的第 需要， 劳动者的一 部分劳动还是为自凋
和他的家庭进行的

。

团
团

或痕迹
， 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最后消除千净。

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这些特点，
也要反映到价值创造过涠

中来
。

，

只要是 件商品
， 它就体现劳动的二 重性 具体劳动和铺

象劳动
。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 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价值岗
映的是 定的社会关系

。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价值反叫
的社会关系不 同， 价值的形成也不同

。

在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农民或手工 业者用 属 于他 浏
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 劳动产品和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劳动
所形成的价值 自然也归他自己所有。 商品出售以后

， 他收回顸
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 同时又实现了他的活劳动
所创造的新价值， 这部分新价值， 般说， 刚好用来补偿他啁
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

" 这样レ 生产过程
就能够在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上继续进行

。 马克思把简单商品坐
产条件下的价值形成过程

， 叫做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
。

资本家经营商品生产的目的
， 是ガ倒

剥削工 人的剩余价值
。 通过商品的生产和出售

， 资本家收回丽
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 同时
，

·

工 人的活劳动所锁
造的新价值， 不仅补偿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 而月

1 1 0

劳动性质上的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翊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



園余。 这个剩余的部分， 就是被资本家剥削去 的剩余价

段党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中南这些价值形成过程叫做价值增

降。 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范畴， 反映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

附和被统治
、 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 生产者的劳动，
作为抽象劳动，

怀新价值
。 生产者创造的这部分新价值，

是否应该完全归

皆个人所有呢? 不能
。 为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瞒足劳动人民各种共同的需要， 社会必须掌握各种社会基

隧些社会基金只能来源于生产者新创造的价值。 如果新创

阶值完全归生产者个人所有， 那末， 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

矿大再生产
， 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劳动人民的各种共同

睽也将无法得到满足。 所以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生产者新

的价值必须分为两部分 部分作为生产者个人 消费基

阿生产者自己支配
， 用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

。 另 部分

售各种社会基金，
即社会纯收入 ， 归社会统 支配

， 用来进

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满足全体劳动人民各种共同的需要
。

情况表明，
在社会主义社会

，
生产者的劳动事实上也分为

匿分 部分可以称做形成社会基金的劳动， 另 部分可以

栓形成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的劳动。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创造的新价值区分为生产者个人消

昏金和社会基金，
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区分

陟资和剩余价值， 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
在资本 主 义 制度

红资和剩余价值的区分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在那

妞人的劳动力是商品
， 受价值规律的支配

，
工 资是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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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
。 不管工人新创造的价心有多大，

Uヨエ人自己的那制

分总只相当于维持劳动カ再生产所必需的那些生活 资料 的日

值 其余的部分，
即剩余价值那一 部分，

不但被资本家无儷

有， 而且又反过来成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手段。
在社会主義

度下
， 生产者的一 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要交给社会支配

形成社会基金， 但他作为社会的一 员，
也分享他和其他劳动者

共同提供的那些社会基金所带来的福利。
生产者创造的全部诩

值都是直接或间接用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生产者今凋

消费基金和社会基金的划分，
是由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月

利益
、 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统筹兼顾的需要来调节的。

因此，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形成过程，
既不同于简单翊

品生产中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
，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倒

值增殖过程， 它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 种价值创瑁

过程
。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
，
就是这种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姻

值创造过程的统 。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崦

统 ，
那末， 在这种二 重性中， 矛盾的主导方面究竟是 什 정

呢

种社会生产的矛盾的主导方面
， 体现着这种社会生产國

客观 目的，
反映这种社会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 它不是由人佣

自己选择多 归根到底， 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 舅

产资料归哪个阶级所有， 社会生产就不能不为那个阶级的利益

服务。

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
， 劳动过程也提供使用

1 12



价值，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这里
。
资本家开工厂，

是

为了通过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工 人， 攫取利润。 价值增殖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
， 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 。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 而是生产利润。の

·资本及其自行增殖
， 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

表 现 为生产

的动机和 目的。 园
。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使社会生产必须为保证满足

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服务
。 人民的需要， 不论是他

们的共同的需要或个人的需要
， 长远的需要或当前的需要

， 都

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才能 得 到满足 。
因

此， 有计划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各种需要而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

的劳动过程
， 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 体现着社会主义生

产的客观 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 价值创造过程

从属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
。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 核

算劳动耗费， 计算盈亏 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 生产什么， 生

产多少， 决不能以产值大小和赢利多少为转移， 而应以全体劳

动人民的需要为依据。 凡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 就要尽最大

的努力去扩大生产， 那怕是暂时亏本的也要生产
。 相反

， 凡是

劳动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 即使产值大， 赢利高
， 也不应任

意扩大生产。
社会主义企业之所以要核算劳动 耗 费， 计算盈

亏， 是为了减少生产耗费， 使它不仅能从价值上得到补偿， 而

� 马克思 嚣
c 资本论》第 3 卷

。
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5 卷， 第 2 85 页

。

の 同上书， 第 2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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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产品的供应口
归根到底，

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劳动过薇
且 能提供日益增多的社会基金，

以便高速度地发展

目的仍然是创造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
以满足全体劳动人

需要
。 十月革命胜利以前，

列宁就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
，

慰

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而不是 为 小 撮 合表

ı§  

łfi Ĺ, tť§l
T h e o  

»  �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戛

那末
， 这个需要具体包括\ 些方面呢?

L

ľ ıĦ !

它首先包括有关改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

方面的需要
。 恩格斯早就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

制度以后 ，

。通过社会生产，
不仅可能保证 切社会成员有富足

的和 天 比 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

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 列宁也指出， 社会主

义社会将 。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全面发展 。 �
。 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生产不仅将保证劳动者的

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而且将保证劳动者逐步摆脱几キ
年来旧的社会分工 的束缚， 全面地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 为

逐步缩小工 农差别
、 城乡差别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服

务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
， 还包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

� 《五 节》
。

〈列宁全集弟第7 羝 第 185 页
。

第
吼2  

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珐，

巖纜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 1 资 ：钠

1 14



巩固国防方面的需要
。 满足这 需要

， 是满足改善物质文化生
括需要的重要前提

。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
障性， 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 略的威
胁。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果不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欧治统治，

批固自己的国防
， 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国内外反动派和剥削

阶级就会卷土重来
， 那时

，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谈不上改善
物质文化生活

， 就不免要吃二 遍

。

：
' " ' " . ソ し い

同时，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清楚地懂得 如果不能解放全

本类， 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

の 因此，
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中还包括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方面的需
Ħ
R .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上述需要
， 特别是那些体现着劳动

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需要
， 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来作统 的安排
。 因此，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也可以说是

为了保证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 要
。 概括起

来， 社会主义生产， 就是要为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服务，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巩固国防
、 支援世界人民

革命斗争服务。 归根到底
， 是为最终消灭阶级， 实现共产主义

服务。 社会主义生产的这 目的， 是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

制的性质， 由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

决定的， 不是主观任意的东西
。

毛主席早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놓 革命根据地财

毛主席语录 。
转引自1967 年 6 月 2 9 日《人民日报》

。

)į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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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济工 作的第一 个原则是
。 发展生产，

保障供给
。 鬲

。 毛主

席在论述以社会主义公营经济为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时指出， 革命根据地 " 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 方面改善人

民的生活，
一 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
。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
毛主席又提出。备战

、

备荒
、 为人民。 的伟大战略方针，

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和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毛主席提出的上述原则和方针，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

的客观目的
。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指

引子， 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蓬勃发展，
不但保障了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而且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支援

了世界革命事业
。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 这

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多 遵照这个目的去组织社会主义

生产， 反过来又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使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进一 步扩大， 使资产阶级法权进一

步受到限制。 但是， 社会主义生产同时又是商品生产， 这就必

然要实行等价交换，
要计算成本和利润

。 布哈林在否认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利润时曾说 °在无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

件乒 生产是为抵销社会需要进行的生ř
。

。 列宁批驳了这种观

�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

《毛泽东选集》 第イ祗 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

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

抗 第 11 12 页 。

园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乡
。

《毛泽东选集》 第 4 羝

116



点， 指出 。

利海 岛 自

：K 采ııム 。

n " w 硬 满足 '社会·

需要的
。 应该说 在这种条件

萨， 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
， 而归全体劳动者，

而且只归他
门。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利润是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那部分

阶值的转化形态
。 讲求利润， 从根本上说来， 是实现这二部分

阶值
， 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

。 但是利润毕竟是同价位相联系
的范畴

。 当各类产品的价值转化为计划价格时， 计划价格常常
和价值相背离

， 而且
， 不同产品的计划价格同价值背离的情况

水往往不 样
。 因此，用同样多的劳动耗费，生产不同的产品，

就会得到不同的利润
。 可是产品利润率的高低并不反映社会对

这些产品需要的程度
。 利润率高的产品、 不 定是社会所急需

的， 同样
， 利润率低的产品也并不说明是社会所不急需的。 如

琴片面追求利润， 就会使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尖锐起来，
就

命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 大利大千

， 小利小干
，

无利不干，

萨而走上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
。

，

正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还同商品制度联系在 起， 这就
给利润挂帅提供了 个重要的经济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印果不对商品制度化以限制， 听任利润挂帅泛滥， 就会最终改

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在苏联， 它的生产

目的已经根本改变了。 追逐利润已成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的生产目的。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已经取

代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掩盖他们复辟

� 列宁 《对布哈林く过渡时期的经济〉 书的评论，
。
人民出版社 195 8 年歲

，第

Į Į?



j  

t  

;  

;  

, 

:

:

资本主义的本质，
故意把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娴

旌混为 谈， 说成都是劳动过程和价位增殖过程的统 j司

把价值增殖作为主导方面突出地加以宣扬，
他们说什么 《圈

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润和赢利率。

， 并且罰

。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
。

。
但是这样一 来，

他们拚命掠夺国

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反动面目也黧暴露了。

挂着社会主义招牌、
千着资本主义勾当的苏修叛徒集翊

为着欺骗群众， 还从另一 个方面拼命歪曲社会主义 生产 学

的， 大肆宣扬什么。 切为了人，
为了人的幸福。

。 现代修正主

义者如此起劲地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偷换社会主 义'蜚 声增

的
， 就是为了用吃得好

、
穿得好、

住得好之类的。仙山琼阁。瓠

蔽群众
，
使人们忘记阶级斗争，

忘记革命， 忘记消灭阶级翊

现共产主义这 根本目的，
以便这 伙叛徒放手搞资本主义嘤

辟 。 今日的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早已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쇗

经济如 衽会的主人早已不是劳动人民， 而是以勃列日

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 所谓。 切为了久》

，

İ
切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他们真正 。发财。 了

， 吃得好
， 穿斓

好， 住得好了， 而苏联广大的劳动人民则重新陷入 了受压迫樊

剥削的苦难深渊。

抓 革 仉 促 生 产
'卞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博

需要多 为了实现这 目标 就必须大大发展社会生产
，

提高蓑
动生产氧 增加社会总产量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1 18



中指出， 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
， 将利用自己

的政治统治， 剥夺资本家， 把 切生产工 具集中到自己手里 ，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

初期也指出 °

只有增加生产 、 提高劳动生产率， 苏维埃俄国

才能取得胜利
。

" 回

那末， 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
发展社会生产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发展生产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
生产工

具的改进， 妄图根本否定生产力要在一 定的生产关系下面才能

得到保护和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 这种反动的 °唯

生产力论。

， 根本歪曲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 提高劳动生产率， 发展社会生产， 需要

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生产工 具， 这 方面无疑是重要的，

但决不是首要的条件。 毛主席指出 °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

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又在技术方面 ， 在 切能够使

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
统统使用机器操作， 才能使社会经

济面貌全部改观 。

。 圆 毛主席还指出 。阶级斗争
、 生产斗争和科

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固
。 如

果丢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 巩固和完善， 丢开那些不适

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变革， 来谈发展技术多 脱离

� c 共产党宣言》
。

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為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72

页。

园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
。

c 列宁全集 ) 第 3 1 卷， 第 4 54 页
。

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 人民出版社 196 5 年

版， 第 4 32 页 。

@ 转引自 19 64 年 7 月 14 日c 人民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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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 来谈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那就是极其错误的
。 郁

学技术、 生产工具虽然很重要，
但它们要由劳动者创造

， 斗赶

由劳动者掌握使用，
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カ。

尽管生产的麦克

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カ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交

化和发展开始的，
但是这种人和自然的关系，

是同人们在生产

活动中结成的二定的生产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 生产关系

的变革， 由生产力的二定发展所引起，
但是，

生产力的 定发

展， 又是由二定的生产关系推动的。
特别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

总是在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以后，
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

，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
最反动的生产关系

， 这

种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

外只有十几万吨， 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
更没有汽车制造业

、

飞机制造业。 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逐步地消灭了

帝国主义所有制、 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 運

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 基本上建立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才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

度迅速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 是否还需要道着生产カ的发

展继续调整和变革呢? 刘少奇
、 林彪

、 邓小平 类党内资产阶

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硬说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的

问题了。 他们胡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
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而是

什么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

120

生产力的发展 铜的年产量除东北以



山 用不着去继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只要埋头发展生

产カ就可以T
. 邓小平更加露骨地说，

。

只要能增产，
单千也

阿以， 不管白猫黑猫
， 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

。他们的这些奇谈

怪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
。 邓小平表示。悔过自新。

、

II永不翻案。

。 可是 旦当他重新工作掌握了 部分权力以后，

就带头大副右倾翻案风
。

。
还是 ·白猫

、
黑猫 ' 啊，

不管是帝国

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

。�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

工作的总纲》
， 大肆兜售 。

三 项指示为纲。 的修正主义纲领， 鼓

吹" 唯生产力论。和。

阶级斗争熄灭论。

， 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

斗争为纲， 反对党的基本纲领， 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否定社会

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
。 它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

义的政治宣言
。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

的这 套。唯生产力论。

， 是托洛茨基
、
布哈林

、
沃兹涅先斯基

之流在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的。唯生产力论 " 的翻版。 九

二 O 年前后 ， 托洛茨基利用苏联人民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

心情， 提出什么 ° 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

， 要造成所谓 。生

产气氛。

，
并攻击列宁说 。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

， 而你们

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

， 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 。 布哈林

则打着" 缓冲派。 的幌子， 胡说什么 。政治因素也好， 经济因素

也好， 都不能丢掉。

，

。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

等的价值。

， 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
。 当比 列宁对托洛茨基

、

布哈林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列宁指出 。政治同经济



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不肯定这一 点，

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

最起码的常识。

。列宁还尖锐地指出，
这种反动的

。唯生产力差,

的错误 。假如不认识，
不改正，

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灾

亡。�
。

二九三二年，
苏联农业集体化刚开始取得胜利， 沃兹

涅先斯基又跳了出来，
发表 《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力 文

， 说

。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过渡时期整个英勇顽强斗争的内容。

， 是

解决 。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カ之间的矛

盾。

， 今后主要任务就是
。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沃兹涅先

斯基所鼓吹的， 正是理论上修饰过的。唯生产力论。

， 是列宁早

已痛加驳斥过的修正主义谬论，
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

。

马克思主义认为，
即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

， 也

还有继续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 生产力的发展， 也仍然

要靠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和用革命去推动。
这是因为

首先，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
基本上是同生产

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
，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 这些不完善的

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只有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

的那些不完善方面， 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
， 由于生产力在继续发展

， 生产关系也会同生产力的

进 步发展发生矛盾。 当着生产关系的某些部分已经变得不适

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
， 也需要适时地加以变革

， 使它适应生产
力进一 步发展的要求。 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所谓先进的社会主

� 4(再论工 会 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

《列宁选集》余4 卷 人
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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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生产关系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目的是妄图转移视线
， 诱使人们只埋头生产，

不抬头看路，

隆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以便他们放手复辟 资本 主

L .

在阶级社会内
， 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关系。

在社会

主义社会
，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使生产力不断地得到发展，

必须善于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并适时地调

整或变革已经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多 而

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 也就是增强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

义因素， 限制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因而也就是调整或

变革阶级关系， 即经过 系列步骤实现消灭 一 切阶级和阶级差

别。

。

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 �
。
对生产关系的

调整变革， 必然要激起 切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 反 抗 和 破

氰 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 切阶级斗争都

是政治斗争。 @
。

。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

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
。

。 � 无产阶级要达

到自己的目的
，

就要在 切领域，
在革命发展的 切阶段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
不断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 行 到

底。
否则，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不可能自行巩固， 也不可能自

行调整或变革，
生产力也就不能迅速发展。

'
，
， ；： 飞 ，

国 《我们的纲领}
。

く列宁选集乡第 1 抵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05 页。

园 く共产党宣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羝 人民出版社ļ 1972 年版， 第 2 6 0

页。

园 《怎么办? 。
。

《列宁选集。第 1 祗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62 页。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对巩固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有着巨大的作用。

。理 论

经掌握群众
，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

。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开

展政治
、 思想

、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加强对资产阶级

的全面专政 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

， 批判资产阶级法衣总想$
；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斗

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 不断加动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当家作主的积极性ラ オ能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艇
。 这已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坊更所证明
， 也为我国二 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

命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证朗· 先其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议来垧房受所证明

，

无；产盻级文化大革命是论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小强大 的推
动力。 通过文化大革命， 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 ，

1 9 7 0\
年 巳血细朱地完成了f 9 6 6 年开始初盗蘆島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 9 7 o 哖同 1 9 65 年相比

，
! 土业总产值增长了 7 3 7北

， 农业总产值增

技 竹 y
上海复其厂 °

三 超两落。的历熟 从正技两个方面说明了，只有抓哓羹革嘲，才能促生产 这个厂原是官僚资本开办的ア 牛纺织机械零件修配厂 。 解放以后 ， 国家接管时只有二 十多个工 人 二 十多台破旧设备
。1 9 5 o 年经过改组扩建， 专门担负成批生产机械工 业需要的常用刀具

铵瓴李癸賞讐素杰蓼贺门セ解放出来的工 人， 怀着强烈的翻身感， 以
ť L &  A Ş

 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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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作主的姿态进行劳动， 1 9 5 4 年的劳动生产率比 1 9 5 0 年增长了七

倍半， 并且】司出了 条自力更生生产刀具
、

工 具的路子，掀起了这个

厂的历史上第一 次的生产高潮。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刮来了 股刘少

奇修正 主义路线的歪风，大搞等级森严的。 长制。

，大搞" 物质刺激。

，

大树" 管
、 卡

、 压。的所谓·正规化的管理制度。

。
结果 ，把企业弄得死

气沉沉
，工 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

1 9 5 6 年的劳动生产率

比 1 9 5 3 年还要低 3 o % ， 出现了这个厂 自从解放以来的第 次低潮。

在 1 9 5 8 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革命浪潮中 这个厂的广大工 人群众响应

，
毛主席的号召 ，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大破修正 主义的那 套清规

戒律 ， 提出。 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 的响亮口号
。

结果， 技术革

新不断涌现， 生产大幅度上升，
1 9 6 o 年产量比 1 9 5 7 年增长了七倍，

掀起了这个厂的又 次生产高潮
。

但是， 到 1 9 6 1 年， 又刮起了 股

推行刘少奇修正 主义路线的歪风
。 在这股歪风影响下，这个厂里除了

计件工 资制因受到群众强烈反对没有恢复以外，其他各种修正主义条

条框框又复辟了，单是规章制度就搞了七十二 本，共二千多条。
结果，

1 9 6 2 年到 1 9 6 4 年三年的生产总和， 还抵不上 1 9 6 0 年一 年的水平，

生产的大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 出现了第二 次低潮。
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
工 人群众从修正 主义路线的压制下又冲杀了出来， 再 次

从精神上得到了解放，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

19 7 o

年，这个厂实现了" 每人万把刀。 的战斗目标。
这 年的总产量比 1 9 6 5

年增加 了近两倍， 品种增加了 倍多， 掀起了第三 次豸ヒ高潮
。

实践证 明

降的生产关系和

中上层建筑的变革，
就是社会革命。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 の

� 马克思 《184 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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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总是在变革过时的

、 落

上层建筑以后，
而不是在变革以前ä ： 生产关系



正是这个火车头带动了历史的列车滚滚向前，
带动了社会生产

的不断发展。
ず , 补水 i

\
，

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始终是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

抓革命
、 促生产的历史。 一 个社会主义企业，

始终存在领导权

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 贫下中农手里的问题，

始终存在执行什么路线的向题 始终存在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的问题， 因此，
一 个社会主义企业要发展生产， 就必

须用无产阶级政治萋统帅生产。 如果象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者

所主张的那样， 只抓生产， 不抓革氚 就会迷美方向， 走错道

彰 就不可能调动广大群众察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就会走苏联的°
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 的老路。 现代修正主

义者鼓吹°唯生产力论。

タ 总是抹煞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质， 进而

林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妄图达到否定无产阶级政洽统帅经

济的反动阿的。 这种论调是 阶级斗争熄灭论 ° 的基础 ， 是为资

产阶级政治效劳的 种谬论 。 我们要同这种论调划清界限
， 坚

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 促生产 ° 的方针。 这

军方针行靖 减
， 必须坚持

'

。 它正 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
、
精

懣和物质、
.去ギ譴筑和经济基础

、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

謹美素
，

"

葆匿丁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廻气濟发展。

，
 r

r�

；蓑 İ 灣 費郭じ每秒字乡
义基旁多梦规贫蝉主要 容

佷 彘

香关莪门在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月的和怎样发展社会主

文化产遨祥两个问题以后 就? 时进ヒ步探讨社会主义摹本经

讲规律的向题予į ' 伸 ；安猩ĺ · " ţ佷r个じ

: ļ 3
o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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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本经济规律，

' 总是包括社会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

匡的手段这样两个方面
。 它决定着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

阶构成社会经济生活整体的主要环节，
决定着社会生产的

主要方面和 切主要过程。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 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

匿，达到这 目的的手段
， 是通过抓革命来推动技术和生产

匿展 。 因此， 概括起来
，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包含这样

主要内容 及时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不断提高

睡水平
，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满足国家和人民不

隊长的需要
， 为最终消灭阶级

、
实现共产主义创造 物质 条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丁 切主

险面 ， 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 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内容。

就生产来看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生产什么
， 生产多少，

生

悠样布局，
都要服从这 规律的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订

回时， 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来安排生产

際种、
数量和生产的布局， 使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 有利于

固无产阶级专政， 有利于加强战备
、 巩固国防

， 有利于支援

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 水

社会主义的交换同样也首先要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1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在决定外销和内销的比例

、
军用和民用

1比例
、
供应农村和供应城市的比例

，
以及各类商品的销售价

的时候
，

不是首先考虑能卖得多少钱，有多少赢利，而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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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怎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エ农联 盟 的巩

艮 有利于保证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
有利于国防的巩回， 有

利于促进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9 有利

于对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
等等。

就分配来看， 不论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或者是个人消费品的

分配
， 也都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 。

社会主义国

家在决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 决定工 资水平的时候， 对于无产

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
集体利益和个人

利益
， 都必须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全面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规律的要求。

：同样的
， 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问题的

时候
，

无论是组织社会集团消费或者是个人消费， 都要服从于

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
，

；向时迹婆肴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利于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风尚， 有利于巩固先产阶级专政和加

速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
，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
、 交换

、

分配和消费之间最本质的联系， 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
泳方向。

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 可以使我

克服盲目性
，

'

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

1
'

. ：。 第三节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 平

活旮ギ ；.
社会主 义丘片高逆 反发争的キ能性和观 奴性

。 '

12 8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

们在上作中增蠡自觉慨

向阔步翥进。



象个需要的满足程度
， 是同生产发展的速度紧密相联的。 社会

本义国家国防的巩固
， 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
人民物

险文化生活的改善
， 以及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援，

都要求

中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那

中国家， 往往工 业基础比较薄弱
， 这就使得高速度地发展社会

阻义生产显得更加迫切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必要的

，
而

阻是可能的
。 毛主席指出 ·

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
维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

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因而生产不断扩大，
因而

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 种情况
。

。 田

所以， 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 种愿望
，

而且是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的 种必然趋势
，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 种表现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和整个国

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
，

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

发挥， 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制度把劳动群众中间蕴

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创造才能
， 摧残、 压制和窒息了

。 ，社会主义

制度使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劳动群众已不

再为地主
、

资本家做苦工
， 而是为自己的阶级劳动了

， 劳动成

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く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人民出
版社 196 5 年版， 第 4 6 1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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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光荣豪迈的事情
。 所有这些， 都为劳动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

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条件。

第二
，

。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国 社会主义制度

从根本上堵塞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因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必然

出现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

划地
、 合理地利用设备和天然资源，

有计划地、
合理地培养和

使用劳动力
， 使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因

而就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
可以大大地超 过资本主

义

第三
， 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旧社会的剥削制度，

原来在在

会生产中必然要被地主
、
资本家用于寄生性消费的那 一 部分财

氮 如今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

金， 因而为生产的扩大和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例如， 解

放以前我国农民每年交给地主的地租， 大约有六百亿斤粮食。

解放以后这部分社会产品就可以用来发展集体生产和改善农民

生活了。
工 商业的情况也是这样。

第四
，

社会主义制度为技术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 阔的道

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资本家力图采用新技术， 是为了榨取

更多的剩余价值。 只有在这个限度内， 他才对发展新技术感兴

趣。
资本主义制度下容纳新技术的范围比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挟

屳
°

毛主席 《〈哆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 文按语》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册， 第 57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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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得多
。 当某项新技术不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时，

就不会被采用
。 同比 资本家都把自己企业里所业已实现的技

术革新当作。

营业秘密。垄断起来
，

资产阶级国家则用
。专利权。

等形式使资本家对新技术的这种垄断得到法律的保障
，

从而人

为地阻碍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新

技术的采用
， 是为了节省生产中的劳动消耗、 为社会创造更多

的财富， 为减轻劳动群众的劳动强度和改善劳动条件。
因而

，

技术的发展就成为劳动群众的自觉要求
，

并且使技术革新打破

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局限性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任何 个

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方法和技术 新方面的先进经验
，

都是劳

动人民的财富， 不应有什么。营业秘密" 和。专利权。

。 这些先进
墓 。

经验经过总结和推广
、 可以迅速地在其他企业中得到运用。

所有这 切， 都可以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 的速

度

第五
， 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增

长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抗性矛盾。 社会主义生产的

ダ的是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
。 生产 增 长

歹。 经济建设
、

国防建设
、
社会文化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支援

嗟界革命的规模就会相应扩大， 劳动群众的消费水平也会逐步

更高. 永远不会有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

目此
， 当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经济危机的袭击

， 生产急剧下降的

ĺ 侯， 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欣欣向荣地发展
， 显示了社会主

艮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 了生产カ中人和物的作用得

ı3 1



以充分发挥
。 社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是社会

主义生产的客观规律
。

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高速度的，
又是波

浪式前进
， 螺旋形上升的

。
在现实生活中，

经济的发展不可避

免地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发展速度不可能每

年都 样
。 这是前进中的波浪。

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经

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停滞
、 倒退和生产增长相交错的情况， 是

根本不同的
。

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 线

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提供了

客观可能性
， 但是， 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首先需要有

条正 确反映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路线正确了

，
社会

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从而社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优

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如果路线错了，
或者正确路线受到修

正 主义路线的干扰， 社会生产的发展就必然要受到 阻碍 和 破

坏

毛主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为我党制定了整

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丮

又为我党制定了。鼓足干劲
，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
。 的总路线。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 多快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条马克思主义路线
。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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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多快和好省统 起来
。

。 多。是对产品

蹶量的要求，

。快。是对时间的要求，

。好。是对质 量 的 要 札

降旨。是对节约劳动耗费的要求。 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 是相互

渗进、 相互制约的
。 只好省， 不多快， 只有那么 点点， 慢得

惨死
， 固然不好 只多决， 不好省

， 质量羞， 费用大，
占用资

降陟， 也不行， 因为从长期看， 从全局看， 其结果决不可能是

陟快， 而只能是少慢。 鼓足千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

四条主义的总路线， 正 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国

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规律

陟客观要求
，

正 确地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 穷二 白。

陟落后面貌的革命意志。

鼓足千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瞬调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

附合， 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 。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面
。
乌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批判英

雖创造历史的谬论， 贯主张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
。 毛主席

妞其概括地指出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 历 史 的 动

防。

。 @ 。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 ， 领导不及普

通劳动者
，

因为他们脱离群众， 没有实践经验
。

。� 毛主席还

爵教导我们， 夺取政权要依靠群众， 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依靠群

く神圣家族。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 第 104 页 。

卜 奂

物 《论联合政府 )
。 罗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 本， 第 932

页 。

园 毛主席语录 。 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2 9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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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

二 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充分证 明 了这

点
。 党内资产阶级

，
无论是刘少奇

、
林彪，

还是邓小平，
他们

都是孔老二 的忠实信徒
。
他们站在地主、

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

上
， 对人民群众极尽诬蔑之能事

。
林彪无耻地自吹他的 。脑袋

长得好
， 和别人的不 样， 特别灵

。

，

。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

也不是普通工 人的脑筋。

， 拼命贩卖孔老二 的。唯上智与下愚不

移。 的谬论
。 邓小平则竭力散布 。依靠工 农兵是相对的。

，
并且

千方百计地扶持不肯改悔的走资胤 要把
。有水平，

有知识
。 的

资产阶级 " 专家。

、

。

权威. °提到领导岗位
。 上来专无产阶级的

政。 这就充分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是人民群众的死敌。
古往今

来的无数事例证 明，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在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中， 只有充分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
，

调动 切积极因素， 团结 切可能团结的人，
并且尽

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
才能胜利地开展政治、

经

济、
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才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科学、 文化乙 教育事业
。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
这两句话，讲的是人的精神状态、

主观能动性， 是要求正确处理和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 互 关

系，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是多快

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条件。 了 : 

t į :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通

过人的活动才能发挥出来。
总路线十分重视群众的革命千劲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工 农兵群众、 革命

干部、
革命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他们敢想、 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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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做， 力争去办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实现多快
好省， 避免少慢差费， 关键在于一 个很大的干劲。 拖拖沓沓，

畏首畏尾
， 这也不可能， 那也办不到， 这种懦夫和懒汉的世界

礼 是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 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把

物质刺激、 把°有钱能使鬼推磨。 的资产阶级思想，
看作万世不

易的真理
。 他们那种肮脏透顶的资产阶级灵氲 是同工 人、 贫

下中农为革命做工
、 为革命种田的崇高思想完全对立的。 他们

鼓吹物质刺激， 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群众， 以实现他们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 调动群众

积极性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走群 众 路 线。

毛主席明确指出!

。社会的财富是工 人 、 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 自

己创造的 。
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 又有 条马克思列

宁主义 的路线 ， 不是 回避问题 ，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

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 以解决的 。

。 � 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党的

马克思主义路线， 必将激发出巨大的革命千劲， 并变为巨大的

物质力量，
创造出入 间的奇迹。

在制定总路线的过程中，
毛主席还提出了 整套执行总路

线的方针、
政策和办法レ 这对于组织广大群众和干部去战胜困

底 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

发挥了重大的

作用
。

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 、

� 毛主席呂
《 (书记动手，

全党办杜〉 文按语。
。 歹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

及 第 5 ˜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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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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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个积极性
， 充分利用沿海工业，

加速建设内地工 业， 实

行工 业
、 农业并举， 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

大、
中、

小并

举等 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

中各方面的关系
，

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使这些方面相

互促进， 相互补充， 相互支援， 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量

避免和克服各种片面性， 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

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我国国民经 济的大跃 进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在总路线的光辉

照耀下
，

全国人民斗志昂扬， 意气风发 敢想、
敢说、 敢做的

革命精神空前高涨， 比先进、 学先进、
赶先进、 帮后进的社会

主义竞赛热潮， 浪高过 浪。
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粉勃

的大跃进局面。

毛主席在阐发大跃进的含义时说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

术发展的老路， 跟在别人后面 步 步地爬行
。 我们必须打破

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 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

国建设成为 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 我们所说的大跃进，

就是这个意思 。

。の

大跃进体现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的无产阶级革命志气和光荣传统
。 早在抗 日战争时

�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 5 年第 】期。

136



虮 毛主席就对抗 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 作有过这样的指示
·我们문主张自力更生的

。 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

么 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
， 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 在党的

八大二 次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
毛主席又指

出 。 自力更生为主
， 争取外援为辅， 破除迷信 ， 独立 自主地干

工 业
、 干农业

， 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打倒奴隶思想 ，
埋葬

教条主义
， 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 也 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

引以为戒
，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

。 @ 这条路线同刘少奇 、
林

彪、
邓小平 类的崇洋媚外

、 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 是针

锋相对的
。 这条路线， 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 顶住了

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
， 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

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 。 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 吃足了经济不能独立的苦头。

旧中国不仅重工 业部门基本上是て 片空白，轻工 业也异常落后。

长时期来
，

许多日用工 业品都是从国外进口 的
， 称为°洋货。

。

火柴称为。 洋火。

， 煤油称为°洋油。

， 元被称为。洋钉?·
， 机织布

称为。洋布。

，
销售日用工 业品的商店称做。洋货店。

。 中华人 民

共和国成立 以来，
我们独立 自主、

自力更生地发展了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
我国农业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正在实现机械化

。 轻工

业产品花色品种 日益丰富多彩。
我国自己的机械工 业

、 冶金工

�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
。

c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 67 年横排本，

第 け

, I自周恩来总理 1975 年 1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
。

人民出版社 】975 年版，

箩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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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化学工 业

、 仪器仪表工 业和电子工业都先后建立和发展了

起来
， 个以农业为基础

、
工 业为主导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 在这个基础上，
我国试制成

功了原子弹和氢弹。 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元 并可按预定计划返

回地面
。 我国第 个试验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

为探索生命的

起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我国第 个试制成功双水内冷汽轮发

电机
。 我国胜利地研制成功了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

在探索

热核反应的和平利用方面跨入 了世界的先进行列。
我国出色地

打成了六千多米的超深井
， 标志着我国石油钻井技术达到了

个新的水平
。 这 曲曲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的凯歌
，

歌颂着我

国建国以来
、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辉煌胜利。 我

国人 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 用铁 般的事实粉碎了林彪、 邓

小平之流所散布的。 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和 。今不如昔" 的无耻

诽谤，
用铁 般的事实向全世界证 明 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

的事， 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做得到 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事
，

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够做得到。 二爿 。 戔事

：r ， 社会主攴羞产较之资本主义生产有较高的发展速度，是 个客观

事实。
； ，从19l9 年到 19 7 3 年的短短二 十四年中， 我国农业总产值增

长了 点八倍， 轻工 业产值增长了十二 点八倍， 重工 业产值增长 了

五 十九倍。

资本主义社会，
即使就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十

九世纪后半期来说，
也从来没有找到过象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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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速度·

， 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 4
良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

时 期 以

我国钢的年产量从十岛大八千吨 (19 4 9 年)增加到二 千 百万吨

(1 9 7 1 年)
， 只花了一

'

阜一
年

。 而美国走完这个增长过程花了三 十三

年， 英国花了八十六年 德国花了四十六年， 日本花了五 十年。

再以生产发展较快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 它的工 业生产

在 1 8 7 1 年到 1 9 0 0 年拜三十年的期间内， 大约增加了三 点九倍，但是

在 1 9 0 1 年到 1 9 2 9 年期间， 只增加了 点七倍罗 在 19 3 0 年到 1 9 5 9 年

期间， 仅仅增加了一 点七倍。 在 1 9 6 4 年到 1 9 7 4 年的十年里， 美国

工 业增长 5 3 % ， 苏联工 业增长 1 2 倍， 日本工 业增长 1 6 倍， 西德

工 业增长 6 0 % ， 而在这 时期我国工 业却增长了 1 9 倍。
个别资本

主义国家·工 业主乒在某 时期也有出现发展较快的现象， 但 这 都

是昙花 现， 不可船持久力�
。

：ノ

� 日本的工 业生产在 19 5 1 年到 197 0 年这 时期每年平均增 长 达 到 14 1 % ，

这主要是它在美帝发动侵朝 、
侵越战争期间大发战争横财和美帝对日本垄断资本大

力扶持的结果 。
19 5 0 年到 19 5 3 年侵朝战争时期， 美帝对日本至少支付了三 十亿美

元的。特需
°订货多 在侵朝战争停止以后， 美帝对 日本的军事订货也从未停止过 。 在

侵越战争期间， 美帝对 日本的。特需
°支付进二步增虮 每年达二 十亿美元以上

。 美

帝还给日本垄断资本提\ 大量贷款，
对 日本重工 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 向日本大量

输出技术专利权，
等等 。

此外，
日本垄断资本在国内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 从

国家预算资金中领取大量补助金，
对于 日本工业的较快发展，也起了二定刺激作用

。

日元 (日本货币)对外比值的偏低， 帮助了日本货物在全世界争夺市场， 对于刺激国

内工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
但是正如人所共知媳 这些推动 日本工业发展的因

瓢 都是不可靠晒 不能持久的。 从 197 3 年第四季度怒 日本同美国
、 英国 、 西

德等国家 起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这 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了， 至今也

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
如果我们不是从个别国家 、

个别时期，
而是从整个资本主义世

界
、 从二个较长时期看问题，

那末!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速度日益缓慢的情况 ， 就
i 11 + (j

仍然极其明显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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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但这次不是说

，

我们可以自满了
。 我国原来 穷二 白，

工业基础极其薄弱。 现

在
， 我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

已成为一 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

会主义国家
， 但是

，
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 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

我国人民正在用实际行动实现

着毛主席的庄严宣告 。 中国人民有志气，
有能力，

一 定要在不

远的将来
，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 の

¢ t r

� 转引自 1966 年 10 月 2 9 日c解放军报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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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

社会劳动的分配

第一 节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作用

同商品 制度相联 系的有计划地 分配社会劳动

组织社会生产
， 要消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
生产资料是物

化了的劳动， 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是提供活 劳 动
。 综 合 起

轧 都是社会劳动。
要组织社会生产， 就有 个社会劳动的分

配问题 。 社会劳动有多少放在农业上面， 有多少放 在 工 业 上

队 有多少放在其它事业 Ł面 ， 在任何社会都有 定的比例 ，

由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决定，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

免 这种比例关系如何建立 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 要依所有

制的不同而不同。
那末·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瓦 这种比例关

系是怎样建立的呢? 社会劳动是按什么样的形式进 行 分 配 的

历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都是这样说的

社会主义社会，
整个社会经济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也就

是说
， 社会劳动的分配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的， 似乎没有

任何矛盾。 有的教科书还说?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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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社会劳动分配的" 自发性和自流性。 的现象。
在这些教科

书的作者们看来
， 在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劳动的分配似乎只有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起作用 并且人们都成了
。先知先觉

者。

， 对于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 根本不需要一 个认识过程。

难道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劳动的分配， 真是那么一 帆风顺、
没

有矛盾빡?

所有制的伟大变革， 使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

会生产
， 开始具有了直接的社会性j 出现了人们能够自觉创造

历史的新条件。 在这样的条件下， 社会生产开始摆脱资本主义

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

了
。

这时， 出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简称

计划觐律)
。 这个规律调节着社会劳动的分配。

但是，在社会主

义社会，这个规律的发生作用 是同商品制度联系在 起的
。 社

会主义社会仍然实行商品制度， 这就表明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

的基本规律 价值规律， 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 在这种情况

下， 社会劳动的分配， 方面已经开始受到计划规律调节， 另

方面还不可避免地要受价值规律的影响
。

，
°一 个商品的价值只

能用另 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十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

现 ， 在这里包含着这样 种可能 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
，

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
。

。 � 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

的分配虽有计划作指导， 但是还会出现社会劳动的实际投放同

び葛榣嶄
，

ゼ乎杜林论。
。

,鸢血思益姑斯选集砾3善人民医茲荘197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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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要求的比例关系不相符合
，
：
， 以致有些商品供不应求， 购买

者千方百计； 东奔両走，还不·能买到，另一 些商品则供过于求，

形成积压
， 甚至不得不削价处理

， 以至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
现。

这种情况不是每日每时都存在빡? 在社会主义 经 济 运 动
扒 出现这一 类的情况

，： 意味着价值规律有可能取代计划规律
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

。

'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价值规律的自发调
节作用， 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那就会重新出现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人们就有可能受物
的支配 ， 从而 自觉或不 自觉地违背客观比例关系， 不按照实际
需要去进行社会劳动的分配

。 所以， 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
的分配过程 ， 是三个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交互作用的过程 这

个过程显然要比那种形而上学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因此， 在

劳动分配的过程中， 只看到人们有可能自觉利用计划规律调节

社会劳动这一 方面 ， 看不到还有价值规律影响社会劳动的计划

分配这另 方面 ， 那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有了这样一 个比较全

面的认识 以后 ， 下面我们首先侧，重来分析 下计划规律的调节

作用
。

有计划按 比 例发展规律村社会主 义生产的调 节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骶 特别是资本主义从 自

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 ，
竞亲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猛烈地震撼着

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恩格斯曾经预见到 。在托拉斯中

， 自由竞

争转为垄断，
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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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

。� 随着垄断组织发展，
也出现了某

些计划调节的趋向。 列宁就曾经分析过
。资本大王们

。建立了托

拉斯， 在它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内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做到有计划

地调节生产的情况， 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
甚至有所谓全国性

的经济计划。 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新阶段表明，
有计划按比例

: f

地分配劳动
， 已经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但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整个社会生产不可能实行计划

调节， 整个社会生产的全面的计划性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

有的口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
垄断资本主义或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恶性发展，
在一 个大的垄断组织中

计划性虽然有了加强， 但是，
它们仍然建立在生产资\ 私有制

的基础上
，

生产什么
， 生产多少， 归根到底要受追求最大限度

利润的原则的支配
， 整个社会生产仍然不能不处在盲目的竞争

状态中。 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经济计划，
并不能做到整个社

会生产计划化， 更不能改变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 过去希

特勒德国的° 国家社会主义°

， 今天勃列日涅夫的 °发达社会主

义。

， 都有一 些计划， 但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 这种所

谓计划， 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罢T
.

为了掩饰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 垄断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

主义者，

二 再抓住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某些生产计划性

的现象，
硬说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

， 资本帝

国主义经济到是°有组织的资本主 じ和 '有计划的资本主义。 的

�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

民出版社 ı972 年版， 第 4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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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为推翻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社

会主义革命。 其实，这种谬论列宁早就批判过了。 列宁指出
°完

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尽管

托拉斯有计划性
， 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 一 国范围内甚

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
， 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 ， 但是

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
， 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 但无疑还是

处在资本主义下
。 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

' 接近
' 社会主义 ， 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 ，

已经 不难

实现 ，
已经可 以实现

， 已经不容延缓 ， 而决不是证明可 以容忍

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

。� 列宁作

了上述批判以来， 几十年过去了。 这几十年中， 资本主义世界

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 从一 九七三 年年底开始， 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又爆发了一 场 自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

危机， 各个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工 业生产猛烈下队 整个国民经

济 片混乱，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计划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面前，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

谎话彻底破产了6

当代，
最容易欺骗人的莫过于苏修術所谓计划经济了。 从

表面上看来，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比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更具

有计划性 国家垄断着一 切生产部门，
都有长期计划和短期计

划
。 但是，

由于苏修的计划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计

虬 是以追年利润作为生汽目的的计划，
· 因而必然乞灵年利润

挂帅(即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生活，
这就在本质上同资本

� 《国家与革命》 く列ず搓集乡索3 卷 入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2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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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经济 样了。 为了争夺利润和奖金，
苏联官僚垄断资

产阶级各个集团之】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这样，

纸面上的经济

计划， 实际上又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摧毁，
使整个国民

经济陷入 泥淖之中。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同其他帝国主义国

家一 样
， 危机四伏， 片混乱。

苏修在三十四大提出了 个蛊惑人心的所谓。提高人民福利的宏

伟纲领。

， 并为此制定了第九个五年(1 9 7 1 ˜ 19 75 )计划。
苏修宣布在

" 九五 。

计划期间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变。

，要保证消费品工

业超过生产资料工 业的增长速度。
五年已经过去，结果怎样呢? 整个

" 九五 。 计划的 系列主要指标都没有完成而宣告破产 ，比例关系因垄

断竞争而变得更加失调。
消费品生产不仅没有如 。九五

。 计划所预告

的那样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反而由于加紧扩军备战而使差距更

加扩大 了。 所谓对国民经济进行 " 重大的结构改变。 完全落了空， 而

·提高人民福利的宏伟纲领。不过是 个骗局。 它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只

是 个难以充饥的画饼。

サ
，

七 岿 梦
一

随着苏修国内危机的日益加剧
，

苏修的所谓计划经济的垄

断资本主义本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识破。 个时期以表 国外

陆续有 些研究苏联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人士分别剖析了苏联

所谓计划经济的实质。 法国学者夏尔 · 贝特兰在一 九七 0 年十

指出 。把

·计划' 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只会帮助资产阶级 (特别是苏联的

资产阶级)在 '计划' 的幌子下， 行使其统治权， 并以 ·计划'
， 为

名，剥夺被剥削阶级妁一 切发言权，进 步强化对广大群众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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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了《再论过渡社会〉一 文，



削。

。 美国一 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 发红色文件》第七期发表了《资

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 的》长篇论文， 指出1

《今 日的苏联经

济的这种 ' 计划的' 国家资本主义特征， 比起纯粹的市场竞争来，

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
。

。 。事实上， 苏联经济和纳粹德

国的法西斯经济倒要更加相似得多。

。 ° 由于苏联是个国家资本

主义社会
? 所以资本主义的本政府状态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

上通过制订统广 的国家计划可得到改善。 制订这种计划是为了

使各种工 业的需要得到平衡，保证每种工 业获得 ·公平的' 利润 。

但这一 计划不能解决这气制度的矛盾， 而事实上 ， 这些矛盾必然

在制订计划时表现为恶劣的内部斗争。 结果，计划本身就越来越

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 。

° 苏修计划经济表明， 这种官僚垄断的计

划， 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踩在经二

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蓑动，

已提到工程上泰多 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雀无产 阶级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立 ? 社会主义公有制， 有计划按比例地分

配社会劳动，
才作为 余规律出现。 ， 这是因为， 生产资料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各生产部门之间、

各企业之 间的利益对立 使生产具有直接的社会性 社会主义

国家可以统一 组乐全社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用计划来指导

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
恩格斯早就预见到 《 当

人们按照今天的聋だ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 力

的时候， 杜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

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杜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 ホł淤

�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穾想到科学鸭襄霄°
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3 卷， 人

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4 37 贯 147

济上的体现。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虽然



这样
，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

比例发展的规律就作为 个崭新的经济规律开始发 生作用

了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代替竞争和生产无政府

状态规律
，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出现， 标志着人类自觉地创造自己历

史的开端。 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
不是

人统治物
， 而是物统治人

， 劳动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资本

家也无法摆脱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支

配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劳动人民开始

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 有计划按比例发

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 表现为按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

动人民的共同意志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遵循

国家
、 集体和个人的需要

， 按照国民经济各部门客观的比例关

系， 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 这是对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社会劳

动分配作用的扬弃
， 也是对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否定，

：人

们在实践过程中， 已经能够逐步地正确认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的规律， 并且正在学会根据这个规律制订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

会的计划，经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实现人们预期的结果。 毛主席

高度\ 价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运用这个规律进行改

造世界的自觉活动。 毛主席指出 °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

在中国这个地方} 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

济和文化的条件
。

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 我国的面目就将一 年

积几个五年年地起变化。 每 个五年将有一 个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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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 个更大的变化
。

。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证明了毛

臣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仅仅经过四个五年计划，

中国的面貌就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就已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阳中国
， 改造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民经济的几种主要比例关系

那木
，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怎样调节着社会主义生产

的呢? 要了解这 点
， 首先就需要知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

究竟客观上有哪些比例关系マ 哪些是主要的，
哪些是次要的?

凇有首先明白这些客观的比例关系，
才能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

削发展规律调节社会生产。

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虽然千头万绪，
错综复杂，

但是它

如之】司都有 定的内在联系， 是有规律可循的。
在生产、

交换 、

分配 、 消费这四个环节中，
生产是决定性的一 环

。
在生产领域

中，
农业和工 业又是两个最重要的部门。

因此， 农业和工业、

农业内部
、

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三种十分

重要的比例关系。
这三个方面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必将推动

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业和工 业之间的比例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

位。
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是互为条件的。

工业部门的职工 需要

农业提供粮食和各种副食品，
轻工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料， 而不

论轻工 业或重工业都要以农业部门作为它们产品的重要市场
。

� 毛主席 《〈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 文按语》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欄茳ぷ第 3 H 頁。

严 琡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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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
， 农村人口需要工业提供日用工业品，

农业生产需要工

业提供化肥
、 农药、

农业机械、
电力等等生产资料，

而农业部

1 的产品除了自给性的那 部分以外，
都需要以工业和城市人

口 为市场
。 由于工 农业生产的这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由

于工 农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又是工人和农民、
社会主义全民所

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所以， 有计

划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工农业之间的按比例分配，
使它们相互促

进， 就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 个关键问题。
这个司

题我们在下 章还要专门论述。

农业内部的比例，

业
、 渔业之间的比例，

茶
、 糖

、 莱、 烟
、 果

、

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具有头等重3 困 思 入 o
° G 上 方fi

教导我们，
要。

广积粮。

。
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
粮食生产搞得

好不好， 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本身的发展，
而且关系到工 业和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由于粮食生产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 所

以在处理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的时候，
必须坚持以粮为纲。 经

济作物和林
、

牧、
副、 渔各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粮食这个纲。

粮食生产在整个农业中占着决定的地位， 要处理好农业内

部的关系， 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抓好粮食生产
。 但是， 粮食生

产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 在农业生产中， 农业、 林业、 畜牧业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

的发展， 是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必要条件， 但林业和畜牧业又

反过来影响农业。 树木和森林可以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 防凤

150

ai

包括农业(种植业)
、
林业、

畜牧业
、 副

以及种植业内部的粮、
棉

、
油、麻、

丝
、

药、
杂等各个分业部门之间的比例。



固沙，
调节气候

， 保护和煦展牧场
， 开辟饲料、

肥料
、
燃料来

泯 是农牧业生产的重要保障
。 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的发展，

可以为农
、

林业 (主要是农业)提供有机肥料， 反过来促进农、

林业的发展 。 毛主席早就指出 《

农
、

林
、

牧三者互相依赖，
缺

不可
， 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

。�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

了农、
林 、 牧的辩证 关系

， 指明了农、
林、 牧三结合是正确处

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 个重要方面。

发展农村副业和发展渔业， 使之为工 农业生产服务，
为城

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出口服务， 是向生产的广度进军的重要方

面。 这对于增加农村集体经济资金积累， 促进城乡社会主义生

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具有 定的作用。

至于农业 内部除了粮食以外其他各个分业部门 如棉花、

油料作物
、

麻 、
丝

、
秦ヰし· 糖料作物

、
蔬菜、

烟叶
、

水果 、 药

材以及其他杂项作物，
都是不可缺少的，

而且同粮食生产有着

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主席关于
。 以粮为纲 ，

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
是正确处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指针。

农业内部的粮食生产和爹种经营，
客观上存在著相互依存

、
相

互促进的关系。
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前提条件，

多种经营的发展又能在肥料、
资金等方面促进粮食生产的进

步发展 。
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求在以粮为纲 的前 提

下
，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 同特点，

因地制宜， 对农、 林\ 歉
、

；：和粮、
棉、

油、
麻、

。丝、

；茶等等的生产
，

统筹兼顾
， 适

� 转引自《红旗 } 杂志 1972 年第 3 期

15 1

全面发展 。的方针 反映了农业 中



当安排
， 使它们相互促进， 全面发展。

工 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比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更加 错 综 复

杂， 但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也有一 个纲，

这个纲就是

钢
。 因为有钢就有机器

， 有机器就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工业
。

工 业 以钢为纲， 反映了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主导方面。
工业各

部门的发展
， 都要以钢铁工 业的发展为基础。

要搞好工 业 内部的比例关系，
除了必须贯彻

。 以钢为纲。 的

方针以外， 还必须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

第
， 轻工 业和重工 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轻、
重工业两者

之 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在优先发展

重工 业的同时， 必须防止忽视轻工 业的偏向。
毛主席制定的轻、

重工 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科学地反映了轻工 业和重工 业之间的

辩证 关系， 是保持轻
、
重工 业按比例发展的唯 正确的方针。

第二
， 原料工 业和加工 工 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例如，
冶金

工 业和机械制造工 业之 1司， 化工原料和化工制品工 业 之 间等

等， 都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原料工业没有加工 工 业

同它配合，
产品就没有去路。 加工 工 业没有相应的原料工 业同

它配合， 原料就没有来源。 这两者之间虽然谁也离不开谁
， 但

在 般情况下， 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原料工 业
。 俗话说 °

巧妇难

设备就不

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 对于立足于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的

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发展原料工业
， 特别是发展在原料工 业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采掘工业， 大打矿山之化 注意保持原料工业

和加工 工业的平衡， 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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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米之炊。

。加工 工业如果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供应
，



原料工 业和加工 工 业的上述关系
， 封于同一 工业部门内的

各个分业部门， 也是同样适用的
。 如钢铁工业就整个来说是

个原\ 工 业部门
， 它为机器制造业

、建筑工 业等部门提供原料。

但在钢铁工 业内部， 采矿
、 冶炼

、 轧钢这三个分业部门之间，

采矿又是钢铁工 业的原料来源， 因此要以采矿为基础，
建立三

者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
。

，

第三
， 国防主业本基础工 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国防工 业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拳头
，

：

是对付帝国主义 、 社会帝国主义侵

收 援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不可少的一 个工 业部门。

但是 国防工 业的发展要以基础工 业的发展为前提。 恩格斯指

出
。武器的生产又 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

。 没有冶金工 业 、

化学工业
、

机械工 业
、

电子仪表工 业本基础工 业的发展，
伺 防

工业是上不去的。
国防工 业和基础工 业必须保持 定的比例关

系。 脱离基础工 业,孤立地发展国防工业 ,必然破坏国民经济。

林彪 伙鼓吹 " 挲事工 业可 ば带动整个国民经济' 并竭力反对

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结合， 其罪恶目的就在于破坏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
为他们阴谋變动反革命政变服务。

我们只有按照毛

主席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理论, 在加速经济建设

的基础上来发展国防建设，
把国防工业的发展， 紧密地同基础

工业的发展相联系，

：：Ī保持国防主业和基础工业的平嬌
， 才 Ĥ 徒

国防工业本整个工业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

° ţ

第į  6 斯
。马弗 笫.：卷 人民一辰社ふ2 年版，



第四
， 各个工 业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

如机械制造工业内

部主机和辅机
、 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

纺织工业内部纺、
织

、

染的比例关系， 等等
。 这些比例关系的保持，

从理论上讲是很

容易明白的
。 但是在实践上，

由于重主机、
轻辅机，

重整机
、

轻配件那种。

只愿当主角， 不愿当配角。 的错误思想的影响， 也

会使主机和辅机
、 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

为了在工

业内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 需要在生产计划上作出妥善的安

排， 同时必须不断对那种。

只愿当主角，
不愿当配角。 的思想进

行批判
。

农业内部
、

工 业内部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是

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比例关系，
是整个 国民经济平衡的

基础。 除此之外，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还有不少重要的比例关

: į

工 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就是 个重要的比例关

系。 马克思把运输业列为采掘工业
、
加工 工业和农业之后的第

四个物质生产部门
。 社会化的大生产， 必须保证各个部门

、
各

个企业及时得到原料
、
材料、

燃料的供应， 并及时将产品从生

产地运往消费地。 有计划的生产， 需要有计划的运输来紧密配

合。
交通运输业是°先行官。

。
采矿、

建厂， 首先就要准备好运

输条件。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如果落后于工业生产的发展，
工 农

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不能及时运到， 产品不能及时运出，

那就会极大地妨碍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
。

文化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也有 定比例关系
。 文化教

育是上层建筑， 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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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才能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

济基础的要求。 文化叛可建设昀规模和发展速度， 必须同经济
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建设发展的迳皮相适应， 才能保证把有社会
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国民经济和上层
建筑的各个部门

多 才能保证人民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逐

步提高， 满足社会主义盆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生产生产资料的第 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 部类的比

例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都是很重要的比例关系。
这

些比例关系如果安排得不恰当， 也将妨碍整个国民经 济 的发

展。
这 方面的ï司题，

! 将在第十 章里加以分析。
， 、

i
'ř ：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还有 个重要的比例

关系， 即生产增长、 文化教育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 比例 关

系

物质资料有计划的生产， 文化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 客

观上要求有计划的人디增长, 即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有计划

地进行劳动力再生产，

' 有计划地安排人民生活
、 保护母亲和儿

童健康， 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 没有计划生

乱 也就是没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再生产。 这就会影响到国民

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所谓计划生育， 不是单纯的节制生

氚 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区别对待。 在入口稠密、 出生率高

的地区
， 要提倡晚婚和节制生育. 在人口稀少的少 数 民族 地

氐 则采取有利于人 o 增长的措施。 总之， 要使人口的增长同

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相适应
睏囲鎏學劃

马尔萨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着雨钓相对人口过剩规



律， 说成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

目的是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

恶。 马尔萨斯入口论总是把人看成一 种消极因素?
把人当作单

纯的消费者
。 马克思主义认为， 世间一 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 个

可宝贵的
。 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

人首先是生产者，

其次才是消费者
。

而且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的有计划的

增长， 总是比人口的有计划的增长更快。
我国建国以来的二 十

五年(从 九四九年到一 九七四年)中，
人口尽管增长了百分之

六十， 但粮食却增长了。 点四倍，
棉花增长了四点七倍， 轻工

业 品增长几倍， 十几倍， 重主业品增长幅度更大。
反动的乌尔

萨斯人口论， 不仅在理论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驳倒，
而且 已被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完全粉碎了
。

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计划生育才开

始有了可能
。 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的生产象物的生产 样是无

政府状态的
o

业有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 掌握了

社会的生产资料， 处于社会主大地位以后， 才开始有可能象对

物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那样9
· 也对人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

调节。
恩格斯蒉 á

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

� 马尔萨斯 (17 6 6 - 1834 年) 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 他认为， ：人口是
按照几何级数即按 1

,
2

,
4 ) 8

：的等比级数增长的! 而生活资料的增长却十分级
砸

， 它是按照算术级数即按 i
,

2
,

3
，
碍 的等差级数增长的

。 由于人口的增长远
远超过生活资料的增低 所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饥饿

、 贫困和失业的现象
他认为! 这是绝对的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死 而同社会制度无关

。 要解决人口增长和
生活资料増长不相适应的°矛盾。

， 必须限制人口数量
。 例如， 采取节育

、 晚婚
、
木

婚和堕胎来限制人口的增低 甚至通过战争、 瘟疫和饥荒来大量消灭人口
。 马尔萨

斯°人口论 是 种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极端仇视人类

的反动谬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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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 同时也对人的生 产 进 行 调
整、

那末正是那个社会 而且只有刃个社会才能毫无 困难地作
到这点。

。� 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 遭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旧社
会的痕迹， 因此， 计划生育还不可能毫无困难， 还会受到旧的
习惯势力的抵制

。 但是，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只要有二条马克
思主义的路线， 茄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 并在经济上

、
技术

上采取适当措施， 计划生育是可以逐步推广开来的。 这是劳动
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三种洪流

) i
：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种

中 喃
生 J

\ミ的夕严布局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不仅要求相互依赖的各个

部门在生产上相互协调地发展，
i 而且要求它在地区分布上保持

协调的比例关系，
即要求肴合理的，生产另布局 生产力的合理

布局， 是涉及到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 社会劳动的节约
， 社会

主义建设多快好省地契展 ：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对的缩小
， 国

内各民族的团结，
以及巩固国防的大间趣

。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布

中自发地形成的。
资本家经营企业\ 不论是开工厂 、 办农场

、

筑铁路等等，
都只服从于追逐最大阪度利润的需必 不可能有

通盘的考虑和安排。
资本生夏社备自发形成的生产力布局， 包

含着许多不合理的因素 工业生产畸形发展， 集中在少数大城

� 恩格斯 《教书 ·考羰基(i88i
"季2 月 1 日) ,

。
《马克思恩格斯全蜘芒苭

，
尹，

第14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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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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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竞守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市。 公路
、 铁路

、 水上和空中航运等交通运输事业，
在工业发

达地区由于货运多
、
利润高，资本家竞相经营，

运输力量住住过

剩， 结果是大家吃不饱，
形成运输カ量的浪费。

而在工业不发

达地区
， 由于货运少

、 利润少，
资本家裹足不前，

交通运输又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布局的这些矛盾，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
。 这些矛盾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

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加以解决
。
所以，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

便面临着 个改造生产力布局的任务。
这是恩格斯早就预见到

了的
。 恩格斯指出，为着消除资本主义大工业畸形发展所带来的

恶果， 社会主义社会将 。

按照统 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

生产力。�
。 芝手手デi . 口

卓 、
" ：；ぎ な イ . ；

。 .

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什么原则来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

理的生产力布局呢? 所谓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究竟包含着哪些主

要内容呢?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
。

对于 个国土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这就要求使每 个较

大的行政区或经济协作区都应形成比较独立的、 各具特点的
、

不同水平的工业体系。 这样， 就可以大大减少远途运输上所耗

费的人力和物力， 保证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 当然，

工业应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的原则， 并不是绝对的
。 在其

他有利因素足以抵销远距离运输的不利因素的条件下， 使离开

�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3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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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产地较远地方的冶炼工 业和加工 工 业得到充分利用、
合理

发展，
也是必要的

t
·

ţと，'
，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大工 业尽可能平衡地分布到全 国
各地，

并有计划
、 有步骤地发展县

、二社、 队工 业 ， 使工 业生产
和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

， 使农村经济和文化得到更大的发
展。

生产力的这种合理布局的结果， 将使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
村去，建立起许多新的小城布：使城乡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 ，

： 以
至最后消灭

。

"

Jf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 カ的布局， 要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的国防需要， 要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威胁。 为此， 就要避免工 业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 要
使各个地区都具有一 定的现代工 业生产包括军工 生产的能力，

并基本上实现粮食自奴 这杯 当帝国主义
、
挂会帝国主义发

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讨泰的大大小小的工 业基地 ，

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 做到坚不可摧， 不论帝国主义从哪里来

进攻， 都将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雀三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有

利于各民族团结的增强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居于统治地位的

那个民族的资产阶级， 为着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总是要限制

被压迫民族地区工 业的发展。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为着

增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 就要有计划、 有步骤地加强边

疆和少数民族地區的工业建设， 促使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

；X平上的差距逐 缩小

总之
， 社会主义社イ カ的合理布局， 要服从于巩固无

15 9



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 服从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需

要
。 而改造生产力布局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如恩格斯所指出

的， 要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工业本形发展的状况， 造成

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 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形成这样

种状况 仅有的 些现代工 业都集中在沿海一 些省市，
而广

大内地则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

解放初期， 沿海地区的工 业总产值，

7 3 % 。 在重工 业方面， 以钢铁工业为纲，

布在沿海， 而在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

任何钢铁工 业。 在轻工业方面， 以纺织工 业为例，
8 0 炻 以 Ľ w v ザ 此

和 9 0 % 以上的布机分布在沿海， 而在广大的产棉区和内地， 却很少

有纺织工厂
亭 ，

；さ ヘ· \：：夕 ţ
，
、
： ，名į ； 佷舞

为着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刎犬况， 关键问题

就是要在广大的内地发展工业
。
这工业

。
这样， 就发生了沿海工 业 (原

有工业基地) 和内地工业 (新建工业基地)的关系。
毛主席深刻

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并网明了正确处理的原则。

要改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原来那种不合理的状况， 需要

大力发展内地工业，
要把绝大部分新工厂建在内地， 沿海的原

$ i

の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受恩格斯选集。第3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336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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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エ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の
。

旧中国的生产力分布极不合理。
帝国主义。

约占全国工 业 总 产值的

大约有 8 0 % 的生产能力分

西北、
西南等地，几乎没有



有工业基地要通过迁j
、 包建

、 支援人力
、 物力等各种途径支

援内地工 业的发展如 使全国工 业布局逐步平衡起来。
这对于加

强工人阶级在全 国的普遍领导，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巩固我国
的国防，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
'
J 都是极其重要的。 但这次

不是说， 对沿海工 业可以采取消极态度
。

一 般说来， 沿\ 工 业

历史较久， 能够从技术力量
、 设备； 原料、 产品设计等方面支

援内地工 业 。 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沿海工 业， 可以更好地支持

内地工 业的发展
。 建国二 十 多キ来，

，

在毛主席关于沿海工 业和

内地工 业的关系的理论指导下， 我国内地工 业迅速发展， 在内

地各省新建的工 业基地已经初具规模。 同时， 沿海各省市原有

的工业基地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合理的发展。 内地工 业 、 沿

海工 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过程中，

加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
。 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是居住

地区广大， 约占全国总茴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而且地下矿

藏丰富， 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十分需要的。
过去， 由于帝国主

义
、 封建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得不到发展，
不仅没有现代工 业，就是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

。

解放以来，
毛毛虫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ラ 在毛主席

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午
：我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迅速发展

起来了
。

i\：埝。多 ： ：吏 佷

。

北煤南运。

、

《南辕北调
。

，
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

生产力布局的三个女童包菰 我国铁路运载量的相 当大 T 部



分，就是被耗费在这上头的。
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以来， 粉碎了刘少奇、
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 贯彻

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北方各省粮食自给率大大

提高
。 历来多灾缺粮的河北、

山东、
河南三省，

现在 已经粮食

自给有余， 为扭转° 南粮北调。作出了新贡献。
南方各省煤矿的

勘探和生产迅速发展，
四川、

云南、
贵州、

江苏、
广东等省的

煤产量都有很大的增长， 从来不生产煤的西藏，
也找到了煤。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北煤南运。

、

。南粮北调。 的局面正在逐步改

.

;ł J
' ţ

第二 节 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

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各个社会形 态 的联 系

收 曾经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

立起来，其中一 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 ，

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 ，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 ，等等 。

。 � 社会
主义社会是严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 同样有这种情况 。 在
按吖 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方面， 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用计划
来调节生产， 已出现了征兆， 但是， 它要到社会主义社会诞生
以后， 才作为一 个规律出现在人 门的面前， 发展到具有充分的
意义 。 同时，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未克服的遗物

， 例如价值



规律在按一 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还有影响。
要懂得社会

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劳动的分配
， 就要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那末， 什么是价值规律呢?

劳动过程的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 切然实行商品制度。 这就是说，
社会

产品的生产
， 仍然是商品生产

。 劣商品生产， 就有价值规律。

。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
， 是不能没有价值 规 律 的。

。� 价
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 (一 i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所消耗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二 )商品的交换要根据等价的原

则来进行。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 后者以前者为基础， 而

前者又必须通过后者来贯彻
。 事实上

， 生产同类商品的各个企

业所消耗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极不相同軏 但是都要以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作为统 尺度进行交换。 价值规律体现出来的这种形

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情况， 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价值规律

的这个基本内容， 在社会主义社会跟在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但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主要是在两种社会主义

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 因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 范

围和后果， 则 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了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社会生产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下进行的， 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围绕着商品

价值的转化形态生产价格而不断地上下波动， 有时高于生产价

� 斯大林 (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乡， 人民出版社 196 1 年版， 第 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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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有时又低于生产价格

。
商品价格的这种自发波动，

支配着

人山1盲目地扩大或缩小生产。
当价格高于生产价格时，

利润大

于平均利润
， 资本家眼见吉大利可图，

就争先恐后地把资本投

往这些都门
。 反之， 就把资本抽走。

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盲目

竞争的状态下发展的。 这种情况说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T , 价

值规律是作为 种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异己力量表现出来的，

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社会生产的调节者 t  个 死 v リ ユ

律， 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所制订的国民

经济计划。 正如马克思预见的那样
。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

的分配
， 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

。 の 这

是因为， 社会生产的目的变了
。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是为了

满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而不再是象

资本主义社会那样， 仅仅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了。
无产阶级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根据一 定时期的

社会总劳动的情况， 按照必要的比例， 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

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并不依赖价值规律进行调节。 所以，

从基本的方面来说，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一 种在

人们背后发生作用的异己力量， 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

者了。 但是价值规律仍然存在着， 不过它已有可能被人们所认

识，
并成为 种被人们驾驭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

挥它的历史作用。 ふ， ， 知 こ
'

I'
· トイ

� 马克思i 《资本论》第 1 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羝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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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
， 价值规律作用的一 个重要

表现是计划价格
。 社会主义条徐下的商品价格， 不是在自由市

场上随着供求关系变化而 自，发地涨跌的， 而是由国家计划规定
的。

从这 方面来看;
，

；计划价格体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
的作用。

但是， 决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 以为计划价格可以随

意决定， 根本不必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 决不是这样。

计划

价格的基础， 不是别的，仍然是商品的焚值
。 从整个社会来看，

某些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
，：；必然有;另 些商品的价 格 低 于妍

值。
这种价格同价值背离的现象，在计划价格体系中到处存在，

这也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那札 价值规律是如何通过计

划价格来影响社会劳动的分配呢? Į 蠓ł

首先， 社会主义 国营企业 产什么，

· 空序多少， 是由依据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才划按 比例发展规律的要

求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调节的
。 但是在商品制度 F ， 任何国民

经济计划， 既通过实物形式(年费多少吨钢
。 i多少吨煤 表

示出来， 又通过价值形式(多少亿元投资、
产值，多少亿元上缴

利润 )表示出来。
因此愛県这余意义上来说， 价值规律的作

用已经体现在国民经济计划之呶， 影响着社会劳动的分配了。

而且
， 在国家计划中p ；对ご責分工业績特别是日用再业品， 往

往只按严 品的大类规定生产数莫，

'预汗规定具体的品种、 规格佷

或者
， 只给企业下达库值指礦，iヌ而不规定产品的实物指标

。 艮

也 在特定条件乓 国奉还想过计划价格，
自

；
觉地利用价格和

价值的背离，
朱影响这类产品的生产。

其次
，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天引也最在国家计划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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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
。 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

棉、
油等重要农产品

的播种面积和交售任务
， 都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

其他很多农

副产品的生产
， 国家虽然不直接下达计划任务，

但也通过商业

部门同社
、 队签订采购合同的办法，

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所

叭 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 就整体来看，
起决定作用即调节作

用的
， 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但是，
国家也通过计

划价格的作用促进计划的实现
。
例如，

在 定的时期内，
国家

采取调整棉粮比价措施， 以促进棉花的生产，
促进棉花收购计

划的实现
。 价值规律的这种作用， 对集体企业生产的影响显得

更大 些
， 这是由于集体企业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

它的积

累水平和社员收入水平都取决于它本身的生产收入 。
至于集体

经济生产中的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不很重要、
不列入国家计划，

也不通过采购合同来衔接的零星的土特产品的生产，
价格的高

'l ł神收益的大小对它会起更大的作用 收益较高的产品比较容

易发展ヲ 收益较低或亏本的产品比较难以发展。
这就是价值规

律对这类产品的生产发生的 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总之， 只要实行商品制度， 不论是国营企业的生产还是集

体企业的生产， 价值规律都还是起作用的
。 但是， 从社会主义

生产的整体来说， 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 生产

什么
， 生产多少， 是由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

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来调节的
。 所以， ， 国家计划是起决

定性作用的第·二 位的东西。，。 价值规律只是起影响作用的第二 位

的东西
。

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
一 方面有它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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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毕竟是商品生产的基本

规律， 它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包含着资本主义 切矛盾的胚芽。

列宁指出 。

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 作为 种简

单的价值形式来说
， 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 的

切主要矛盾。 �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价值规律的作用虽然

可以被人们所认识
， 可以被人们自觉地加以运用， 但是只要价

值规律存在， 它就会给社会主义企业带来这样的可能性 扩大

价值规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 热衷于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

值的产品， 不愿生产那些价格低于价值或者比较起来高于价值

不多的产品， 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不是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
。

因

此， 对于价值规律可能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 要加以限

制。
如果不加限制， 就会冲击国家计划， 不仅会对社会主义经

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 而且会使资产阶级经营作凤和资本主义

自发势力膨胀起来， 加速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产生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限制还是

扩大价值 规律的这种消极作用， 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两

个阶级
、

两条道路
、

两条路线斗争的 个重要方面 。 联共(布)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沃兹涅先斯基在 《卫 国战争时期

的苏联战时经济〉一 书中 就曾大ガ主张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

说什么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
。种 决定生产耗费

、 决

定产品分配和产品交换的最起码的法则。

。 刘少奇、 林彪
、 邓小

平 类也是拚命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 鼓吹价 值 规律 。万 能

� 《哲学笔记》 衣列宁全集}禁3 8 抵

另一 方面也有它的消极作用
。



论。

。 他们的特点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生严 日四 不 I#〈 ıı 一

划。

， 而这种计划的灵魂又是利润挂帅，
即让价值规律全面调

节社会生点
。 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 嚷条

例》
；中， 就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前提下， 大谈其

。必须

加强国家的统ブ 计划。 的
。

此外， 他还攻击无产阶级批判利润

挂帅是 °片面反对抓利润。

， 说什么
。不是说利润挂帅嘛，

：

在

这会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
要不国家靠什么F 这就暴露了他主

张让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生产的阴险目的。
这条路线就是苏修的

路线。 如果听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泛滥，
社会主义企业都搞利

润挂帅， 大利大千
， 小利小干， 无利不干， 那就必然冲击和破

.

卜

」

し

力
，

、

瘩
，

护
一

韩

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恶性扩大? ，
发 展 下

去， 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复辟。ノ
因此， 反映在价值规律

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 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

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 就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 社
'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 テ芳不能摔黟轻心 ， 否则就会迷失
方向

。

第三节 自觉运用客观规律

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

分配狂舍劳动过程是 个号角 过程

姓社会主义条件下， 按= 定比例分配劳动， 既受国民经济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 又受价值规律的影响， 这是社

由于所有制变更了， 社会

一 山ム血4罢- 在。统一 计

会主义经济运动的ご 个重大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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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已不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 由价值规律全面调节， 因

而出现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肉时， 又由于商品 制度 的存

払 价值规律仍然存在， 还要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发生一 定

影响， 因气又ネ同于共产主义硅谷
。

：

马克思曾经指出
。只有当

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 ， 作为自由结合的入的产

瓢 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
它才会把自己

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 但是， 这需要有 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

系列物质生存条件
， 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

痛苦的历史

发展的自然产物
。

n �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经过激烈的阶级

斗争， 建立 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这时， 社会

的物质生产过程就开始处手人\ 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了
。

社会产品的°神秘的纱幕。开始被揭开了
，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

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开始发生作用T ó 但是， 这仅仅是

开始。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还是划分为阶级的， 还没有完全达

到共产主义社会那种
。自由结合的人。 的境界。 社会主义社会的

人的结合， 还 同商品关系联系着， 因而在 , 定程度上还笼單着

。神秘的纱幕。

。 所谓价值规律， 按它的本质来说， 是 种异己

的力量
。

它的运动总是要或多或少地摆脱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

控制的
。
这样， 分配社会劳动的过程，

矛盾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
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向，
：有时是一 致的。

例如， 国民经济有计划

の ·资本论, 第 t 卷 į
"

。马克思恩格斯全枭》第 2 3喾 ， 第 97 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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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加速发展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
以适应某

些轻工 业的迅速发展对原料的需要，
而这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也

可以保证给农业集体经济带来较多的收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计划的增产要求同农业集体经济方面增加生产、
增加收入

的要求是 致的
， 增产计划 般说来也容易完成和超额完成

。

但是， 这两个规律作用的方向， 也会有不 一 致的地方。
例如，

有计划发展规律要求加速发展棉花的生产，
但是棉粮的比价如

果不合理
， 种棉花所能获得的收入偏低，

那末就会影响到棉花

生产计划的完成
。
这时， 就要运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提高棉花

价格， 促进棉花的生产
。 当氐 这样 来，

在 定的条件下，

又会出现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可以给集体经济带来较 多的 收

入
， 另 些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只能带来较少的收入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又会使某些人热衷于增加收入较多的农作物的

生产， 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计划对各种农作物不同程度地全面

增产的要求。 从这里可以看出， 当两个规律所发生的作用 致

的时候， 价值规律对国家计划的完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 当

两个规律的作用不 致的时候， 价值规律就会冲击国家计划的

完成， 起着消极的作用
。 羔 \ 飞 れ '

佷 六!
：佷° '

以上海市郊区 1 9 7 4 年春播的早毛豆和早西红柿
、 秋播的青菜和

菠菜为例 每亩产值在扣除生产成本后，早毛豆净收入为七十七点

元，早西红柿则为十百九十三 点七元§ 秋青菜净收入 三十六点七元，

秋菠菜则为 百四十八点五元。
有些生产队为了多赚钞票，就不按照

国家计划? 而是看价种植笋 大幅度地砍掉早毛豆和秋青菜的播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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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同时却大幅厦地增加早西红柿和秋菠菜的种植面积。
这种不受

计划规律调节而受价值规律调节造成的蔬菜品种结构的变化，必然影

响市场供应
。

这种蔬菜种植上受价值规律调节的情况， 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

些先进的社
、 队就始终坚持" 计划第 ，

价格第二
·的原则，按照国

家计划种植蔬菜
。 上海市川沙县洋泾公社的菜田面积占农田总面 积

的 6 1 %
， 是上海近郊几个主要种植蔬菜的公社之 。

过去，他们也出

现过价值规律调节蔬菜生产的情况，但是，
经过文化大革命，

公社党

委的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蔬菜种植方面 ( 1 )不断

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正确处理 " 线。和" 钱。 的矛盾多 ( 2 )正确处理

生产季节性和上市均衡性的矛盾，保证城市人民经常有菜买$ ( 3 )按

居民需要进行种植，把蔬菜生产和供应提到 个新的水平， ( 4 )处理

好种菜人和卖菜人的关系，共同为吃菜人服务。
结果，19 75 年同 19 6 6

年比， 蔬菜单产提高2 1 % ，平均每亩产值提高52 % ， 朵种从 19 71 年

的五 十八种发展到 19 75 年的 百另 种， 社员的收入增加 3 2 % 。
这

样， 既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 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又增

加了社员的收入 。 在公有制条件下，只要有正确路线的指导， 价值规

律带来的危害是可以得到限制的
。

因此， 所谓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 就是要全面地认识价

值规律的作用，
按照。计划第 ，

价格第二
。 的原则办事， 依靠

国家计划来指导社会生产，
不能依靠价格来指导生产

。
否则，

就会滑到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 价值规律万能。 的邪路上去
。

因

为， 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规律， 体现的是 种资产阶级法

权， 孕育着和产生着资产阶级分子。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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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制约T ,
运用价材Ĺ规律，

能够促使

各个企业
、
各个经济部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陜氐单位产品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使社会劳动按一 定比例进行合理的分配

和再分配， 使社会主义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但是一 旦离

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制约，
离开了政

治思想工 作，价值规律就会象脱缰的野马
、
决堤的洪水，

使一 些

人去利用价格和价值的背离， 追求利润，
破坏社会劳动的计划

分配
， 使生产发生混乱， 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因此， 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的运动过程中

发生的矛盾， 就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道

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 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

争
。 苏修叛徒集团说什么 ' 在人们联合活动中的表现却不可能

自发地
、 通过竞争来实现， 因为我们没有对抗性的 矛盾和利

益， 没有对抗性力量的斗争。

。

(苏联鲁米扬采夫等主编 。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这既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歪曲， 更是为掩饰苏联复辟

资本主义以后在经济领域激烈地存在着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之 1司、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按照国民经济客观的比例关系分配社

会劳动， 基本上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工 作来实现的。
国民经济

计划能否正确反映客观规律， 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很大，

而且对能否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也很

大。 如果计划比例安排不适当， 生产任务安排低了， 就不能满

足社会需要， 就会出现某些商品供应上的脱节。 生产任务安排

就会造成原材料供库上的缺高了 或者物资供应渠道不畅通
，



鼻し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 轻者使企业自找
'

1路，
去搞物物交换

重者使新老资产阶级乘虚而入，进行非法套购， 转手倒卖。
不管

哪种情况
， 都为扩大资产\ 级法权

、
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计划是人们制订出来的， 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
要做到

使入们制订的计划
， 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

律， 正确地按 定比例分配劳动，
是很不容易的。

在社会主义

社会
， 制订计划的过程充满着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的激烈斗

争。 经济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都要

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反映出来 是政治挂帅还是利润挂帅，
是

农、 轻
、 重还是重

、 轻
、 农，是大中小并举还是大洋全，是执行

。鞍钢宪法。
还是执行°

马钢宪法。

、 是真正关心群众生活还是搞

物质刺激， 是坚持独立自主、
自カ更生还是崇洋媚外

、 投降卖

国 ? 这 系列的问题，
都关系到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问题。
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在制

订计划过程 中占优势， 那就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复辟。 党内资

产\ 级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 类总是处心积虑要把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计划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邓小平在重新工作的一 年

中， 直插手计划工作。 他在°
三项指示为纲° 的黑纲领下， 提

出了一 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即所谓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

宪条例》
， 妄图作为制订计划的依据， 并通过国家计划机关把这

种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计划强加于全党和全国人民。 国家各级

计划机关是制订计划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阵地。 应该看

到， 国家计划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容易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的 个重要条件。
这种官僚主义作凤， 不可能及时反映广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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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

ř斤神、 而对干修正 主义路子
，

则一 拍lĮı合。
因此、

要使社会主

敌国民经济计划真正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的

要求，
立正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

就必须坚持同修正主义

路线
、 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同时，
不断改革国家各级计

划机关
， 根除官僚主义的恶习

，
使国家各级计划机关真正成为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当然， 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除了受到党

内外资产阶级的破坏和干扰以外，
人们对于客观规律也有一 个

认识过程
。

国民经济中错综复杂的比例关系，
要一 下子统统认

识清楚， 那是难以办到的。 但是，
人们应该在客观条件许可的

范围内， 尽量做到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

要求， 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群众
，

不断地总结经验，
提高自觉

性， 克服盲目性，
在制订计划以前， 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弄清

情况， 按照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联系，
来安排比例关系，

是可以

， 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
将使国民经济中相互关

联的各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 但是， 这个

规律， 并不能给我们指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 给社会主

义经济的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 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所

以，

三 个正确的国民经济计划， 首先要在各方面反映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 鯊素： 々
'" ° " "

. ，

j孫》ń -

自觉调节社会劳动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自觉地调节社会劳动分配， 这是ご 个不断的斗争过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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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 平衡总是暂时的， 相对的，

不

平衡则是经常的， 绝对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

套种主客观的原因 经常会出现打破平衡和比例关系的情况。

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优越性， 并不在于

社会主义经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

平衡，
而是在于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名一生产

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不可能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 通过有计划的

调节来克服
， 因而往往要发展成为严重的比例失调，造成人力、

物カ、 财力的巨大浪费多 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 主 义 社

如 可以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 通过党和国家的计划调节，
不

断地克服不平衡， ， 建立相对的平衡 ；

。

经常的、 自觉地保持的

平衡， 实际上就是计划性。�
。 从平衡到不平衡。 再从不平衡到

平衡， 就是意味着打破旧的比例关系， 在更高发展水平的基础

上建立起新的比例关系， 使社会主义经济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对

立统 中迅速向前发展 。 毛主席指出 。

在客观上 将会长期存在

的社会生产和杜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 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

计划去调节 。
我国每年作 次经济计划 ， 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

当比例， 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 所谓平衡， 就是矛盾的

暂时的相对的统T 。
过了一 年，

： 就整个说来， 这种平衡就被矛

盾的斗争所打破了，
这种统一 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 ， 统 一

:: .īe Ţ ŝ Ť@  
£Į . 

地 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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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

。

。@ 毛主席的这个理论，
用唯物辩

证法的观点】剽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及其优越性， 是

对马克想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

划按比例发展看作没有矛盾，
生怕出现不平衡的观点，

是形而

上学的观点
。 正确的态度是，

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进行

实事求是的分析
， 分别情况

，
区别对待。

由于某些部门工 人群

众提高了社会主义积极性， 节约原材料、
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增

产不增人而超额完成计划打破了平衡，
是件好事，

应该欢迎
。

由于工 作中有差错 完不成计划，
因此引起的不平衡，

则应总

结经验教训， 尽力避免。 不论是什么原因，
在不平衡出现以后

，

都要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 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
，

及时地把暂时落后的部门的生产促上去，
建立起新的平衡。 这

正 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不平衡，
建立起相对的平衡，

就要注

意搞好综合平衡工 作
。 综合平衡不是个别生产部门的平衡，

而

是建立在农业内部的平衡
、

工 业内部的平衡和工 农业之间的平

衡基础之上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综合平衡的任务
，

主要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
， 依据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

要求， 考虑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影响作用， 安排国民

经济中的比例关系， 把人力
、

物力
、
财力适当分配到国民经济

各个部门
，
建立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司的平衡， 使生产资料

园 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毛泽东寿W 选读》(甲种本)

， 人民出

版社 19 6 5 年版， j 吾6 3 4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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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增长同社会主义生产 日益蜜展的需要相适应 陵消费行
料生产的增长同人民生活迈步改善的需要相适应

。

综合平衡的过程
， 是 个掲百干盾

、
分析干盾

、
解决矛盾

的过程
。 为着搞虾综合平台、 应ii，旧识极的态度未处理矛盾，

积板地把短线产品图 搞上去
， 加速发展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带有

关键性的暂时落后的部」1
、 以1更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建立新的

平衡。 只有这样
、 才能了吏生产过il

、
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

要都得到更好的满足
。 到少奇

、 邓小平 对抗毛主 席的无产

阶级革 路线、 有时寻出什幺·

短线平衡 等等名目 大搞削高

就低的消极平衡 有则又不顾原廿抖的缺 口
，

I 出脱鬲实际的

高指标 而 当指标落空时、 就来个 砍光遅骖 还 胡说 什 么

·毛驴走得慢， 但却稳当。

， 在计划工作中推行 条右的或者形

。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

综合平衡是要建立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而整个国民经济

中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 包含着很多矛盾，
这就需要对全局进

行分析。
毛主席教导说

。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

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 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

盾。园
。 把毛主席的这 教导应用到综合平衡中来， 那就是说，

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
、
各地区的各种比例关系， 决不可以不分

主次同等对待，
而必须区别主要和次要

，
重点和 般。 不分主

次，
平均使用力量，

这就好比十个指头同时要按十只跳蚤， 结

国 短线产品，
是指某 时期供不应求的产品。

所谓
。

短线平衡
。

， 就是指迁就短

线产品的 种消极平衡 。

：矛盾论。
。

c 毛泽东选集》第 ! 么 人民出版社 19 67 年横排本， 第 2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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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只也按不陵
。 重点部r】

、
试点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起着关键的f仁用， 因此必须照顾重点，
它们的需要应首先保证 得

到满足
。 但是、 保证重点并不是说可以 视一 般。

重点同 般

之间、 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不保证重点.

一 般固然得

不到很好发展
， 忽略了 般，

重点的发展也要受到影响。
所以

，

在综合平衡工 作中， 必须贯彻执行。统筹兼顾 、
适当安排 。 的方

针， 在照顾重点的前提下
，

同时兼顾一 般。
要从整体出发， 瞻

前顾后
， 考虑到上下左右的关系

，
避免犯片面性的错误 。

在综合平衡工 作中， 必须兼顾劳动力平衡、
物资平衡和资

金平衡。 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上述三种平衡中，

首先必需安排好劳动力的平衡。 而在安排劳动力的平衡中， 根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原理
， 又必须首先保证满足农业生产

对于劳动力的需要
。 只有在农业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有可

能提供多余劳动力和更多商品粮食
、

经济作物的条件下， 才可

以从农业抽调适当数量的劳动力来发展工 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

部门。 离开了这 前提条件 过多地抽调农业劳动力， 就会破

坏综合平衡， 不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司从出现不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 总要

有 个过程
。 为着在这 过程中保证各部门之间的按 比例 发

各类物资储备的数量必

须适当。 储备量过少
， 不能满足填空补缺的需要

， 就会使 些

部门由于某种物资的短缺而开工 不足，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高

速度发展 。 储备物资的数量过多， 就会造成物资和 资金 的积

压，使本来可以用于当前生产的物资和资金不能发挥它的作用，

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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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利于国民经济困高选度发展
。
\，

在按一 建比例分配祉咨劳动的过程中
，

合平衡这个基本方法以外 ·还必须遵循从计划工 作实践经验基
础上总结出来妁 = 些基本原则

。

首先 ；；； 国民经济计划过作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 个 积 极

蜘 把中央集中统三领导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

要制订和贯彻执行统? 的国民经济计划， 售然要有高度集

中的统一 领导ら 在回民经牖 划'工 作中， 如果没有中央的集中

统˜ 领导， 不提倡奎局观点 不反对分散主义， 而听任各个地

方各自为政， 那就不可能有统土 的国民经济计划。 但是， 社会

主义的集中领导是建立在汽泛的民主基础上的。 中央的集中领

导同发挥地方积极性是互为条件的。 列宁在阐述经济工 作方面

的民主集中制时说 į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 实行民

主集中制，保证铁路
、 邮电和其

'

他交通运输等经济企业的エ 作有

绝对的严 整性和统 性
： 向时 真正 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

提是历史上第 次造成的这样 种可能性， 就是不仅使地方的

特点， 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し主義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 目标

的道路、 方式和方法， ；
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

。の

为了把中央集中统关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积极 性 结合 起

札 在制订鼠民经磔谅划为时候 · ，要以地方为主， 实行 f 自 F

而上
， 上下结合，，姚块劣坐，

亭涤块结合。
，
：

。 在执行计划的过程

札 也要允许各地有适合当抛情况的特殊做法。 这翀特殊，

' ；不

«ş fĮ l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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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闹独立王 国的那种特殊
，

而是为了整体利益，
为了因地制宜

地充分挖掘生产中的潜在力量
，

更好地完成统 的国民经济计

划所必要的特殊
。 从计划工 作制度上讲，

就是要实行 统 计

划
、 分级管理的制度

。 毛主席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

指出 。

中国是 个大国
， 必须设立这样 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

构
， 才能把事情办好

。 应该统 的，
必须统 ，

决不许可各自

为政 但是统 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
图 毛主席后来又多

次教导找f门 有两个积极性
， 比只有 个积极性好得多。

，

。在

中央的统 计划下
，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

LJ 但是 党内资产阶

级 贯反对毛主席的这干革命路线，
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大

搞" 条条专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
，

刘少奇伙同邓小平

竭力推行 " 条条专政。

， 后来林彪也强化" 条条专政。

。
邓小平重

新工 作以后
， 又重搞" 条条专政。

。 所谓" 条条专政。

，
就是搞官

僚垄断
， 搞专制独裁。 它反动的地方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

制订计划
， 是 " 条条。 独办， 不是以。块块。 为主。

物资分配
， 实

行°

统收统配。

， 反对就地配套
， 就地供应

。
财政收支，

竭泽而

渔
， 克扣地方财力

。 邓小平重新工 作以后
，

恶毒诬蔑经济战线

的大好形势是什么。

乱。

、

。散。

、

。 慢。

，大肆鼓吹。

整顿。 治。

乱。

，

' 收权。 治" 散。

，

。 引进。 治" 慢。

。 邓小平重搞" 条条专政。

， 对党

中央分庭抗礼， 对地方霸道专横， 对群众搞尖锐对立
， 对洋人

则卑躬屈膝。 他的罪恶目的， 就是为了便于从上到下推行 条

修正 主义路线
， 变社会主义经济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搞

国 转引向 1舛 9 年 12 月 本日口、民日报》
。

匎 转引自 197 1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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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条专ir。

， 就是 t高资产阿r级专政
，

条条专政。是同无产阶级

专政相对抗的、 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水火不相容的。
在计划

工作中、 要从政治上
、 理论上

、
思想上把

' 条条专政
。

批深批

透，
彻底打倒

其次， 在订计划的时候， 必须发动群众，
注意留有充分的

余地
。

。 (ij 这是国民经济I十划工 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
每 项生

产计划都应当有原甘料和配套件等物资上的保证 。
有些计划在

物资上有缺口
、 通过节约、 挖潜等办法， 变缺口 为满口 、

保证

了计划的完成
。 这是正常现象

。
但是要反对缺口过大。

因为缺

口过大， 既破坏了计划的严肃性，
又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
因比 计划工 作必

须充分相信群众， 走群众路线， 掲矛盾，
找差距， 促转化。

个企业要生产哪些产品， 生产多少， 企业的领导应该讲形势，

鼓干劲， 向群众交任务， 交情况， 交措施， 交困难， 发动群众讨

论。
这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 个重要标志。

计划
、
指标不经过

群众讨论， 主意是千都的； 经过群众讨论， 变成了群众自己的

计划， 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使计划指标既先进，

又可靠。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
只有先进的计划才可以起到鼓舞

士气的作用。
为了制订出先进的计划， 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

作斗争。
有些人明明知道生产潜力很大， 却把计划指标定得很

低， 以便多拿超产产品， 作为计划外协作的筹码 或者不从国

回 转引自 19 6 9 年 2 月 2 1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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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需要出发
， 挑肥拣瘦 或者贪图方便，

多要物资，
积压浪费$

或者片面追求产值， 不重视品种
、
质量。

很明显，
如果听任资

产阶级思想泛滥
， 不同它作斗争，

那就不可能制订出反映客观

实际的科学的计划
。
制订计划的过程，

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

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过程
。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 但这次不是说，
指标愈高愈好，

可以没有根据地加码 、 翻番
。 脱离了客观可能性的高指标，

不

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而且必然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先

进的计划指标必须是有科学依据的，
可靠的，

切 实可 行 的。

毛主席教导说 。

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
不可以超越

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
不要勉强地去做那

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

。 � 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 认为

做不到， 不去办， 叫右倾保守
。

没有充分根据的， 行不通的也

去办， 就叫盲目性， 叫做形 。 左。 实右。
订计划既要反对右倾

保守， 也要反对形
。

左。实右。 使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 经过努

力可以完成的基础上。

第三
， 在制订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 应该贯彻集中力量打

歼灭战的原则。

定时期内可以用于基本建设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是有限

的。 如果基本建设战线太长， 上马的项目贪多求大， 那就势必

拖长建成投产的时间。 如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那就可以早建

及 早投产。
假定，

我们在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的基本建设资

毛主席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乡
。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

胝 第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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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足够建设五 首个个 百让;
筵里有两种做法 一 种是五 百个项目

同时上马， 分散使用建築嚼鑫
， 到五年计划的最后二年，

五 百
个项目同时建成

。 在这种情况下
， 每个项目的建设周期都要五

年。
另二种做法

， 每年上马 百个项目
， 集中使用建设资金，

五年中每年都有 百个项目建成， 那末， 每个项 目的建设周期
可以大大缩短

。 可以看出
，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

不仅在军事上是有效的作战方法
， 而且也是制订基本建设计划

时必须遵循的原则
。 肴些部门

、 有些单位， 有时不能很好地贯
彻这个原则， 这是由于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思想作怪， 以及对
千 鸡 厚 ヤ力- 唐于违反这个原则所带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 为着贯彻执行这
原则， 就要加 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 原则的宣传教育， 同那
种只顾局部需要

、 不顾全局利益的观点和行为作斗争
。

第四
， 国民经济计划工 作必须实行长期计划 (五 年计划和

十年
、

二 十年的远景规划)和短期计划(年度计划、 季度计划、

月度计划)相结合 。 不搞长期计划，基本建设就很难作有计划的
安排

。 长期计划体现长远奋斗目标 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

眼前走出的一 步， 使人站得高， 看得远
， 可以出千劲

。 工 人同

志说得好 °

胸中没有大目标， 根稻草压弯腰， 胸中有了大 目

机 泰山压顶不弯腰 ° 但长期计划要通过短期计划加 以具体

忆 才能落实， 才抓得住， 才便于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检查和评

比
。 这样， 长期计划的实现才不致落空。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计划工 作， 有它自己的特点
。

集体所有制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 经济计划的领导， 但在不违背

◆家的统 计划和政策法令下， 可以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独立

i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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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以便因地制宜， 充分调动集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使集体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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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第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
：

济中的基础 作用

农业和工 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的物质生产部
コ。 分析农业和工 业两大都 j

'

コ憨祥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并遵
循 定的规律相互交换活动， 这是研究社会总劳动在国民经济
中按比例分配卷一 个重要阿题 f： ： !

；
ß

，

"

，
， 沪

"
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为圭导。 堤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沩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

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
、
工业为主导? 如果不是这样，又会出现什

么后果? 要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懂得农业和工 业的关系，特别

是要懂得农业为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道理
。

农业为什么是卧民经济的基础? 个最简单的理由是 人

们要进行生产，

物质生活资料，

：

：解决吃饭问题。 如果没有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

产的劳动， 其他-
4 切劳动或活动都是谈不上的。 马克思指出 ，

。
一 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

。
� 农

� 马克思 ：〈资本论Þ第ゴ卷。

·

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5 卷 ， 第 7 13 页。

0 8 5

l 

：
主义农业和工业

或者从事文化、 社会活动， 首先要获得必需的



业劳动正是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
提供食物的劳动，

它是

人类生存和 切生产的最为必要的条件。

农业生产要发展到 定程度以后
，

才有可能出现农业以外

的其他国民经济部门
。 农业原来是人类社会初期唯一 的生产部

1 。 那时尽管有着为进行农业生产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和纺织劳

动
， 但是， 这种工 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原来不是分开的。

如果我

们把那时的经济也叫做国民经济的话，那末农业便是那时" 国民

经济。 唯 的部门。 除了农业以外， 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后来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 马克思指出： 社会上 部分人用

在农业上面的全部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

工 人生产必要的食物 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 业的人

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 的可能。吊
。 马克思对社会分工 的发生所作

出的历史总结
， 清楚地告诉我们， 只有当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

高到 定水平以后
，

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才会发生
。
所以

，
农业

生产的 定发展
， 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化的基础

。

些生产部门从农业中独立 出来以后
，

要获得进 步的发

展， 仍然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

这是因为
， 农业劳动生

产率提高了
，

才有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力，

以满足其他部门发展的需要
。
假设全国有四亿劳动力

， 需要有

三亿劳动力花在为解决吃饭问题和提供其他必要生活资料的农

业劳动上，
那末， 只剩下 亿劳动力可以千别的事

。 再假设
，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

在同样的四亿劳动力中只需要 亿劳

马克思 ( 资本论}第 3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5 卷， 第 7 炻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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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 那末，

就可以有三亿劳动力从事别的劳动

或活动了
。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

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
， 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 物质和精神的

生产的时间就愈多
。

。 a )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

时， 曾经把社会的总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两个部

分， 把农业这样的为整个社会提供物睛生活资料的劳动，
叫社I

必要劳动·
。 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适用的，

在社会总劳动

时r司内
， 只有作为必要劳动的农业劳动的生产引是高了、

耗费

在这种必要劳动上所需要的时间节约了，
用来进行其他生产的

时问才可以增加起来。 这说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还是

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得以进 步发展的基础
。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

和进 步发展的基础
，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
马

克思指出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是 切社

会的基础。 圆
。

在资本主义世界，

达吵
而农业则比较落后

，
苎至没有多少农业

。
这是不是说，

资

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可以脱离农业这个基础呢? 不! 资本的发

展不仅以本国的农业为基础，
在 定条件T ,

也以外国的农业

为基础。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对外贸易，

特别是通过剥

� 马克思 《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之 〈货币论〉》
。
转引自《马克思 恩格

斯 列宁 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
，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67 页 。

圃 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5 卷， 第 7 13 页

7 1f. t r囲 / j 0 贝 。

马克思 。资本论 力第 3 卷。
《昌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5 抵 第 88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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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fu 掠半殖民地
、
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女人民，

以取胃农产品

为本国工 业的发民奠定基础的
。

马克思把斉本主义世界看作是

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他指出 。 农业的 定发展阶段，
不管是

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是资本发展的基础。

。 国

当代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也不例外。
苏修为了实现

其称霸世界的野心
， 拼命发展军事工 业，扩军备战，

造成了农业

严重落后的局面
， 而这种局面又决定了它必然同时要以外国的

农业为基础圆
。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比之以往任何社

会，都更加明显
。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国民经济合部门

紧密地联结成 个整体
，

国家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
可以

有计划按比例地统筹安排各部门的劳动，
这就表明人们在历史

上第 次有可能自觉地运用农业是基础这个客观规律。
社会主

义经济又是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的经济， 它的发展必须建立在

本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 这样

，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6 卷第 1 册， 第 2 3 页 。

@ 按苏联人口计算， 粮食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
l97 5 年， 苏联粮食

总产量下降到 亿三千七百万吨左右
，

比计划指标少三分之
。
在正常年景下， 每

年要短缺 千多万吨粮食
。 为了解救危扎 苏修竭力从世界市场上抢购粮食。 据报

道，
196 9 氧 苏修进 口粮食 千多万吨，

197 2 年冬到 197 3 年上半年， 进 口粮食近

三千万吨，此后两年， 每年都要进口 两 三千万吨以上的粮食
。 苏修还从国外大量掠

夺农副产品， 把
。经互会。成员国中的保加利亚 匈牙利 古巴和蒙古等国变为它的

农畜产品供应基地和果菜园
。
就以畜产品来说，苏修长期以来是对蒙古进行掠夺的

。

196 1 年 到 196 5 年期间， 苏修从蒙古进口 活牲畜每年达五百五 卜万头之多 进入七

十年代以来， 每年超过了 千万头。
这样的掠夺，迫使蒙古人的肉食量已从 196 0 年

的 百二 十五公斤， 下降到 1972 年的 百零 公斤
。

1975 年，蒙古当局已经要求国

内人民改吃野兽肉， 以解决肉类供应不足的习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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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
从以下

几个方面
， 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如果从直接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

产， 那末
， 这就是 个有I十划地生产粮食、

副食品和工业 科

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过程
。

副食品
， 除了用来满足农业劳动者本身的生 * i荋 t 以 少j ，

全社会非农业劳动者提供食物
。
农业生产发展了，

为社会提供

的粮食和副食品也就增加了，
从而

，
社会的各项事业也就能得

到相应的发展
， 人民生活也就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

同时
， 社会主义农业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

，
也是工业原

料的 个重要来源
。
重工业需要某些农产品作原料、 轻工 业更

需要大量农产品作原料。
目前，

我国轻工业使用的原材料就有百

分之七十左右来自农业
。

我们如果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
，

那

未，

'

农业和工 业在商品交换中是互为市场的
。
农业向社会提供

的粮食和原料越多、 就标志昔销售到夜讨的工 业品 的相 应 增

加，
随着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 随着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农

衬作为工 业品的重要市场的作用，
必将日益明显起来。 农业这

个极其广阔的市场，是发展工业 必需的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

此外，
在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中，

也有 部分通过上缴农业税

的形式
，

为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

社会主义农业也是向工业和其他部门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源

果。
工业、

农业 的 生

通过这样的过程生产出来的粮食和

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
需要增加劳动力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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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5分劳动力
、 除7 故薯本部j j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把节省下

来的劳动力用来满足不由f增长的需要以外 主要依靠农业书I；rj

来提供
。

工 业和削也部门劳动队伍的扩大
，

取决于农业劳动者

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
取决干农业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
。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显著作用，
要求人们更加 自

觉地掌握和运用农业是基础的规律，
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农

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商品制度

下作为人们的 种异己力量实现的
。
在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当

农业部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出现资本大量向农业转移，从而

使农业生产获得发展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基础作用
， 虽然还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

不可能象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样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
但是，

由于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农业的这种通过商品制度体现出来的

基础作用
，

从总体上说
，

已经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

律的支配
，

已经可以在社会总劳动中按计划分配农业劳动了
。

所有制的伟大变革
，
表明了在人类历史上第 次有可能比较自

觉地运用农业是基础这个客观规律了
。

社会主义农业劳动的计划分配
，

是同商品货币关系交织在

起的
。
最为明显的毛 农业的基础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

要通过农产品的商品率的高低来体现
。 在社会主义农业的产品

中存在着两个部分 一 部分是满足农民个人和集体自给需要的

产品， 另 部分是为满足全社会非农业劳动者需要而提供的商

品
。
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量越大， 即农产品的商品率越高，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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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贡 也就越大。

在人比对粮副食品消磨杂 庫食·

副食品消费水平不奕的条件下；；装业 能提供多少商品粮和

在人们对粮

副食品，
决定着エ 业和兼他都幻雒容纳多吵劳动力ł 农业的商

为原料、
经济僬物蝴 & ·/ ı新

ıc  ah 5 昆 栩 ヨ
h  ť - ； 芪 酉 以双 严 品为原料的那些工 业

生产的发展规律
。 农业商 品生产的发展

， 意味着集体农民的货
币收入的增加，

·也就是材工 业品购买力的提高 这就是说り 农
产品商品率的高1禹驾孑 定程度J f 佷决定着工 业 品市场妁大小
农业和工 业在商晶交换史牲 为市场的\ 所·· . 。商品学
的提亂 又促使\ 灶姓 义商品经济朐发風 途样也必定为
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起更多的航汰再生产蜘资金, 亲而就有能力
去加快社会主熟建设的劣伐d f

就社会主必 生产旮器隼患鲫过程素履， 总是隹先要齢满足

集体农民自给产品的需要为前提
，： 不然再生产就无法进行。

；：随

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在绝对量上都会相应

提高， 由于 自给部分是有一 定银发'的；所以相对来说， 商品部分

总是会提高得快一 些ミ證整会社会来谎主各个地方农废品的商

品率是有差别的宇再只由示生产水平的变镩，也会影响商品亭的

变化
。 如果国家チ皋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征购的农庐昴熨多シ

就会影响农民自给部分的满足， 影响集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也就会影声る农田里 笋
，

固。
湘反， 如黒只顾农民对自给

产品的需要，
而不願国家和整少社会对农业商品量的需要ļ 也

娟 弱了农业应罾蕈罐赫胤 影响社会主本建设的步伐， 、
从

両也同样影响工 农联盟的巩固。
所以反映在农产甜两个部分的

比例问题上， 就耘鳥个正确处理国家、
集你和农民个人'



司的关系问题
。

毛主席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农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

中的比例关系， 以及怎样发展农业的问题，
作过系统的、

精辟的

论述
。 早在 九三 四年 月， 毛主席就指出

。农业生产量我们

经济建设工 作的第 位 。国
。 九四五年，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

府》的报告中又详尽地分析了农业的基础作用，指出
。农民

这是中国工 人的前身
。 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

进入

工 厂 。

。

。

农民 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
只有他们能够供

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 并吸收最大量的工 业品
。

。 回 到了 九

四八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 更明确地提到了农业室础

的问题， 毛主席说 。

消灭封建制度， 发展农业生产，
就给发展

工 业生产
， 变农业国为工 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 圆

。
在我国进

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
， 毛主席曾经多次阐发农业是国民经

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
。

毛主席反复地强调，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

没有农业
， 就没有轻工 业 。

，

。农

业和轻工 业发展 了
，

重工 业有了市场， 有了资金， 它就会更快

地发展 。 @
。

后来
，

毛主席又接连提出了工 业和农业同时并举，

按照农、 轻、
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 系列光辉思想， 并且把

国 《我们的经济政策》
。

呓毛泽东选集。 第 1 抵 人民出版社 19 6 7 年横排本， 第

1 17 页
。

园 。论联合政府多
。

·. . . .+ 第 3 高 人民出版社 196 7 年横排本，第 97 8 页。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哎毛泽东选集》 第 4 祇 人民出版社 196 7 年横

排本， 第 12 1 1 页
。

图 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都矛盾的问题。
。

¢毛泽东川乍选改》(甲种本)
， 人民出

版社 1夕6 5 年版， 第 4 9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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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农业为基础
、 工 业本生与， 概括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主席反复要我〈窮重视农业，
·

廈积粮。

告诫我们吃饭问题是不

能靠外国的
。 吃饭靠外国，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就是一 句空话 。

ル 麼萎 千 カ リL
知 目刀 更 生脱走 一 回 竺 帟 。

毛主席关于农业
、ť 轻놓业和重黒业的重要论述， 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费戛 的
ij
基本原理

， ; 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

业和工业的电在联系
，；蒸琴论上武装了F

.
大干部和群众，，

为反

修防修，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指明了前进的立向匕

我国社会主义雄蜂や实绵表明
? ；必会主义农业搞得好，

止

得快，
就可以提供戛然蝴粮食ミ副霹品和原朴 ·

，

不断开阔农村

这个重要的市场， 国民经济黉挪们也雛获得较快的发展多 相

氐 农业搞不気 ł景慢ダ 其他部门也称发展得慢。
载明， 九

五八年开始的国民经濟木跃进，
，：。就是从农业大踩进开始的；°ī；在

三年自然灾害期j
'

，，农业歉收， 提供的商品作物减少， 就使国

民经济合部门的发展受到相当木的影响， 从 7 九六二 年起， 水
业连年持续丰收f 栽国，玉覃和国民经济年他都j1也就相应地出

现了蓬勃发展的形私五
：穆殲衅. ぎ 、

瀛穴未妞3 \贸
。負賞业主

在社会主义条震不ļ 农业的展翅高飞i 可以推动整个国民

经济的龙腾虎跃。
人们自觉地应用农业是基础的规律， 就要把

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尽快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在农业

机械化程度不高
，
生产力水平越低的社会主义国轧 尤其要把

发展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国原来是+ T 个斟括 的农业

◆
， 农业生产方式脚掌命除了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以棼，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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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集体化的蒸姓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
在分散的汪洋大

海船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暑根本无法商用机械耕作的、 因而

农业集本f匕是农业机械f匕的前提。
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 衣

民有条件也有要求变革生产工 具、 采用机器耕乍，
尽快发展生

产力
。 所以 农业机械f匕又是农业集体化的必然趋势O

。
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
， 如果集体化搞不好 即使采用了机

器耕作， 农业还是上不去
， 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而且

农村还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
， 资本主义势力必然重新获得 发

展
。 我国的贫下中农说得好： 不搞集体化，

要两极分化 不搞

机械化
， 不能巩固集体化

， 还会两极分化
。

我国农业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不

断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用现代化的大机器和科学

技术来武装农业
， 以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便成了 个必

然的趋势
。

毛主席早在 九五五年我国农村出现社会主义高潮

的时候就指出
。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

主义改造，
又在技术方面 ， 在 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

地方， 统统使用机器操作， 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

。 回

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 是同生产力的不

断发展分不开的
。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其意义也就

层 \各 国

◆

自 我们这里讲的农业机械化， 就是指农业现代化， 它包括农 林
、 牧 副 渔等

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 统统使用机器操作， 以及采用化肥 农药和

其他先进的农用生产资料 。

售 宪关于农业合作化间题如
。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 人民出版社 196 5 年

版， 第 4 3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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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
，在向农业机械化进军中，

经过多年的努力， 到 1 9 7 5 年
，全大队已拥有八十多部农业机械，这些机械每年完成

的劳动量相当于八万 多个工
，等于给全大队增加了二倍半的劳动力。实现农业机械化

，在耕作
、 播种、 收割和运输等方面用上机器 ，

那就可以成倍
、 成十倍荏至成百倍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逐

巴 j 区 世芳 回 生 ) 午 罗 区 长 卜- \

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
， 大量节省劳动力

。

农业生产的条件不同于工 业
， 往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

自然条件的影响
。 但是，

。

人定胜天
。

。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可以不断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 实现农业的稳产、
高产

。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大队的前身， 就是合作化运动中闻名全国的王

国藩领导的合作社
。 当年办合作社时， 贫下中农发扬。穷棒子。精神，

克服了办社初期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
。

办起了合作社和人 民 公

社以后， 他们继续发扬 °穷棒子" 精神 搞起了农业机械化。
这个大

队从 1 9 7 1 年到 1 9 7 3 年三年时间内， 用 自己积累的资金购买了各种

农业机具 百七十多台(件)
。
农业机械化步子大 T , 抗灾能力强了，

农业生产获得了连年稳产
、
高产。

1 9 7 0 年，粮食亩产过了" 长江 。

，
1 9 7 4

年亩产达到T 千三 百五十斤
。

上海市上海县从 19 5 6 年起，

械化 又经过了三年时间，
基本上实现了脱粒

、
农副产品加工 和饲料

加工 机械化 再经过四年时间， 主攻耕地机械化， 使机耕面积达 到

s o % ， 接着又花了三年时r司，基本上实现了水田作业机械化
。
到 1 9 7 4

年底，
全县拥有大小拖拉机二 千多混合台，平均每 百九十亩地就有

台 全县 9 8 3 % 约土地，
实现了机电灌溉

。
植保、

稻麦脱粒、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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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严严 ， 加工
、 水陆长途运输 也都实现了饥饿化和半杉L 入化¢炖钦、

插秧、 f云稻
、 收割的机械化也正在迅姓发展 。

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

水平的不断提高
。 全县从 凶 T o 年以求，

十八万 年亩粮田全部实理了

二 熟制 粮食常年亩产从 19下马年开始连续两年翻丁, 纲要。
。

农业机械化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浞泛农业生产向j苌

度和广度进军
。 由于大型和中型农业川我的：J勾置需要较多的资

金， 并且需要在大队或公社范围内统一 安排使用 才能充分发

挥它的效益
， 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必然会促使公社 级和

大队 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公有化程

度不断提高， 从而有利于缩小生产队之间的差别， 有利于促进

由目前的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
有利于

改造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肓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枳
。

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对于工 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逐步缩小，

将有深远的意义
。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降为工业的发展提

供雄厚的基础 工 业的发展又将进 步支援和促进农业的机械

化
。

工 农之间的相互促进， 在工 人阶级领导下的工 农联盟也将

在新的基础上进 步巩固起来
。

在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过程中， 充满着两个阶级、 两条道

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批判了刘少

奇 伙鼓吹的 中国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

， 山区不可能机械

化。

，

' 精耕细节不能机械化。等反对农业技术改造的谬论 毛主

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 系列指示进 步深入人心
， 各有关部门

和广大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积慢性大大提高
。 随着我国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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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地龙小型工 业的迅速发展和各行各业加强对农业的大力

支援，
我国农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 在党中央制定的农业

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
、 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为主、

农业机械购

买以集体为主的主确方针的指导下 我国农业机械化得到了迅

建的发展。

1 9 7 3 年和 1 9 6 5 年相氐 我国农村用电量提高了二 点八倍 化肥

施用量增加近三点九倍$ 拖拉机(混合合)拥有量增加了二 点二 倍， 手

扶拖拉机拥有量增加了七十加点八倍， 实际机耕面积约扩大了 7 0 % i

动力排灌机械也增长了ヒ 点八倍。 全国 9 o % 以上的县有了农业机械

修造厂 。

' . �

" ' ' ' 。

农 业 学 大 寨

农业要充分发挥它的基础作用， 必须在巩固和发展农业集

体化的基础上， 进= 步实翟农业机械化 而实现农业机械化，

发展农业生产，
义必须由革命来统帅。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

大寨大队是我国农村在基本上完成了生ř 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

会主义改造以后，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多快好省地

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て 面红旗，

路线发展社会主装衣如杵摭 。
：专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帅

伟大号召。
，： 亀荫 ，

ţ  ĺ 咖サ
；Į 5を笤 。

大寨大队在璇鳕集俸化以瓢 ：是个f·七沟八槳二面坡。

，

。 山高石

头多， 出门就爬坡 地无三亩平， 年年灾难多。的生产条件极差的穷

ユ97

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hÞ�



山区 整 I大」i大队总共只有八十三户人骂，
四百五十年口 人，但他

fr Ji主I：)， I 日 了1年1司就搬樟丁大大小小三十· 个山头， 填平了十五

条沟， 移动了近七十万方的土和石头， 把原来的四千七百多块地合并

成丁二 千九百块地，然后又改造成丁 千五百次地。
现在大寨大队已

经出现了不少i'J" 人造小平原
。

，
已有二 分之 的土地可以采用机械耕

作了
。 大寨人治山改土，改变了生产条件，

生产面貌发生丁大变化。

解放以前
， 大寨的粮食平均每亩产量不到 百斤，总产量最高是

八万斤
。

】9 7 4 年， 总产量达到七十七万斤。
林、

牧、
副业的收入 、

1 9 7 4 年比合作化初期的 1 95 5 年增长七十六倍。
同年全大队的总收入

达到十九万四千八百 多元， 比 1 9 5 5 年增长丁十倍多。
向国家交售的

粮食，大寨从 1 9 5 5 年到 1 9 5 8 年，平均每年十万五千斤 从 1 9 5 9 年到

1 9 7 0 年， 平均每年二 十四万五千斤 从 19几 年到 19 7 4 年，
平均每

年三 十三万斤
。

后 数字， 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粮食总产量的三倍多
。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大寨大队农产品的商品率不断提

高
，
充分体现了农业对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

大寨大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关健就在大寨大队在

党支部的领导下，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以革命带动了生产的大发展。

大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不断地同修正主义、 资本主义开

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教育农艮 努力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

削阶级的影响，
破除小生产的传统观念 深入开展上层建筑和

生产关系方面的书命，
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实行对资产阶

级的全面专政。
气

。

，

" 崔 瓶 佷：仁 ; \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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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掉

1臼6 】主 前后
， 圳少奇

、 邓小平 伙配 合苏；引昌江反华，
趁国内

连续三 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之际
， 刮起了 股 复辟 资本主 义 的 妖

风、 有人说 。

在这种困难的时候 单千也可以试 试嘛l
·大 2 大队贫

下中农说 "

已经试了多少辈子了
， 流了多少血和泪 难道还没有试勺

马? ：
。

那时
， 还有人上rl 出高价收买大寨的饲草 可是大篆不卖， 催

只卖平价
、 19 6 3 生

， 特大洪水把大寨冲了个地染房塌 国家进来了

救济款和孜济物资
， 可是大察大队的贫下中农硬是不要。

他 们 说，

有了向国家体手的思想，就会丢了靠群众
、 靠社会主义集体力量、

靠

艰苦奋斗的思想， 这样重建大寨的步子反而要慢。
1 9 6 4 年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中， 工 作队在大綦推行 ' 桃园经验。

， 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感

至不对头 坚决抵制。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 林彪反党集团为

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 目
，大耍两面派手法， 有 个时期到处搞形式

主义活动 可是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觉得那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用

处 硬是不搞
， 经过文化大革命， 深入批判了刘少奇

、
林彪的反革命的

修正主义路线，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但是， 在 1 9 7 5 年· 党内资产阶

级的总代表邓小平又大肆鼓吹 " 阶级斗争熄灭论。 和· 唯生产力论。

。

大察大队党支都坚决顶住这股右倾翻案风 ，坚决带领群众坚持以阶级

斗争为纲， 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批修正主义
、

大批资本主义 。 同

时，还发动群众全面总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经验， 教育千部和

群众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努力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

级的土壤， 积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寨走的道路，
不是 条简单的治山

、
治水的路， 也不是

条简单地提高粮食产量的路
。

它的经验十分丰富， 集中到

么 就是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
大批修正主义

， 大批资本

主义
， 大千社会主义 。

农业学大寨， 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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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根本经验
， 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

农业学不学大

寨， 大不 样
。 无数事(到表明 不学大寨，就生产抓生产， 生产就

上不去
。 学了大寨， 抓了无产阶级欧治，

用革命统帅生产，人的

精神面貌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农业生产面：淀就完全改观了
。

大寨大队所在的昔阳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受到刘少

奇I多正 主义路线的千搅和破坏， 没有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 众运

动， 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昔阳县广大贫

下中农和革命千部深入批到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轰轰

烈烈地认真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抵制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

和破坏，全县人民战天斗地，重新安排山河 ， 结果使全县土地面貌发生

了极大变化，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19 6 6 年，

全县的粮食总产量是八

千多万斤，
19 6 7 年开始学大寨 到 19 6 9 年， 总产量就猛增到 亿六

千万斤，
三 年翻了 番 ， 亩产超过了。纲要。

，
从 】9 7 2 年到 1 9 7 5 年，

连续三 年大旱 仍然夺得了高产，
1 9 7 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 亿三 千

九百 多万斤， 为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产量的二 倍 卖给国家的商品

粮达到八千万斤， 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交售量增长十倍以上。

上海市金山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 同样由于修正 主义路

线的干扰
，农业生产进展不快。

1 9 6 5 年粮食亩产只有九百 十九斤 ，

比上海郊区十个县平均亩产低 成多
。

1 9 70 年县委提 出 " 大千苦 干

三
、
五 年 ，誓把金山变大寨。 的口号。

可是 ，
19 7 0 年和 19 7 1 年两年搞下

来，生产进展仍很少。
问题究竟在哪里?他们深入调查研究

，解刮典型 ，

发现根本原因是学大寨没有学到大寨的根本经验
。 例如 ， 同属该县金

卫公社的八二 大队和永久大队， 村靠村、
田连田

， 原来都是学大寨

的先进单位， 但是 19 70 年前后却不同了。 八二 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

氪 狠抓阶级斗争， 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为主导。和 " 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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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纲， 全面发展。

的方针
， 大千苦千

， 科学种田
，学大寨 步 层楼，

坤71 年粮食亩产达到二千八百二十八斤 而永久大队却在那时松了阶级斗争的弦
， 资本主义吹向抬头

， 重钱轻粮， 劳力外流， 结果，
集本粮食减产、 社员收入减少

。 金山县委总结了以上典型经验以后，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 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

抓路线，促大千 ，农业生产发展的步子就加快了
。 永久大队也赶上来了。

197 4 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 千五百五十四斤， 比 19 7 1 年增加二 百七
十二 斤， 皮棉亩 江十二 斤， 皮棉亩产 百四十 斤

， 油菜籽亩产二 百八十三斤，生猪饲

斤， 比 19 7 1 年增加二 百七

养量七十九万头(平均每亩 点三七头)
， 都比 19 7 1 年有较多增长。

这几年平均每个农业人o 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良八百五十斤 ，皮棉二

十二 斤， 台油二 十三斤
， 肉猪 点零六头。

晋阳县和金山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鼍 堵不死资本 主 义

的is 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

; 只要象大寨那样，坚定地执行党

的基本路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坚持走社会主

过路，
不断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千部和社员群众， 就能产生 种排山倒

；哥的力量 什么人1司困难都可以克服， 什么人司奇迹都可以创

造出未，
不利的自然条件可

转化为高产，
原来高产的可以更加高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

同
、
的斗争，

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
。
但是， 在

衣业学大寨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斗争。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

资派邓小平，
为了推行

。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改变

定的基本路线，
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

恶毒地攻击我国的农业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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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工业的后腿。

、
并且提出7十上

。农业耍整顿
" 的反动方针

。

邓小平的所谓 ' 农垦要整顿 ，
就是否定大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根本经验 重新捡起
。 白5昌、

黒j拈 的黒贤。
他胡说什么

。

老老实实地千、
代是学丁大寨

.
，

妄图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

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 现在、
衣卫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机

判邓小平
、 反击右Jm 葛]」秉风的伟大斗争中庭刊发展。

血衣亚学大寨运动中、 全国大寨式的县、
社、

队越来越多
，

低产变高产
、 高产更高产的地区大量涌现。

一 九七五年
， 我国

已有了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 全国粮食亩产上 《纲要》 的

省
、 市已增加到九个

。
北方历来多灾缺粮的冀、

鲁
、
豫三省

， 已

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地处" 世界屋脊。 的西藏高原， 从 九七

四年起也实现了粮食自给
。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让大寨

之花开遍全国
，必将进 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快农业生

产的发展 使农业在我国国

第二节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工 业 在社会主 义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既然在社会总劳动中， 为整个社会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

农业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 那末
， 是不是说工 业劳动全部都是

社会剩余劳动呢? 如果说
， 工业劳动是社会剩余劳动， 这是不

是说工 业劳动在国民经济中就无关重要了呢?

在经济学说史上， 有个重农学派
。 这个学派的人看到了农

业的重要性，
在批判了重两主义者那种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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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错误观点以后 他们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
减转到生产领域， 这是一 个进步

。 可是重农主义者却认为， 只

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
， 其他一 切部门的劳动都只能改变物体

的形态， 不能使物体的数量有任何增加
。 他们还力 图 举 例 证

怀 如 纺织工火把棉花皱成纱， 织成布， 磨粉工 人把小麦磨

成面粉， 都只是改交予物体的形态， 丝毫也没有增加物体的数
量。

由此他们得出广个错误结诰， 只有农业部门的人才是
° 生

产阶级。

， 而工 业部门的久则是。

非生产阶级°

。

马克思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基础上 揭示了无论工 业劳动或

农业劳动都是人和自然之词盹物质变换过程 ， 都是生产劳动，

工业和农业都是物质生庶鄣门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说明

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农业的发展决不是孤立

红 即使在工 业没有注农业中独立打来以前 农业的发展也离

不开工 具的制造
。 马克思指

，

出 °狩猎
、 捕渔. 耕种， 没有相应

的工具是不行的 。ťı司生产工 具的制冓和
，
应用， 不仅是使人类脱

离动物界的决定性条件，
；暂且对于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作州 。
人类社会生产工 具的发展 史证

明， 由石器工 具发展为金属工具， 社会生产就由狩猎
、 采集过

渡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多
·坐席工具的继续改进， 出现了手工

业的迅速发展 $宇iそ玉 工具发展力机械手具， 工 场手工 业就过渡

到大机器工 业
p所以 ，，

克搔曾经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

不在于生产什么ラ；
而在于怎样生产，

'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

。 圆



自从工 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部门、 特；剀是当现代工 业

出现之后， 工 业对农业的作用
，

工 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bi作用

就更加显著 」
。 现代工 业不仅以机器生产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日

用工 业品， 而且 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

装备
， 民进农业的技术改造， 促进整千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

工 业生产的 个重要特征、 就鼍它不仅生产消费品 而且

生产机械性的劳动资料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
。

正是ii个特征决

定了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的地位，
工 业的发展必然带动

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 增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

。

工 业生产的水平反映着 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
。
在社会主义

条件 卜工 业化程度越高
， 意味着对农业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技

术改造的物质力量越大
。

工 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 而农业的发展， 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 又离不开工 业的主导作用

。
这正是国民经济中工

业和农业的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

当我们 般地分析了工 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后
， 还需要进

步研究工 业中的重工 业和轻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不同地位

和作用
。

前面提到工 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这是就整个工 业说的
。

其实，
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工 业， 应该是指提供生产资料特别

是提供劳动资料的工 业
。

不同的劳动资料， 对不同时期的国民

经济都曾经起过技术改造的作用， 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前进
。 在

劳动资料中， 生产工具这 类 。机械性的劳动资料。

， 作为 。生

产的骨胳系统和肌肉系统。

， 比其他劳动资料'

更能显示 一 个社
Z U+



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 在现代社会经济中， 生

产机械性劳动资料四 工 业基本上是重工 业 ， 例如 冶金 、
机械、

£ ı7

电子等工 业 ， 它们是为国民坯济各部门提供 °机械性的劳动资
料

" 和其他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工 业
。 它们能够在以现代化技术

改造农业
、 轻工 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过程中， 发挥决定性

作用。

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重主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可

以得到更充分野发挥匕 这种主导作用表现为 栌勞令f ，

( )重工 业室严 大量水利电力设备： 化肥
、 农药和农业机

械等产品支援农业
，
' 进行技术改造， 使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

变落后的农业为现代化农业如 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 不 断提
高

(二 )重工 业生产各种蔓工 业机械和轻工 业原料， 促进轻工

业的技术改造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使轻工 业为人民提供
更多的生活资料， 并且徒揸工业相对地减少对农业原料的依赖

。

(三 )重工 业述为手主业
、 交通运输业

、 建筑业和国防工 业

等国民经济部门提供现代化物技术装备 ； 促进这些部门的技术
改造和发展

。
望

工 业的主导作用提由童主亜耒体现的，
； 这并不是说轻主业

就不重要了
。
在主业劳动中肴去獎，

如同农业劳动コ 祥
，

·
， 也是

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 骞褲ガ蒲，足校会对生活资料需要的主业

劳动是农业劳动的继续养郛哓穆这种生产生活资料的工 业
，

；主

� 马克思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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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运用穴业本科和部分工 业本料 采取机器加工 的方法 生

产 督品
、 纺织品

、
日用品和文具用品等 满足人 门吃、

穿
、 用

需要的工 业
。 这种工 业室本上是轻工业。

轻工业是现代社会中

人们维持苛动力再生产的 个不可缺少的工业部门。
马克思说

过 H

和 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样，
工 人阶

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 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

(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
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

动 工 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
可以看 作剩 余 劳

动
。

。 予 马克思接着又指出 "

部分工 业劳动也会物化在用作农

业工 人和非农业工 人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产品中
。

从社会的观点

来看， 把这种工 业劳动看作剩余劳动，
昌错误的

。
工 业劳动的

部分和农业劳动的必要部分 样也是必要劳动。

。 圆 马克思说

的这 部分工 业劳动， 基本上就是轻工业劳动。

依据马克思关于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
划分为必要劳动

和剩余劳动的论述， 轻工 业劳动既然也是 种社会 的必 要 劳

动， 那末， 体现社会剩余劳动的重工业
， 它的发展就既要以农

业的发展为基础，也要以轻工 业的发展为前提
。
在国民经济中，

只有农业
、

轻工 业发展了
， 才能促使重工 业更快地发展

。

为了进 步了解轻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还可以

简略地考察 下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
相门知道， 现代轻工

亚主要是用机械加工 农副产品(包括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的工

立
。

在使用机器生产以前， 这种农副产品的加工 是由独立的手

马克思 ( 资本论谷第 3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如第 2 5 巷， 第 7 13 页。

@  l, i3上 is, £f$ 7 13 7 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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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承担的多 在手工 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前便是农村的

家庭工 业
。 农民种植了稻谷

、
麦子 、

棉花，
饲养或狩猎了牲畜、

动物， 只有经过碾轧
、
磨粉

、
纺织或屠宰、

皮革加工 ，
才能转

化为人们的食物或衣着等产品
。
如果说农业是人类 生存 的 基

础， 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发展的基础，
那末，

在

这种条件下的家庭工 业劳动原来就是同农业劳动自然地结合在

起的
。 当这种家庭工 业劳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手工 业

又发展成为现代轻工 业以后 它便成为协助农业发挥基础作用

的 种工 业 了
。 所以马克思指出 这种工 业是

。纯农业劳动的

必要的相互补充。 �
。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 轻工 业的重要性是很显著的： 农

业生产的粮食、 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
需要经过轻工 业的

加工
， 才能为工 农业劳动者提供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料，

满足社

会对生活资料的需要， 改善人民的生活
。

轻工 业还有投资少
、

投产快、
资金周转快等特点 f仁为创造价值的过程， 轻工 业能

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家提供较多的资金积累
。

依据马克思关于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 划分为必要劳动

和剩余劳动的理论， 轻工 业和农业中的劳动者都是在为整个社

会做必要劳动
。

那末， 是不是说
， 轻工 业也成了国民经济的基

础呢? 不是的
。

轻工 业的原料来自农业
，

发展轻工 业所需要的

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
，

轻工 业的国内市场更主要 立 足 于 农

村。
毛主席明确地指出 。没有农业， 就没有轻工 业

。

。 轻工 业劳

�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3 卷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5 么 第 7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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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八；j也是生产生活资：；卜J：i上金必要苛il/ 「。))
、

I 体上看 轻

工 业 H 】发展也f马?：是l ·农业本基础rj：l 号l 轻工业的发展丽

要重工 业提供技术装备
，

因而 ，
一 方面

。 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

展不但需要重工 业的发展 也需要农业的发展
。 �

。
另 方面

轻工 业的发展又是农业的。 必要的互相补充 能够帮助农业发

将基础frR 、 能W 促进重工 业的发展。

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

工 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发

展工 业 ， 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必要性
。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

现代工 业只是在少数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发过，
世界

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 业都比较落后。
这些工

业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 项重大任务，

就是要迅速发展现代工 业，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以充分发挥

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建设 个具有现代农业
、

现代

工 业
、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旧中国工 业极端落后
。

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 锏的年产

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 其他工 业产品的生产也很落后
。

面对这

样 个薄弱的工业基础，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 迅速发展

工 业， 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
就具有更大的迫切性

。
毛主席早

就指出 。没有工 业，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便没有人民的福利，

国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人民出版社 196 5 年

版， 第四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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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 r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逐步实现。
必然会提高社会主义全民所

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增强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

经济的领导力量
。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将在原来工业落 F

.

的地区加速发展工业
， 改变工业的下合理市局 与此同时，

工

人阶级的队伍将随同发兵壮大起来 以刊干加强工人阶级在全

国的普遍领导
。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可以充分发挥工业的

主导作用， 用先进技术装备衣业和轻工业， 促进农业和轻工业

的发展， 使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
社会

主义工 业化还是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
巩固国防的必不可少的

条件
。 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

观需要
， 在 九五 三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厘路线

中， 把。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规定为全党和全国

人民必须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就是要在全国建立 个以铜

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 门类齐全、 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

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社会主义工 业体系
。
各协作区

、
各省都需

要建立 自己的工业体系。
在每个协作区， 在许多省的范围内，

有计划、
有步骤地建立起比较独立的

、
完整的

、
但情况各有不

同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这样，
全国的工业体系就更强大了

。

发展工业， 实现工业化， 走什么道路呢? 有两条截然不同

的道路 一 条是
。 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 的道路， 另 条是依赖

� 论鞍合政府。
。

《毛泽东选集· 第 3 么 人民出版社 19 67 年横排本， 第9 8 1

页.  : .gyl r r§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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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国
、

Yj卖主权或者掠夺纠国的道贴。

资本主义国家工 业「匕的道路 以及：卅少奇、
林彪和邓小平

之流妄图世行的卖国主义的道路 都是属干后一 条道路
，

邓小

平在他授意电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 条例》中、
竭力宣扬要

加卜工 业 发展 我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
设备 向垄断资本

举借A l、 f青并把我国人民坚持独立 自主、
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方

针、 污蔑为"

夜郎自大， 闭关自守。

。 邓小平的这条道路，
就是

清末洋务派李鸿章
、 张之洞之流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充当帝国主

义的洋奴买办的道路。 在当代世界上 经济落后的国家， 如果

依靠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来发展工业， 根本不能实现工 业

化、 根本谈不上什么。

四个现代化。 或· 民富国强
。 而只能引狼

入室 沦为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 别的出路是没有

的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
、
也不可能走洋

奴买办的道路或掠夺外国的道路去发展工业， 只 能走独立 自

主
、

自力更生的道路， 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

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要求按照本

国具体情况， 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积累， 充分利用本国

切资源， 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实行 整套。

两条腿走路。 的

方针， 正确处理农业 、
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 有计划按

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
。

毛主席指出 '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

问题，
主要是指重工 业

、
轻工 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
我国

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 业为中心，
这 点必须肯定

。 但是同时必

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 业
。

。 。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

2 10



的发展
， 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

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

会有好处
。

。� 毛主席的指示， 指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

坚持执行毛主席关于农
， 轻

、
重隶属关系的理论

、
路线

、
方针

和政策， 就是坚持走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 州

化的道路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I· 重工 业为中心 ， 实现社会主 义 工 业

化， 当然要重点发展重工业。
这样，

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
， 保障国家经济独立和国防巩固， 有力地同帝、

多、
反进

行斗争
。 列宁指出 '

不挽救重工业， 不恢复重工 业， 我们就不

能建成任何工业
， 而没有工 业，

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

国家
。

》圆

发展重工 业有两种不同的办法： 科是不以农业为基础，

片面强调重工 业， 用少发展 些农业和轻工 业的办法来发展重

工 业 另 种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指导下来发展 重工

业， 州多发展 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未发展重工 业

前 种办法， 片面地学重重工业， 而忽视轻工 业和农业的

发展， 必然会造成市场上消费品供应不足， 货币不稳定，
工 业

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全等也会发生困难
。
这种办法 的后 果

是， 人民不满意， 重工 业也不会真正搞好。 这是 种少慢差费

的办法， 是 条错误的道路
。

头 寸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 人民出

版社 1965 年版， 第 4 96 页。

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币途》
。

《列宁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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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为基础
， 用多发展 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

重工 业
， 把重工 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情况就不同了
。 从当年来看， 用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 的劳动

力
、 资金

、 物资增多 些
， 用在重工 业方面减少 些，

重工业

的发展速度似乎会慢 些
。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

这样做

必将更快地促进重工 业的发展
。 就比例来说，

投资的重点也还

是重工 业
， 不过农业和轻工 业加重 些

。
农业

、
轻工业发展了，

就能为重工 业追加更多的劳动力和消费品
， 积累更多的资金，

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 这里存在 个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

想得厉害还是不厉害的问题
。

如果是真想， 想得厉害，
就要坚

定不移地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加快农业和轻工 业 的发

展
。 这样， 就会给重工 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 个

巩固的基础
。 这是 种多快好省的办法， 是独立 自主

、
自力更

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唯 正确的道路
。

事实证 明， 遵循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
、

工 业为主导的

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正确处理农
、 轻

、
重的关系， 就能使

这些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相互促进 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转化为

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 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又转化为生活资料

生产的增长
。

我国解放以来，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实现了国民经

济的全面跃进，
取得了工 业建设的重大胜利

， 农
、 轻

、 重产值

和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业产直每年平均增长 \ 1 G % ； 主：k业
、 轻工业发展 l：J j

， 础上， 重工

业的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8 (i% ， 获ii丁更大的发展

19 4 9 年， 我国农业在工 农业总产八中的比重为了o 姊， I ，
重彐

业仅占3 0阢， 其中， 重工 业只 占了 ：)蚝
。

到丁 I s)b了年， 轻、
重彐 业

比重提高到 5 6 6 % ， 其中重工 业达到丁 2 了 3 % 。
经过尤F' 阶级文化

大革命以后的 19 73 年， 轻
、 重工 业的比重壮高到丁0 3 姊， 其中重工

业的比重上升到 4 0 %
。

经过二 十多年的建设， 农、
轻

、
重比网关系所建生的巨大

变化， 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电有了迅过的进展。
过去没有

的新的工 业部门现在有了
。
过去自己千会设计和制造的许多重

要的工业产品， 现在能独立设计
、
制造了

。
由于新的工业部门

的建立和技术力量的增强， 设备和厚到料的自给程度也大大提

高 机器设备和钢村已基本自给3 石油的产量不仅能移基本满

足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 而且尚有剩余可供出口
。

工业的地区

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内地工业迅速发展， 新的工业基地

和新的工业城市陆续建立起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 周恩未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 作报

告中曾经提出，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按两步未设想 第 步，
用十五年时间， 即在 九八 0 年

以前， 建成一 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齐体系

第二 步， 在本世纪内， 全面实现农业
、

工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
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我国社会主义工

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远大

目标相比 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
我们 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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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卜九
，内lv：Il

，
I】玟成 //4上会主义的移J

,
代化强国

。
这是一 个符合广

六另动人】根本利j；L I：!引! 六日4r ，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老资

jl川卜卜 ,】j jj ，，：-在这 r川j,9上， 利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的1. I 现代化,
JJ；国的迫切p

.
望

， 在 九七五年夏季前后， 方

而
，

''J；J：j：攻击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不快 '

，
方面采取偷天换日的

手j去把实现 四个现代化。

作为各项工作的 总纲
'

，
妄图取消以

阶级斗争为纲， 彻底扭转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
。
发展社会主义

国民经济 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
、

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 是我国人民的 项宏伟任务， 只有始终坚持以阶级

斗争为纲，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不断地进行斗争，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才能胜利地实现这项宏伟的任务。

工 业 学 大 庆

要充分发挥工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就必须实现社

会主义工 业化
， 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

， 就必须由革命来统

帅
。
发展社会主义工 业， 正如发展任何其他事业 样， 充满着两

个阶级、 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 不用革命来统帅生产

，

不用革命化来统帅工 业化， 就势必要走到邪路上去
。 大庆油田

正是在工业战线上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用无产阶级政治

统帅经济， 高举。鞍钢宪法。 的旗帜， 走我H 自己工 业发展道路

的典型，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

因此， 要发展社会主义

发扬独立 自主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样板
。

2 14



工业
， 就必须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深入开展。 工业学大庆

的群众运动
。

大庆油田所在地原来是 大片茫茫荒野
。

当苏修叛徒集团】9 6 0

年背信弃义
，撕毁合同， 停止向我国供应石油，

妄图破坏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紧急时刻，几万名开发油田的职工 怀着满腔怒火， 来到

这里
，头顶青天

， 脚踩荒原，
立誓要拿下这块大油田

，
粉碎苏修的恶

毒阴谋
。 当时，天寒地冻，

无房屋，
二 无床铺，

连锅灶用具也很不

够
。 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 下子摆开了，

可是设备不齐全，不配套，

汽车
、 吊车很不足， 道路泥泞， 供水供电设备更不够。

在这样困难的

条件下，英雄的大庆工 人提出" 拿下大油田，
气死帝、

修、 反。 的战斗

口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刻苦学习毛主席的 《实践论》 和《矛盾

论》
， 用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高举

" 鞍钢宪法。的旗帜， 同天斗， 同地斗，
同阶级敌人斗。

大庆工 人坚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 坚

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仅

仅在三年多 点的时间里 ，就高速度、 高质量地建起了我国第 流的

大油田
， 使我国石油产品在 19 6 3 年做到基本自给。

大庆工 人还进行

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几个重大技术难题
。

大庆工 人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到 1 9 6 3 年创造的纯收入就相当于

国家的全部投资。
由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 铁人精神。

，始终激励着

大庆工 人阶级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

19 6 6 年以来， 大庆原

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 3 1 % 的速度跃进
。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大庆

工人深入批判了林彪和孔老二 鼓吹的 。上智下愚。 的唯心史观 在反

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 大庆工 人又批判了邓小平的" 阶级斗争熄灭

论。 和" 唯生产力论。

，发挥出巨大的千劲、 智慧和创造力，整个油田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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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和生产呈现出
，

派热气腾腾的大节形势。
就原油产量来说， 坤邛

年的二个大庆， 巴超过丁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大庆 油

工 业学大庆， 同农业学大寨一 样，
最根本的是坚持无产阶

级政治挂帅， 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工

厂企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 但其中主要的. 起决定作用的是两

个阶级： 两条道路的矛盾。
大庆的经验证明，

只要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 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皇的社会主义輩命，
在意解决生产

关系方面的问愿 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
盛芸依靠群众，

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是使工厂企业沿着社会主

ネ蓬气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

开滦煤矿是 个百年老矿，是工 业学大庆的典犁单体땃；这分矿用

老眼光来看，早就应该报废了，但是，这个矿的忑人却不是这样鹆妁。

他们艰苦奋斗，探索出了进厂 步开禁搀小煤矿的新途径， 锉りむ个百年

老苡恢复了青毒， 从196 8 年以来实现了连年，大幅度增产。 鳥开滦这

前进? 最根本的经验， 砒是学
ïj大庆，坚持主的基本路线， 全心全意地单靠禹人气绿， 大搞群众运

动。
1 97 4 年， 这个矿的广六于帮和工人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史， 进

て 耄嗶高了思想觉悟，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矽更加深入地开展。 纵横
百里锄

"

区， ；単现 派生机勃勃景象。 ユ町5 气的原煤年产量比原设
计能力整整增长了 倍， 个开滦变成了两令开滦， 戦动生产枣高于

人
武国平均水平约$o% エ作面平角月ř 韋，肖飞金 国平均水平一 甑
原煤成本低于全 平均水平和声アドタ ドア6 燕7：月 2i ， 开库 煤矿
燕

，

到了强烈地震坤破坏。
，

有些外国冬瓢 开罗完了， 井下的人完了，219

译 样 个老矿, 为什声能不断发麻，
。
阔步



出不了\煤了į 可是， 英雄的开滦煤矿工人， 在毛主席、 党中央的亲切

关怀下 ， 在全国界民的支援下ゲ 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团结战斗，
不

但使绝大多数并予工人安全脱险， 而且在震后短短的十天内开 始 出

煤， 创造了抗震史上罕见的奇迹。

上海第五钢铁厂也是工 业学大庆的典型单位。 这个厂是在 1 95 8

年建成的优质合金钢厂， 设备和技术条件都比较好，曾经为发展我国

的钢铁工 业作出过贡献。 但是， 中于刘少奇 伙修正主义路线 的千

扰， 这个广众i売'
丈卓以后，

如メ量长期徘徊不前。
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中， 广大职工 和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工 业学大

庆的群众运动，批判刘少奇 伙破坏我国钢铁工 业发展的罪行。 他们

大破" 阶级斗争薪び论° 社；
。唯生产力论。

，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密蕈袼!关甘领导高明论?：
，墼持走群众路线多 大破°生产到顶论。

，大

摘技术革新， 大挖生产潜力。 结果，
； 这个厂很快就变了样，革新成功

T 《 步炼钢法?
多創造了快途炼钢和真空冶炼等新工 艺， 大大缩短了

冶炼时间，辏束了长期徘徊的旧局面， 戦入 了生产大幅度上升的新

境界 土钢五厂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

Ĵ 走资派邓小平的斗争中，
工 人马克思主义理尹队伍茁壮成长 ，广大群

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扬，
，

革命和生产蒸蒸日上。 在第四个五

，，
年1 9 7 1

上1 9 7 5 )计划期间， 这个厂的钢和钢材的产量， 比第三个五年

计划期间分别增长 6 6 8 % 痴
"

86 9 % ， 钢材的品种、 规格猛增到 万

"

千八百多种， 还发展了大批高、 精、
尖的新型金属材料。

3$

毛主席关于。
工 业学大庆。 的伟大号沼，

· 为我国的工 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
在这个伟大号召下，

我国工 人阶级高举无产阶级

专麸如继续革命的旗帜，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迅速地改变着

我国立业的面貌。
. 现在 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庆式的工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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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大庆精神正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

路线， 坚持批判修正主义
，

批判资产阶级，
进一 步开展工业学

大戻的群众运动， 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 定

能够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

花
，

'

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

社会主 义条纠- 下的工 农业 结合

从农业劳动和工 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的内在联系中， 我们

可以看出
，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 都有一 个工 农业结合的问题。

不过不同的社会形态， 这种结合具有不同的方式罢了
。 那未，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 业和农业的结合，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

社会主义的工 业生产和

工 业和农业的结合是根
据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 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实现的
。 从这

少遂吉来看
，
至农业的结合是直接的结合， 这是未来共产主义

社备中工 农业直接结合的雏型
。 但总 社会主义工 业和农业的

生产还有科人性的传统或痕迹， 工 农业的结合仍然是在商品制
度下的结合， 还要通过货币交换这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

， 这是
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

。 社会主义エ 业和农业结合的这种二

塑性 ·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二 重性的反映
。

U

彗丁
，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 エ业和农业的结合

， \ 经采取过多种
形式乙每し並结合形式的演变是随着社会生ガカ式的演变衢不
218

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前提下
，
由于。

农业生产已经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



断发展的
。

在原始公社经济中、 手工业直接从属于农业、
妨和织以及

节用器皿 的制造， 也是作为农业的副业来进行的。
原始的家庭

纽带把手工 业和农业联结在 起。

引起了社会分工
， 出现了私有制。

中的这种原始的直接结合方式开始解体，
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尚

出来了
。
国

手工 业同农业的分离、
在私有制条件T ,

决定了工业和农

业的劳动交换不能不采取商品的形式
。
从此，

工 农业的结合就

开始通过货币交换这种迂回方式进行了。
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的 。

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 便出现了直

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 即商品生产
。@

。
旦工 农业之间的劳

动交换采取商品交换形式、
工 农业的结合便成为以货币为媒介

的间接的结合自
。

工 业和农业的分离过程，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历

史中缓慢地进行着。 但是，
当农业还主要是农民的个体生产，

工 业还主要是家庭手工 生产的时候，
农业和手工 业之间的那种

国 在我国， 根据商代中晚期古城遗址的发掘材料来看多 商代的手工业生产已形

成了独立存在的部门，
并有了进 步的分工

， 有各种手工 业的工场。 在郑爿1商城和

股 附近发现的这些工场遗址中， 有铸铜的 制玉的 制骨的和制陶的等等， 特别

是制铜的工场遗址占着突出的地位。

园 恩格斯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

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159 页。

囤 在我国商代， 随着手工业成为独立的部门，

手工业交换用的货币， 已经出现了贝和
。

铜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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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随普生产力的发展，

工业和农业在原始公社经济

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米， 农业和



原始的直接结合的纽带
， 始终没有完全割断

。
资本主 义 机器

大工业和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彻

底摧毁了I· 体农业和个体手工 业， 终于把工业和农业的原始的

直接结合的纽带完全撕断了小
、 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完全采取了

迂回曲折的
、 眼花缭乱的货币交换方式

。
资产阶级采取这种方

丸 造成和扩大了工 农业产品价格的" 剪刀差。 @
，

加紧了对农

业的剥削、 使工 业剥削农业
、 城市剥削乡村的对抗性矛盾发展

到了砭端尖锐化的程度
。 这样， 资本主义制度老向它的反面的

时代砭到来T
.

工 业和农业 从原始的直接的结合，
到私有制

度下的分离以至于尖锐的对立
， 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

立和发展而重新在新的条件下直接结合起来。
马克思指出 。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 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

，

。创造了物质

前提。 囤
。

马克思预言的工 业和农业 ' 新的更高级的综合。

， 指的就是

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后，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生

产基础上的新型的工 农业关系。 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物质前提，

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具有了
。

但是， 它的社会经济前提， 即生

产资料公有制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对工 业生产和农业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3 抵 第 55 1 页。

宝 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变动的 种发展趋势。 当工业品价格增长速

度快于农产品价格增长速度 (或工 业品价格不变而农产品价格下降， 或工业品价格上

涨而农产品价格不变)时，若将这种情况绘制成统计图表来表示， 则工业品对农产品

的比价是 根上升线， 农产品对工 业品的比价是 根下降线， 这两根线在图表上正

好象张开的剪刀形状， 所以叫剪刀差
。

匐 碍克思 ( 资本论, 第 1 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么 第 5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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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计划调节 则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能产生。

因此， 马克思和恩佫新规定无产阶级在夺取彼此以后，
在无产

!阶级专政下要实现的重大任导之 ，
就是 把农业和工 业结合

起来
， 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

。

。 园 在社会主义社会，
由

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工业制削六亚 、
城市剥削乡村这种

工 业和农业的对抗性子盾消失了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全国统

的国民经济计划， 使社会主义农业有计划地生产工业发展所

需要的粮食
、 副食品和原料 使社会主义工 业有计划地生产农

村所需要的各种日用工业品和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化肥 、
农药和

各种农业机器设备
。 这就为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紧密结合

起来创造了条件
。

工 农业之间的相互支援、
相互促进. 又会不

断地再生产出更加紧密结合的工 农关系， 为消灭工 农差别
、
城

乡差别
， 转化为共产主义的工 农关系逐步创造条件。

但是， 社

会主义工 农业的结合， 是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 农业 的尖锐对

立
， 向着共产主义工 农业的直接结合过渡的 种形式

。
这种工

农业的结合， 仍然是在商品制度下实现的， 这就不能排除工 农

业结合过程中 系列的矛盾和斗争。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社会主

义工 农业在不同范围内结合的二 重性。

同 集体所有制范围内的工 农业 结合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范围内， 工 农业是怎样实行

结合自呢1

国 《共产党宣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瓶 人民 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与 时 弓2 73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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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 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
已经出现并正 在廷勃

'
， 双节公社

、 生产大队亡；力的工业企业，
大京把它叫作社队工

业
。 这种六刊的社【P、工 业， 是同 人民公社化体所有制内部的

工 农业的结合
。 社队工 业的劳动力直接来源干集体所有制的农

业
。 在社队工 业企业中的劳动者本身就是农民，

他!门作为社队

工 业的劳动者每年降然有 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
实行亦工

亦穴
。 兴力这种工 业企业的资金直接来自农业的积累。

人民公

社社队两级举办的社队工 业是从发展农业的需要出发的。
社队

工 业的生产主要是生产直接支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产品 (生产

资料， 特别是劳动工具)
， 其次，也有一 部分为大工业加工 的产

品
， 这部分产品所带来的赢利， 则作为间接地支援农业扩大再

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来源。 用我国贫下中农的话来说，
这是 种

" 围绕农业办工 业， 办好工业促农业。 的新型的工 农业结合。

社队工 业的出乳 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
。 大二 公。优越性

的生动体现
。 首先，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劳动人民作为

社会生产的主人， 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们经过社

会主义教育， 调动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从而在大办农业

的同时， 迫切要求举办自己的社队工业， 使农业直接同工 业结

合起来。
其次，

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为发展社

队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
资金

、
原料和市场

。 第三
， 人民

公社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统 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 国家

可以根据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
，

通过城市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为发展社队工业提供一 定的物质条件。 社队工业的出现是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新事物， 它已经开始具有工 农业新的高级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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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产主义萌芽， 因而且有强大的生命力
。
那末 社队工业的

出现和发展， 怎样有利于工 衣业进 步结合，
并且有哪些意义

呢?

第
、 社队工 业的发展 直接地壮大着农村人民公社集体

经济的力量
。

上海市上海县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从建立三级农机修

造网开始发展社队工业， 到 19 7 5 年已有社队工 业企业四 百 三 十 三

个， 职工 三万二 千乡人，
19 7 1年总产值为 亿 千多万元。

这个数字

相当于全县农、
工

、 副等各业总产值的二 分之 。
积累近三 千万元，

超过了全县生产队当年积累的 倍
勺
在公社 级的积累中， 有 9 2 %

是社办工 业提供的$ 在大队 级的积累中， 有8 2 % 是队办工 业提供

的
。 从而使全县会社 级经济在三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中的比重， 已由

19 70 年的 17 6 % 上升到 ]9 7 】年的 3 ] 9 % 大队 级经济在三级集

体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由 19 70 年的 6 3 % 上升到 19 7 4 年 的 17 2 % 。

第二
、 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公社和大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经

济力量， 去支持穷队发展集体经济， 从而使穷富队之间的差别

不断缩小， 为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提供物质基础。

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 由于社队工业的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的

力量， 使公社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持穷队发展农业生产，帮助

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救，使 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较快赶上较富的生产

队。 几年来，尤是公社用在支持穷队
、
受灾队上的钱即达四十多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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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社队工 业的发展， 能够采取各种方式，

从人力、 技

术
、 物力

、 财力等各方面支援农业， 为农业机械化的飞跃发展

" 安上金翅膀。

。

上海市上海县在 19 5 7 ˜ 19 65 年的九年中，
全县各大队基本上没

有办工 业
， 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只有三十二 万七千七百元，平均

每个大队每年投资 百五十元左右， 只 能买六只人力喷雾器。 在

1 9 6 6 ˜ 19 6 9 年的四年中， 队办工 业刚开始露头，大队 级对农业机械

化的投资总额就上升到二 百六十八万元 ，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二 千

八百多元 ，可买 台多 点手扶拖拉机
。 在 19 7o ˜ 1 9 7 4 年的五年中，

队办工 业有了较大发展 ，大队 级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高达八百

三 十三万 千五百元， 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七千元，可买三 台多手

扶拖拉机。

第四
、 社队工业的发展， 可以缩小城乡差别

。
在社会主义

社会，

°

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这也不是什么空想。

， 旧社会

留给我们的°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 �
。 当氐

这是有条件的，

°大エ 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 是消灭城

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
。 随着社队工 业的发展， 广大社会主

义农村，
工厂星罗棋布，

工 农业直接结合， 这就会为城乡分离

和城乡差别的逐渐缩小创造条件
。

第五
、
社队工业的发展， 使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的\ 级队

�园 恩格斯， 宪反杜林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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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发生着新的变化
。 农村人民公社正在出现一 支越来越大的工

业技术队伍， 代掌」屋学工业技术的新农民正在成长和壮大起

来

在上海市上海县可以看到， 随着社队工 业的发展， 支农村工

业技术队伍已经成长起来。
1也们既是农民，

又是社会主义农村的新

工 人
。 这个冬 19 7 5 年已有拖拉机手三千三 百九十七人， 插秧机手二

千三 百二 十八人，电工 三千五 百零四人，
汽车驾驶员 百六十二 人，

轮船驾驶员 百六十八人， 各种建筑工 人三 千零三 人，
以上共计

万三千五 百六十二 人， 连同社队工厂三万二 千七百四十五人在 内，

总数达四万五 千三 百零七人， 占全县农村劳动力的 1 7 ，1% ，
差不多

六个劳动力中就有 个掌握工 业技术的农村工 人
。

总之， 社队工 业的发展 使工农业结合起来， 有利于缩小

工 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个很重要的方

面。
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
正 因为如此， 它受到丁党内资

产阶级的竭力反对。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队工 业刚刚获得

些发展的时候，我国党内的资产阶级就叫嚷社队工 业
。糟得很。

，

他们攻击小化肥
。搞糟了。

，

。得不偿失。

， 妄图扼杀社队工 业
。

经

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社队工 业进 步发展

T
.

可是党内资产阶级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煽动下
、

又攻击社队工业的发展是什么 自发性"

， 盲目性 ， 瓦解和

破坏了国家的统 计划。

。 他们妄图以。

整顿。 为名， 对社队工 业

大砍大杀。
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 社队工 业的发展好得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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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队工 业当前在我国'穴判还不多 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

还不大
。 它在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艰难曲折。

虽然如此、

我们伟大的
、 光明旭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我国六村的社队工业也是在商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 这就

必然会带来新的〒盾
。 1c]如社队工业为城市工业加工 或生产产

品 所积累的资金可以明于农业，
这是社队工业间接支援农业

的 种方式
。
这种1司接支农， 当然也是 种工 农业的结合。

但

是 如果社队工业不为农业生产服务 只重视为城市工 业 加

工
， 追求利润， 大利六千

， 小利小千，
无利不千

。
那末、 资本

主义经营必然泛滥
， 直接削弱支农的力量，

芸至会同农业争资

金
、 争劳力， 走到邗路上去 从而使工 失业的结合受到破坏。

社队工业的生产既然也是 种商品生产， 它就必然也是滋生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国家对社队工业的计划领导， 同对

国营工 业生产和对农村人民公社粮、 棉、
油等主要农作物生产

的领导比较起来， 又较为薄弱
，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这里就更

加容易滋长。
所以、 社队工业的发展， 同样存在两个阶级

、
两

条道路的斗争
。
在发展社队工业的问题上

、 不能因为存在着资

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而因噎废食， 不热心支持。 相反， 只有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坚决同社队工业发展过

程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 积极支持社队工业
、 使它坚持为

农业服务的方向， 才能使社队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使社

队工业同农业真正地结合起来 才有利于逐步缩小三 大差别，

加强工 农联盟，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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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范围内的工 农业结合

除了同 人民公社范围内的工 衣业结合以外 在整个国民

经济领域， 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丙基础上 还有一 个在更大

范围内的工 农业结合的问题。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正确处理

宸
、 轻

、 重的发展关系!司题， 也就是 个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怎

样使工 农业结合起来的问题
。

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工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计

划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但是，
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关键

还在于能否处理好农、
轻、

重的发展关系。
人们遵循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就必须把发展农业放

在首位， 先安排好农业的发展规模、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确定

轻工业的计划。 农业
、
轻工业安排好了，

再安排重工业， 重工

业就不但有了发展的基础，
而且也明确了发展的方向。

这样、

国民经济就会在工 农业的紧密结合下高速度地发展。
可是，党内

资产阶级刘少奇
、
林彪、

邓小平之流、 总是要推行重、
轻

、
农

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这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 人们往往会

把重工 业同轻工 业
、
农业对立起来， 只讲重工业对农业和轻工

业的作用，
不讲农业和轻工 业对重工业的作用， 片面强调重工

业，
不考虑农业这个基础能否适应， 结果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不

巩固，
不但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 更严重的是会破坏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成了 条腿走路， 影响工 农业的

有机结合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 每当国家强调国民经济发展过

度的时候，每当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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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 些同志把客观规律忘摔了， 口头上说的是农、
轻、

重， 实

际上却在搞重
、 轻、 农， 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在经

济建设中拉长了工业的基本建设战氪

挤掉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所必需的人力
、

度下， 只顾工业发展， 不顾农业发展，

业的发展， 那会是什么结果呢? 结果不但国民经济不能高速度

发展， 更主要的是扩大了工 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从而扩大工农业

的劳动交换中事实上的不平等， 出现新的
°剪刀差。

。 如果工业

的发展， 造成了农业的过重负払 还会使工农业重新出现尖锐

的对立
。 要使工农业逐步地结合起来， 除了工业的发展要以农

业为基础以外， 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业， 迅速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 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工农差别， 限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

法权
。

社会主义工农业的结合， 既然是在商品制度下实现的， 因

而作为商品生产规律的价值规律， 对工农业生产必然要发生影

响。
正确地利用商品

、 货币、 价值
、 价格等范畴， 对工 农业生

产的结合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 但为

'

价值规律和同它相联系

的范畴， 是私有经济的产物， 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 如果不

对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加以限制， 就会重新导致工 农之间、 城乡

之间的尖锐对立。 因此， 对于同商品制度相联系的 系列工 农

业结合过程中发生的矛盾， 需要正确处理
。 处理不好， 工 业和

农业的结合也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过程中， 工业品和农业品价

格上的°剪刀差"

， 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遗留下来的。 它反映的
2期

必然就会在一 定程度上

物力和财力。
在商品制

而使农业严重落后于工



是一 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的作用
T , 这种 剪刀差：'是会不断缩小的

。 ：但是要彻底消灭， 却需要
个较长晾历史过程

。 社会主义条件下工 农业产品°剪刀差。 的
存在， 表明了工 农之间的三种在根本利益 致基础上的矛盾。

新老资产阶级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往往要扩大这种 。剪刀

差。

， 来破坏社会主义主业和农业的结合，破坏工农联盟。
我们

要反其道而行之 ， 积极地创造条件， 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这

种。剪刀差。

。

要使社会主义工 业和农业能够得到正确结合， 还要安排好

国家收购的各项农副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
比价安排不适当，

就会影响集体经济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的积极也 从而也会

影响工 业和农业的结合。

充分发挥工 业的主导作用，
诬土业和农业能够正确地结合

起来， 除了坚决地耙工 业发展的方向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

止来以外，
· 还要求尽力做到提高工 业的劳动生产率， 降低支援

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 以降低支援农业产品的价格。 这样做，

将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发展工， 工 业就会更

快地发展. 相反， 支援农业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

或者追求利润， 提高销售价格， 制造新的。剪刀差 ， 那未， 人

民公社集体经济就会买不起多 即便买得起， 也会由于支付的费

用过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这样就会妨碍工 业和农业在杜

会主义轨道上的直接结合。
Ý 。! 石：§咚 @ 〉 、X ) び

在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过冬步，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

级的斗争是很尖锐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 工农业结合要利用货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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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交换关系 而货币交换关系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土壤
。 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由干

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 必然会 批又 批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分子
。 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要利用工 农业之 间的货币交换关

系， 进行投机贩卖， 从中牟取暴利
。
对于这种资本主义活动必

须给予打击 对于工 农业结合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必须加

以限制 对于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必须进行批判。
这样， 才能

保障工 农业之间的交换活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

工 农业 结合的实质是工 农联 盟问题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工 农业的结合问题， 不仅涉及这两个

部门如何交换劳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且直接关系到工 人和

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联盟
。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指出，

。城乡必须兼顾 ， 必须使城市

工 作和乡村工 作， 使工 人和农民
， 使工 业和农业

， 紧密地联系

起来 。

。 国 工 业和农业的结合， 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 的必

需，
而且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政治问题

。

我国是以工 人阶级为领导
、

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又是 个农村人口 占全国人 口百分

之八十以上的国家， 农业的状况如何， 农民的情况如何， 对于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 农业问题 和 农 民问

题， 从来就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

国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

《毛泽东选集》

第 4 羝 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 第 13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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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社会多 工 业和农业
、 ， 城市和乡村之间还存在着

本质差别。 这个差别不消灭， 资产阶级法权就不能消灭， 资产

阶级就还有产生的土壤
。 要缩小工 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首先必

须重视农业
， 重视农民， 重视工 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的发展，

同时还要积极支持 切为编小工 农差别、 城乡差别而涌现出来

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例如，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氰 培养赤脚医生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 我们不但要从经

济上改变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 而且还要改变人们忽视农业，

轻视农民的传统观念，

'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使工农业更加

紧密地结合起来， 使工 农联盟进一 步得到巩固
。 因此， 以农业

为基础， 工 业为主导， 做好工 业和农业的结合工 作歹 不只是 一

个经济问题， 首先是一 个政治问题 路线问题， 是关系到贯彻

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问题る

无产阶级的敌人
、 党内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破坏

无产阶级专政， 总是要破坏工 农联盟， 在经济上就要破坏工 农

业的结合 。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之流破坏农、 轻、

重的发展

关系，
大肆散布 。

工 业多的地方搞农业是不
，
务正业。

：等谬论，

推行弘条°重工 轻农°

、
以工挤农。 的修正主义路线， 把发展工

业和发展农业割裂开来， 打击工业比重较大地区发展农业的积

极性， 妄图以此来削弱国民经济的基础。 同时， 在工 农业的商

品交换中，
竭力扩大°剪刀差。

， 叫嚷。要卡农民的脖子°

， 妄图

重新造成工农之间的尖锐对立美
'

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

农民°吃光分光°

ī 党内资产阶级从各个满面扩，大工 农差别、 城

3 .�

破坏工 农联盟。 他们还诬蔑知

反对大学生°社来社去。

， 煽动



乡差别， 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找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找f门 }巴农业和工业的发展

关系提到理论
、 路线的高度来认识

、 才有可能识别和战胜传正

主义路线， 才有可能正确处理工 业和农业的关系、
工 人和农民

的关系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工 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 致的

。
社

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 侄!
。
社会主义工 农业关系发

展的客观规律， 必然导致城乡差别和工 农差别的逐步缩小以至

最终消灭
。 这 客观规律的作用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来实现

的
。

社会主义工 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
工 人阶级教育和引导农

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 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
逐步地引导农民群

众扩大集体所有制的规模和提高它的公有化程度，
并在条件成

熟的时候使它发展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这些党领导下的自

觉活动， 将为工 业和农业
、 城市和乡村、

工 人和农民的本质差

别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创造条件
。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扩张， 对内镇压人民， 疯

狂推行希特勒的" 要大炮不要黄油。 的政策， 加速国民经济军事

化
。

为此， 它必然要横征暴敛，
通过增加农民税负和提高工 业

品价格等途径，
对苏联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夺。

苏修梦想在剥夺

农民
、
剥夺全体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建立起 个新的称霸世界的

帝国
。

这样做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工 业和农业 已同资本

主义社会 样重新出现了尖锐的对立
。

工 业和农业的分离， 使

国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

《列宁全集》第2 6 羝 第 3 1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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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对立也日益加割， 随包括厂六住民在内的苏联人民hJ反抗

日益增强
。 这种现象、 预示著1 壱社卜!rJ 国主义：同度就要；i：f本

了

在农业和工业的发展il呈中 始终存在若马克想主义路线

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

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 实

质上就是巩固工 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是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

的联盟问题， 是工 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问题， 是社会

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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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制度 I的 \讨勺

第一 节 劳动时间节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社会主 义为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开) 了广阔的道路

生产过程是产品的创造过程，
同时， 又是生产 A·1和劳动

力的消费过程
。

因如 在生产过程中，
我有 个节约人力

、
物

"

力
、
财力的问题

。
人力的节省是活劳动的节约， 物力的节省是

物化劳动的节约， 而财力的节省则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节约的

货币表现
。

切节约， 归根到底，都是劳动时1司的节约
。

节约对于 切社会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生产

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不论是个

人或是社会， 如果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时1司节约了
， 犹可以用

同样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从事其他事情。
马克思说 。无

论是个人，
无论昌社会， 其发展

、
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 都是

由节约时间来决定的。

. 因此， 节省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

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
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

经济规律。
这基至最极其高级的规律。

。园

� 马克思《1857 185 8 年经济学手稿之 (货币论)》
。
转引自《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
，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67 页。

2 35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
劳动时间的节约受着剥

削制度的限制
。 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规律开辟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

劳动时间的节约是增加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客观要求。 社

会主义国家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积累日益增多的资金
。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 资产阶级总是隈靠剥削和掠夺未增

加资本积累的
。 他r 1除了残酷地掠夺和剥削本国无产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以外， 还靠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
半殖民地人

民的财富来增加资本的积累
。 资本的积累史就是 部鲜血淋漓

的剥削史、 掠夺史
。 社会主义国家增加资金积累不能象资本帝

国主义
、 社会帝国主义那样， 采用对内剥削本国人民，

对外进

行侵略
、 掠夺， 或者勒索战争赔款， 或者出卖本国资源的办法

，

而只能依靠全体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依靠全国人民的厉行节

约来获得
。

我国是 个大国
， 但经济还比较落后

。 为了早日把我国建

设成为 个具有现代农业
、

现代工 业
、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

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 厉行节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 毛主席指

出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 个很穷的国家，

这是 个矛盾
。

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 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

一 个方法
。

。国

厉行节约， 不仅是增加社会主义积累的客观要求， 也是使

已经积累起来的资金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 在经济建设

、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I司题》
。

版社 196 5 年版， 第 4 94 页
。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 人民出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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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匕建设
、

国防建设等各个方面节约 切可能节约的人力
、 物

1 1LT财力、 用同样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办更多的事情，

ji也是
..，，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

。 劳动群众说得好 。 只勤不

专，
白白苦千

。

。

只有既勤又俭
， 才能使劳动群众创造的财富最

J
( 限度地发挥作用， 才能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 个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
。 同出 我国对外承担着国际主义的义务， 也只有在

国内各个方面多节约 点
， 才能为世界革命多贡献 份力量。

劳动时间的节约也是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的客

观要求
。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把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
又

能从事脑力劳动
， 既能担任直接生产工作， 又能胜任管理职能

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 作为缩小三大差别的 个重要步骤。

为了

使广大劳动人民逐步做到拿起铁锤能做工
， 拿起锄头能种田，

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 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 那就需

要不断提高他们全面发展的水平
。 马克思说 。时间是发展才能

等等的广阔天地
。

。国 只有日益提高物质生产部门节约劳动时间

的水平， 整个社会用愈来愈少的时间， 生产出愈来愈丰富的社

会产品， 劳动者个人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才可能逐步缩短，

用于全面发展的活动时间才可能逐步增加，
工 农差别

、 城乡差

别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才有可能逐步缩小
。 议及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客观上要 求厉 行节

约。
社会主义制度则为厉行节约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
，

由于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社会

�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第 3 册，第 2 8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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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全有：：」， 国民经济可l·有计 划」比网地发展 从而有可能

斗打 资本主义；同生下部钟由于盲目竞争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

会计吉凶惊人浪： 和生产力的严重更坏
。
更重要的是，

在社会

主义社会 劳动 人民代为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 节约同

号动 乙民的板本刊益鼍 致的
。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路

；弋教育下， 劳动人民亏】T 节约的自觉性日益提高
。
所有这些，

荀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节约开辟 」广 1司的道路。

节约劳动时间过程 中的矛盾

社会主父制度虽然为厉行节约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但是可

能井下等于现实
。

在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时间的不断节约， 决

不是 帆风J】阬的， 而是 千不断实践和斗争的过程，
个不断

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
。

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是无限的
。
在合理开采自然

资源 敲好环境保护， 开展综合利用， 提高产品质量
， 降低生

产费用等方面
， 都有一 个不断实践、

不断摸索、 总结经验的过

程

更重要的是，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 还存

在着同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 这些

不相适应的部分同厉行节约是矛盾的
。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

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克服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盲

目竞争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惊人浪费， 但是， 由于社会主义公

有制企业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因此， 客个企业在实行节约的过

程中， 也就必然会遇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 眼前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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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利益的矛盾，增产和节约的矛盾，质量和节约的矛盾等等，

需要正确加以处理
。

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联结成为一 个整体， 每し

个社会主义企业
， 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 都

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
。

一 个企业中劳动时间的节约，
一 般说

来， 必然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 由于存在两种社

会主义公有制， 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相对独立

也 也会使两者发生矛盾
。 有·时， 从单个企业来看， 它采取的

节约措施对本企业是有利的， 但从全局来看却 是 不 利 的。 因

此，
一 个企业厉行节约， 首先要考虑会不会给国家或消费者或

其他企业带来损失和不便， 要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效果。

二 个企业采取节约措施， 还必须从长远着眼来计算效果。

如菜生产上 一 时的节约会造成长远的损失，
； 就是不可取消。 在

确定基本建设投资时， 超过需要和可能的高标准设施是浪费，

但取消或减少必要的生产设施、 辅助性设施或降低它们的合理

: i: Ī ţ

生产过程中的节约， 是在一 定时间内制造一 定数量和质量

的产品的前提卞
，
对午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 增加生产，

犷大生产规模 ：
一 斑说来， 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

；有利于新技

术 啸 主笔的采用佷因而有利于进仁步节约单位产品的劳动耗

费
'

厉行节约 可以翔向样的人カ、 物カ生产出更多的产晶，

为增加生产创造条件。
自此 增产和节约本来是相辅相成、

, 相

互促进的 但是ł 如果片面地着问题， 增产和节约也会发生矛

盾。 如果单纯追求产量的增加，

的标准 ； 也会造成浪费。

' ネ恰蓦地多增加设备， 多耗费
" ' i839



原材料， 多增加劳动力， 那末，

大幅度上升，结果，产量是增加了， 但是资金积 半个 月6 マ u 閃 ·匕

增加
， 甚至出现产量上升， 积累下降，

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发展的。 如果单纯追求动力
、
原材料和活劳动耗费的节

省
，离开了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那末虽然可以用节省下来的人

力和物力增产 些产品， 但是质量降低的产品不能一 个顶 个

用
， 实际上造成了浪费。 全面节约的观点， 就是要把节约和增

产紧密联系起来，在增产中厉行节约，用节约的办法促进增产。

保证产品质量和厉行节约会发生矛盾是容易理解的。
在产

品的设计
、
生产技术

、
工艺流程没有改进本情况下，

减少活劳

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 这不是。节约。

， 而是。偷工 减料。

， 势必

影响产品的质量
。

正是因为如此， 就有人认为， 强调质量就不

能节约， 节约就不能提高质量
。
这种看法是把节约和质量绝对

地对立起来了
。

实际上， 保证和提高严品质量同节约除了矛盾

的 面， 也有着统 的 面
。
产品质量提高了， 延长了产品的

使用期乩 增强了产品的使用性能， 就是节约了社会的人力和

物力的消耗。
从一 个工厂企业本看， 提高产品质量， 减少了废

次品， 降低了产品返工 回修率i 也是物力和人力的节约以 正确

ロ

劈
专

处理质量和节约的矛盾的关键， 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来改革不合

理的产品设计， 改革烦琐的工序和工 艺， 降低不合理的物资消

耗， 合理选用原材料， 提高物资的综合利用程度 变废为宝等

等， 这样就可以在保证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节约。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的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和两条路

线的斗争， 在节约问题土也会反映出来。 党内外资产阶级总是
2?0

在产量增加的同流 成本也会



；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制度
、 货币交换

、
三大差别，

拼命

发布追求享受
、 贪图安逸

、 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贪

污盗窃、 挥霍浪费不仅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而且是他们在经济

、

域向无产阶级进攻， 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基础的罪恶手段
。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走资

丸 总是极力反对毛主席的。勤俭建国。 的方针， 贪大求洋，
挥

霍人民财产， 不仅给国家在物质财富上造成损失，
而且腐蚀了

一 部分工 人
、 党员

、
千部的思想， 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提

供了肥沃的土壤 为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贪污盗窃、
投机倒

把、
营私舞弊等罪恶活动提供了条件$ 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扩

大了社会基础。 因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不但在经济上能够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对党内外资产阶

J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劳动时间节约的标志

社会主义劳动时间节约的经济规律， 要求不断提高劳动生

产率园
。
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中， 劳动者不断地创造新

�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在 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某种产品的效率即劳动生产力

的高低在数量上的表现 。
耗费同等数量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 或者单位

产品中的劳动耗费越少， 就是劳动生产率越高。
只按生产者的活劳动耗费计算出来

的劳动生产率， 叫做个人劳动生产率。 从整个社会出发， 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时， 不

仅应考虑活劳动的耗费，
而且还应考虑物化劳动的耗费罗 把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

费都考虑在内计算出来的劳动生产氧 就叫做社会劳动生产率。

2 4 1

第二 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



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就是标志着耗费同样多的劳动，
生产出

更多的物质资料， 标志着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节约。
劳动生产

率的高速度增长， 是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决定性环节，
它对于社

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列宁指出

°劳动生产率，

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

。� 社

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归根到底，

是因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比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得多的劳动

生产率， 为国家的日益富强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改善创

造物质基础
。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

来所出现的变化， 最有力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一 论点。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

生产率的因素时指出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 其中

包括 エ 人的平均熟练程胝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 艺上应

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

及 自然条件 。

°@ 马克思指出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 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劳动者从工 资雇佣奴隶开始变身生产

的主人 。
不断地提高劳动熟练程度， 开始成为劳动者发挥社会

主义积极性的 种自觉活动。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培养和

劳动者之间相互学习
、 相互帮助之下，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

《 łii · 二 一 。

乇人大学在主厂普遍推广的情况下， 我国广大劳动

者的キ均熟练程度迅速提高
。

，
� 《伟大的仓举，

。
。列宁主集 第豁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砬第 16 袤

(勿 马克思 く资本论》维维 卷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 镛 5 3 亥
。i ；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工 农业生产上的应

jl ，
已不再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束缚， 而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

串的支配了
。 少敏资产阶 乏专家垄断科学技术的状况也逐渐得

到了改变。 在工 农群众
、 革命千部和专业人最实行" 三结合

。 的

和件下、 科学技术得更加广泛地在生产上得到应用，
并得到更

迅速地发展
。

在社会主义制度T , 生产过程的有计划的社会结合、
生产

学之间的有计划的分工协作、 冲破了 个企业 、

一 个资本的范

围，扩展到各个企业之间
、
各个生产部门之】司和各个地区之 1司

生产资料的利用规模也随着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扩大 自然条件的改造，
就象我国 。大寨

田
。 的建设，

。 红旗渠。 的建造， 黄河
、

淮河
、
海河的治理等工

程所显示的那样， 也以旧社会所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展开。

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开辟了广 阔 的 前

景。
但是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 存在着资产

阶级法权，
在工 人、

农民
、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的队

伍中还广泛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 因此，
社会主义社会中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决不可能是没有阻力的
。

这种阻力主要来自

党内资产阶级 。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和刘少奇
、
林彪

、
邓小

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
在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总是大肆

歪曲马克思主义，
贩卖" 阶级斗争装灰 论

。 和 " 唯生产力论
。

。
他

们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
方面歪曲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对

干深证 新社会制度胜利的作用的理论， 把列宁的观点歪曲为， 似

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压倒 切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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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 另 方面
， 他们又歪曲马克思关于影响劳动生产车的

因素的理论， 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成是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首要因素 鼓吹技术至上 专家第
。

邓小平在一 九七五年大

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 就拼命鼓吹" 生产力就是科学。

， 科技领

域要由资产阶级专家挂帅等谬论。
在他看未，

只有依靠资产阶

挺专家 科学技术才能发展， 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

' 四个现代

比° 才能实现
。 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名阶级 斗 争

史
， 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根本否认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 国他们在劳动生

产率问题上鼓吹。

阶级斗争；息天论。和 '唯生产力论
。

，
就是为了

掩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掩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的罪恶活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重要的， 但决

不是第 位的东西
。 因为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实现， 决不

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 自发地实现 同时， 也只有坚持无

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工业
、
农业

、
交通

运输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持久地
、

迅速地增长。

技术革新在提高劳动生产卒中的作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
。 但是具有 定

劳动经验
、

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 始终是生产力中能

毛主席语录
。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7 年筇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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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
、
最重要的因素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劳动者当家作主，

充满革命豪情， 具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极大积极性和主 动

性。
他们在生产斗争中不仅能够实千

、
苦干。

而且更懂得如何

巧干
。 他们不断总结和积累生产斗争中的经验，

大搞技术革新，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劳动者通过生产

率的 个重要途径
。

改进，而且对干生产资料的利用范围和自然景行四 次迈 桎反 ， 也

有重大影响。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

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
如果不搞

技术革新 下提高学动生产率、 是难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

的
。 在社会主义社会， 技术革新是劳动者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

和集体的生产任务， 并逐步地使生产劳动从沉重的体力劳动转

化为半机械化、 机械化和自动化、 电子化操作的 种重要手段。

通过技术革新， 减轻工 人劳动强度、
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

劳动生产量 的典型事例， 在我国各地比比皆是。 技术革新的重

要作用， 从上海地区的 些材料来看， 也十分清楚

熟悉玻璃制瓶业的人都会十分自然地想起过去制瓶工 人的 三 件

宝" 第 件是 根铁棒。
头伸进通红的熔炉， 头握在工 人的

手中来回捻转。
每个工人每天要挑料六

、 七千次， 许多工 人的手腕

扭伤了筋， 不得不开刀治疗。 第二 件是 条毛巾
。

工 人们将它在冷

水中浸湿， 缠在额头上， 以抵御炉前高温
。 第三件是 双厚达二 寸

的木拖鞋，穿着它以防高温灼伤双脚
。

可是今天， 我们走进上海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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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斗争实践， 大搞技术革新， 是提高劳动生产

它T 仅直接决定书生产工具和生产工 艺的



瓶十厂的制瓶车间， 看到的却是另 番景象 好几种玻璃原料通过

电子秤和 套控制机构， 自动地拌和起来送入加料机 激光液面控制

器根据炉内玻璃溶液面的高低自动控制加料机，使原料均匀地送入炉

内；炉内的料又通过供料机 块块自动地送入制瓶机，
只只瓶子做

好后
， 又被机械手抓到传送带上， 送入退火炉。

这 切， 都由 台

电子计算机控制着。 在工 人们自己动手搭起来的简易机房里 ，只见各

种指示灯闪闪发光，
工 业电视机屏幕正 显示着机器的运 转状况。

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先后进行了四次比较大的技术革新， 从

手工 操作到半机械化，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 从机械化又到电子化
。

工 人同志高兴地说 。过去制瓶是 头点手动浑身摇， 十个指头烫满

泡， 送瓶还要两腿跑，劳动强度实在高 现在制瓶是 按电钮， 看落

料， 瓶子围着机器跑， 生产飞跃人欢笑。

。 该厂 196 6 年的年产量是

千三 百五十八吨 ln 7 4 年达到了三千 百吨 过去每台制瓶仉是七

个人，
19 66 年实现了半机械化， 每台机减少到四个半人， 现在实现

了电子化， 个人可以管两专制瓶机。

，

上海手套行业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是。 三老 杂。的烂摊子， 即厂房

老， 设备老， 产品老， 机器型号杂。
整个行业技术条件很差 全部部

是手工 操作，
工 人操作时要手摇、 脚跳、

O 数、 脑记，劳动强度高，

生产效率低， 个工 人每天生产四
、

五打手套， 要摇三万多次， 成年

累月造成工 人" 肩膀有高低，手臂有粗细。

。 自从 1 9 5 8 年大跃进以来，

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手套行业广大工 人发扬了敢想敢干

的革命精神， 先后把手掘手套机革新为电动、 半自动、 自动、
全自动

手套机， 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劳动生产率提高二 十多倍，行业总人数

减少三分之二
， 总产量增长了四倍。 在此基础上， 他们继续不断地

向技术革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又试制成功了电子数字程序控制手套

机 ，产量比半自动手套机提高十二 点六倍。 群控手套机投产后， 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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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扩大了九倍， 每人的班产量提高十倍， 挡车工劳动力可节约 9 0 % 。

这 切， 正如工 人同志所说 。革新没有顶，
潜力无止境。

大千加巧

千， 面貌日日新
。

。

技术革新促进了机器
、 设备和工具的改进，

提高T 生产机

械化
、 自动化和连续化的水平; 促进了产品设计的改革和生产

工艺的改革； 也促进了原材料的改革， 用废次村料代 替好材

似 用资源多的原料代替资源少的原料。
这一 切大大地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 大大节约了原料、
材料、

设备和劳动力。

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
也充满着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和两

条路线的斗争。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
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在技术革新问题上， 大搞" 洋奴哲学。

、

。爬行主义
。

，
推行

条卖国投降路线。 在他们看来，
要搞技术革新，

只有从洋人那

里购买专利， 进口机器设备，才搞得成功，
否则是不行的。

邓小

平在他炮制的名为。加快工 业发展
。

，
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

《条例》中，
说什么在我国实现

。

四个现代化。

，
要靠多引进

。 外

国的先进技术。

，
要靠外国供应

。 现代化的成套设备。

。
如果按

照邓小平这 套搞下去， 中国就会变成帝国主义
、
社会帝国主

义的经济附庸。
邓小平这 条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 线，

同

毛主席的
。

独立自主 、
自力更生。 的伟大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

的。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

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
叫做自力更生

。

。 国 毛主席关于独立 自主
、

勾 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

岌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均67 年横排本 ， 第 10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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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 系列指示，
旻计刘少奇、

林彪
、

邓 小平推行的卖国投降路芋 的说利批判，
为我国技术革新指明

丁方向 极大地美锋T 我国工人FT挺、
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

最的积慢性加刨造性 有力地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开展。
我们强

闾坚持自力更生， 并不是 概拒绝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 对干

句适合我国生产发展实际需要的外国新技术，
都应当学习和

采W
. f日旻我fl卜 须立足千自力更生，

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盲目的有选择地学习和采用。 对待外国新技术，
要秘鲁迅先生

听说的那样 要运用脑髓， 放出眼光，
自己来拿

。

，
拿来之后，

或使用， 或存放"

。 对于引进的样品
、
样机和其他技术，

经过

批二 用三改四刨 为创而学. 洋为中用，
才有利于我国的建

设

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地搞技术革新，
就要充分相信和依靠

广大工 人群众。 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相信群

众的智慧和力量， 强调科学技术特殊、 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只能

依靠少数专家， 不能依靠广大群众，
不能搞群众运动， 这是完

全错误的
。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

工人群众是工 厂 的主

人， 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生动的、
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只有

坚持群众路线， 放手发动群众 大搞群众运动
，

才能把群众的

革命干劲
、
革命毅力

、
革命智慧， 也就是工 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

根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 使技术革新蓬勃向前发展。 在党的领

导下 实行工人群众
、
领导千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台，是党的群众

路线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的体现。
我国的技术革新已经从厂内的

'

三结合。发展到厂外， 实行工厂、
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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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 设计单位
、 制造单位和使用单位的 。

三结合
。 等多种多

样的形式
。 这些不同类型的。

三结合。

，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是人们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相互关系的生动体

观。 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坚持实行''
三结合。

、
冉不断完善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 充分发动群众，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还必须贯彻土法上马
、
土洋结合的

。两

条腿走路。

的方针。 只看重洋的，
看不起土的，

实际上就是把

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革新的门外。
实践证明，

只有土法上马，

土洋结合， 才能最充分地动员群众。 广大工人群众的各种革新

创造， 是他们根据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 总结自己成年累月的

生产实践经验， 依靠自力更生的土办法创造出来的。
土办法

般具有比较简便易行， 可以因地制氲 就地取材，
花钱少， 上

马快， 收效大， 便于推广等特点和优点。
坚持土法上马，

能更

好地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调

动起来， 为广大群众参加技术革新开辟最广阔的天地。

以上海羊毛衫行业为例。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千扰

下， 为了追求" 象样。

、

。正规。

， 靠少数人关门搞自动化，搞了几年，

一 直搞不出来。
1 9 7 3 年， 有家羊毛衫厂的两个青年电工

， 从生产实

际需要出发， 土法上马， 仅花了七十二 元， 创造了 种 " 光 电控制

箱。

， 使四种操作实现了自动化
。

由于花钱少， 收效快，
工 人十分欢

迎、
半年时间，

就在全行业 千五百台织机上迅速推广，使生产效率

提高 1 5 % 以上。
1 9 7 4 年以来， 这种简易程序控制又在全市轧钢、 锻

压、 金属切削、
橡胶等二 十个行业逐步推广使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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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事例生动地证明， 土办法土生土长，
深深扎根于生产

实践的土壤中。 它同群众血肉相连， 具有强大的生命カ。 恩格

斯早就说过，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 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
の

从生产实际出发搞出来的简易的土办法， 是符合生产技术发展

从低级到高级曳 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的。
我们强调。土。法

上马， 决不是排斥。洋。法。 所谓。土。和°洋。都是相 比较 而 存

在， 相斗争而发展的。 不立足于土， 崇洋排土，
结果是什么东

西也于不成。 只有在技术革新中， 坚持土法上马，
土洋结合，

才能充分发动群众， 搞得轰轰烈烈， 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 如

果不是这样， 就会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 就会人为地造成许多

限制， 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革新的大门之外， 从而大大挫伤

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技术革新必然冷冷清清， 结果是少慢

差费。 所以， 要不要坚持贯彻执行土法上马， 土洋
：
结合 的方

针， 实质上就是要不要群众运动，要不要多快好省的重大问题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协作和竞赛

：：社

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 个重要因素
。

协作便是生产过程中社会结合的 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 马克思

说名

《

许多人在同丁生产过程中， 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
过程中， 有计划地 起协同劳动， 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 园

の 趸格斯， 诣 然辩证衣 久薩出版社南į 阜磕
， 峯1姓丸

园 马克思 〈资本论〉第 i；卷
。
飞马克恩惠格斯全靠}圳2 3 卷，

，第ヨ62 页 。PSQ



这种协乍
， 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范围。

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 是工资雇佣劳动者能够聚集在

一 起进行协作的社会条件
。 资本主义制度下协作的特点是 劳

动者之间的协同劳动、 受到资本的强制。
资本家发展协作的目

的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这种资本

主义协作， 必然激起劳动者的反抗、 并发展为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之1司的斗争
。 同时， 协作的范围要受资本规模的限制。

就

个别资本来看，资本主义协作是有计划的，
但从整个社会来看，

生产和交换都是无政府状态的。
在不同的工厂、

国之间， 协作是依靠订货合同来维持的，
因此，

是极不稳定的
。 资本家的唯利是图

、
损人利己、

质， 决定着资本主义企业之间， 必然是尔虞我诈、
弱肉强食、

相

互倾轧， 常常使这种协作关系中断和受到破坏。

社会主义协作否定了资本主义协作中那种资本强制劳动的

关系和无政府状态， 它反映了人角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形成的相互支援的新型关系。 社会主义协作的目的是为了生产

更多的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

它能够突破 个企业的局限，

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 在不同企业
、
不同部门

、
不同地区之

司有计划地进行。

。 厂 一 角，
百厂协作， 厂 件

，
百 厂 成

线。

。 社会主义大协作所产生的力量， 决不等干许多企业生产能

力的简单总和，
而是创造了 种新的更大的生产力

。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
。

列宁指出 。 要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 部分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

提高，
就必须使这部分的生产专业化， 使它成为 种制造大量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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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因而可以 (而且需要)使用机器等等的特种生产。

。
：n 企业之

司组织起来的通常引为。 条光 的协「f关系，
为企业之l ]相互

结合
、

相互促进刨造了条件 有刊于实现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

比 有利于克根在 个企业的范围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迅速突

砬生产中的薄弱环节 以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
江苏省常到市工业部门广泛发 动群

众 认真总结经验， 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

断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
建立和发展了手扶拖拉机

、

灯芯绒、 卡叽布、 印花布、 化学纤维、
晶体管收音机、

玻璃钢制品
、

塑料制品等八条生产协作线， 改变了过去那种工 厂。小而全。 工 艺

重复， 力量分散， 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使常到市的工 业面貌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 1 96 6 年到 1 973 年，
工 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

增 15 % 以上 在这八年间， 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原有工 业

固定资产总产随的五倍， 相当于同 时期国家投资总额的十 倍。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干集中必要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在基

本建设和行业技术改造等方面， 完成 千企业
、

个部门
、

个地区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的任务。

上海石油化工 总厂的建设， 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 曲 凯歌。 这

个解放以来上海市最大的建设项目， 在全市二 十三个局
、
二 十三个设

计单位， 几十万人的共同会战和全国各地大力协作和支援下，从19 7 4

国 《论所谓市场问题》
。

《列宁全集》第 1 羝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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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破土施工 打下第 根基础桩算起， 仅仅用了 年零 九个

月的时间， 就使六个生产厂
， 四个辅助厂， 以及为这十个厂服务的

海上却油码头
、 污水排放隧道、 金山铁路支线、

黄浦江大桥、
生活

区和商业
、 学校

、 医院等， 神话般地从昔日潮来 片汪洋、
潮退满

地泥泞的海滩上矗然兴起， 并使十八套装置中的第 套装置点火生

产

上海纺织工 业约行业技术改造是体现社会主义协作优越性 的又

例证
。 解放以来，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有关领导部门的主持

T
, 全行业的技术力量集中使用， 每年突击解决 、

二 个薄弱环节，

每打 仗，就使纺织工 业前进 步
。

J9 7o 年 改造了全市的细纱机 ，

使每只锭子的棉纱单产从三十五公斤提高到四十三公斤
。

1 9 7 1 年打

了 场发展合成纤维的 。人民战争。 使合成纤维的生产能力翻了

番。
19 72 年， 进行了 场制造阔幅织机的会战，

使全市高效率的阔

幅织机增加 点六倍
。

】9 7 3 年和 19 7 1 年集中力量发展涤纶 ，
19 7 4 年

涤纶印染布的产量比 1 9 6 5 年猛增四十二 倍
。

由于通过社 会主 义 协

作， 集中力量在行业技术改造方面打歼灭战，
解放二 十六年来， 上海

纺织工 业系统基本上没有建设新厂，
还根据国家需要 先后外迁和

转产了八十多家工 厂 ， 纱锭减少 2 5 % ， 布机减少 18 % ， 职工 减少

1 2 % ， 而产值却比 1 9 49 年增长近四倍， 为国家积累的资金， 相当于

国家对上海纺织工 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六十二 倍
。

由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商品制度， 社会主义企业之

间的协作关系还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协作关系， 因

此
， 它也有二 重性。 它既是 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企业

之间相互支援的新型的协作关系， 同时又仍然要遵循着等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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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原则， 仍是一 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
社会主义

企业之间这种客观存在着的金钱关系和买卖关系，
是在协作过

程中产生讲条件， 顾本位， 只愿当主角，
不愿当配角， 只图自

方便， 不顾别人困戴 甚至以都为壑等资本主义协作关系的

经济基础。 因此， 社会主义标作的发展过程，
不能不是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
这是公有制同私有制的斗争在协作

关系上的反映
。

开展社会主义协作， 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
以阶

级斗争为纲来处理协作中的问题。
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乡 自觉

遵守国家的各项财政制度， 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各 项 经 济 政

策。 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 国营企业相互之间和集体企

亚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中， 都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 实行合

理计价ł 都要严格执行合同ļ 保证按品种
、 按规格、 按质量

、

按数量
、 按期限地完成协作任务

。 同时：要提倡°龙江 。风格，

用困难促进自己 把方便让给别人， 使共产主义的协作风格日

益发扬光大。

Ł,

: S J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半的社会结合， 不仅表现在在'

。协
作， 而且表现为社会主义竞赛。 社会主义竞赛这种生产过程中
的社会结合形式， 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

。 它的出现，

表明久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已发展到了一 个崭新 的 阶

义燾鎏 古ıl國 ) M

：
社 会 主 义 竞 赛, ' ； '

： \ 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



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
百分之九十九的

劳动者的进取心
、

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 竞争也就 是 排 斥 竞

羝 ：而代之以金融上的欺诈、
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谀逢

迎
。

。� 这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竞争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弱肉

强食规律， ， 它的原则是先进者打败落后者，

础上扩大自己的地盘。
：竞争是商品生产 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

制基础上的商晶生产的产物j 屯不仅加深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而且 ， 由于资本家总是靠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来增强它的竞争

能力的， 所以它也必然要加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 ° 比先进， 学先进， 赶先进， 帮后

进。

， 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社会主义竞赛这种崭新的历史

现象ļ 只有在无产\ 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 当了

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以后， 才可能出现。 它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产物， 体现劳动人民根本荊益的一 致。 列宁指出 《社

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
反而破天荒第一 次造成真正广泛地

、

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卖的可能， 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

标 个工 作舞台上来， 在这个舞宇上 他们能呷大显身手， 施

展自己的本领，
发挥自己的才能。

。园

粪国的社会丰义竞赛， ；
是在党的领导鳥

；

贯彻执行，党的建

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 - 种群众运动的形式
T 奏竞赛过程中， 通

过比学赶帮， 把群众创造的最新技术和先进经验， 及时推广到

各行业以至全社会。 所以，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对于社会主义生

t 'į Ţ

� t 怎样组识竞赛了·' "宁选集 #第 3 卷， 久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3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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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
劳动生产萃的提高、

都有限大的促进

作用
。

社会主义竞赛是生产斗争的一 种广泛的群众运动，
是正确

处理生产中先进和后进矛盾的 种重要方法。
通过企业和企业

之间比先进， 找差距， 发现先进和后进的典型$ 再在各个企业

内部掲矛盾， 首先是揭露企业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然后群

策群力来解决矛盾， 变后进为先进，
使先进更先进。

在社会主

义竞赛中，

{'

种矛盾克服了，
又会产生新矛盾，

又是这样去

竞赛。 这样， 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

。 园

19 7 0 年， 上海报纸上发表了 《第 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

调查报告》
， 把上海水泵厂厂大， 条件好，

群众没发动， 生产上不去

的情况， 同第 水泵厂厂小， 条件差， 发动了群众， 把生产搞得热

气腾腾的情况， 进行了对比
。

调查报告的发表， 在上海水泵厂引起

巨大反响。 广大干部和工 人群众再也坐不住了， 怀着迅速改变落后

面貌的强烈愿望， 掲矛盾， 找差距，
下子提出了三 百多条改进意

见 厂的领导干部也端正 了路线， 改进了作风， 深入群众， 发动群

众。 在全厂千部、
群众的努力T ,

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
。
从 1 9 7 0 年

到 1 9 7 4 年的四年中， 这个厂生产连续跃进， 年产值每年 递增 2 0 %

左右， 现在 年的产量， 就等于四年前的两倍半， 品种也扩大了

倍半。
过去不能生产的压力高、 流量大、

扬程远的新产品， 现在也

已经成批投产。

毛主席语录
。
转引自19 55 年 5 月 2 4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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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T ,
同商品关系相联

系的竞争关系和金钱关系也会必然反映到社会主义竞赛中来。

所以，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就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国
。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竞赛单纯地看成是完成生产任

务的手段， 总是使支配资本主义竞争的利润挂帅、
物质刺激那

套东西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泛滥， 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腐蚀广大职工 的思想。 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
邓小平 类提

倡的所谓竞赛， 奉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和物质刺激

原则， 其核心是 个 '钱。 字， 名为竞赛， 实为赤裸标的资本

主义竞争。 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过

程中， 发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共产主义风格， 坚决同利饲挂

帅、
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 使竞赛沿着社会主义的

轨道健康地发展。

国 苏联三十年代出现的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 就是由工人群众掀起的社会主

义竞赛。
在这场竞赛中， 苏联工人阶级表现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

力地推动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 。 但是， 在组织竞赛的过程中， 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

治挂帅， 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相反， 把奖金作为刺激运动发展的手段， 结果，

扩大了物质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 助长了追求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 使社会主义

的相互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的严重腐蚀，

的道路
。
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胡1.

从而使斯达汉诺夫运动终于离开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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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第一 节 经济核算的二重性

经 济核算是厉行节约 的重要手段

经济核算是生产发展的产物。
社会生产发展到一 定阶段，

就会产生对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加以记录、
计算、 分析和对比

的需要 。
这种对生产过程 (或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耗费和生产成

果进行记录、
计算、

分析和对比的活动， 叫做经济核算， 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簿记或算账 。
在个体生产者那里 ， 这种核算往往

只在生产者本人头脑里进行， 是比较简单的。
生产过程越是社

会化， 经济核算的重要性也越是增大。
马克思指出 《过程越是

按社会的规模进行，
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 作为对过程的

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문必要 因此， 簿记对资本主义生

円 比对手工 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 对公有生产 ， 比

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 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

核算不同的，
但是这种核算仍然同商品货币联系在 起， 同旧

� 马克思 ， 《资本论〉第 2 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4 羝 第 1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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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又没有多少差别。 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经济核算同旧社

会没有多少差别的 面， 大搞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 复辟资本

主义的。 为了有利于同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作斗

争， 我们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和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经济核算的界限
。

在资本主义私有加条件卞
：；

经去算红受资本主业基本经济
规律的支配

。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 即剥

削工 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 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总是服从于资本

主义生产这 目的， 务求以最小的资本支出， 去获得最大的剩

余价值
。 譬如，

· 新技术
、 新工 艺的采用， 可以节约原材料， 提

高劳动生产率， 也就是说， 可以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可以

节约劳动时间
。 可是， 这只有在它能够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

余价值的情况下， 才会被采用
。

如果说， 多雇佣 些廉价劳动

力， 比来用新技术、 新工 艺更能节约资本支出， 替资本家带来

更多的剩余价值， 那末， 尽管新技术、 新工 艺可以节约劳动时

间， 资本家也不会去采用它
。 这种情况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对

已经实现的 、 物化在商品 中的劳动， 旻异常节约的。 相反地 ，，

它对人 ， 对活劳动的浪费， 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 它

不仅浪费血和肉， 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 。

》 �

ì坤 日本九州南部有卜分水俣镇，有一 家垄断资本新日本氮肥公 司专

门在这 里隼だ氯乙烯和醋酸乙烯。 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提取更高的

� 马克思 iÈ ¢资本论》第 3
：
卷

。
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5 羝 第 10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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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从 1 9 5 0 年以来，

化剂工 艺
。
结果，使大量含有甲基汞的毒水、

废渣排入 水误沽， 优 \

水严重污染， 鱼类大量中毒
。

水保镇的居民吃了这类鱼，开始是口齿

不清， 步态不稳，
面部痴呆， 进 步就耳聋眼瞎，全身麻木， 最后是

精神失常， 身体弯曲， 唛pq死去。
水俣镇五万居民中，就有 万多人

得了这种病， 因而通称这种病为" 水银病。

。
经过调查，找出病源以后 ，

资本家还千方百计将调查结果保密， 并勾结当局， 拒不改变工 艺，致

使" 水俣病。在日本各地蔓延。

: / 7 13

日本。水俣病。 的蔓延， 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节

约，实质是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

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更不可能有什么

节约
。

周期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下降，失业人

数增加 ，
大批的劳动力和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 劳动所创造的

物质财富被大量地销毁摔。
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大量浪

费， 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在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核算受到资

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 ， 个别企业生产中劳动时间的节约同整

今社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巨大浪费同时并存。
这种矛盾j 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
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T , 经济核算受到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

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 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

需要
。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

通过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 促使社

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

不顾工 人和居民的健康和生命， 采用了汞催

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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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同氐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
不仅能够在各个企业内部进

行， 而且
， 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能够在整

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进行， 这就使得人力
、

物カ和财力有可能在

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从而更好地实现节约， 更

多地
、 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作为全面节约、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

义经济的手段
， 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

由

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 致， 因而社会

主义企业中的经济核算， 不仅是专业人员的工作， 而且是广大

群众自觉参加的 项经济活动
。 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班组核

算、 经济监督组织和经济活动分析会议多 便是群众当家理财，

进行经济核算的一 些重要形式
。 ) 1

,
，职*；， ' 。 丳イ 多

；ţ， 劳动群众参加企业妁经济核算活动，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

要求的，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劳动群众对生产过程

最熟悉， 他们长年累月战斗在生产第二 线j 对于自邑那部分工

作的状况最清楚， 对增产节约最有发言权
。 在工厂企业中， 工

人参加班组核算， 参加车间和全厂的经济活动分析， 以主人身

份当家理财， 不 但 可 以使经 济核算发挥更大的作用， 推动增

产节约运动更迅速地发展， 而且可以督促企业领导按照党的路

线、
方针和政策办事， 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道\ 健康地前进。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在依靠劳动群众的同比 也要求注意发

挥专业人员的作用， 把群众核算和专业核算结合起来 o 专业核

算人员同企业各车间く 各班组进行接触
， 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全

面情况 比较了解。
因此乡 劳动群众同专业人员结合在一 起，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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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实现全面节约， 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地不断向前

发展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

经济核算是对生产过程中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进行对比和

核算。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

的统
。
在直接社会劳动过程中， 劳动者要消耗 定种类和数

量川逝用价值， 同时又有计划地创造出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各种使用价值， 因此，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就要核算使用价值
。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 劳动者除了把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旧价值

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以外，
还创造出新的价值， 因此， 社会主义

经济核算又要核算价值
。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 构成社会

主义经济核算的两个方面
。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指标， 不论是反映生产成果方面

的核算指标， 还是反映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 都同时具有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不同的侧面。
在反映生产成本

方面的核算指标中， 产品品种
、
产量和质量， 就是使用价值的

核算指标3 而产值和利润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
。 对于社会主义

企业的生产成果，
我们必须同时从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方面

去进行核算和衡量。 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在产品品种
、 产量

、 质

量和产值
、
利润这些方面全面地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核算

指标， 才能说， 它的生产成本， 不论从实物形态或者价值形态

方面
，
都为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在反映企业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中， 也具有使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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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方面。 例如， 原材料消耗定额、
辅助

材料消耗定额和设备利用系数等等， 就是使用价值 的核算指

标多 而象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金额， 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 社会

主义企业只有既在实物形态上不超过各种原材料和辅助材料蚵

消耗定额， 不低于各种主要设备的利用系数， 为国家节约各种

有用的物质财富， 又在价值形态上努力实现可比产品成本降低

金额， 为国家节约社会主义建设资金， 这时才能够说， 它的生

\
.  

ľ  
m

产经营， 已较好地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节约原则。

社会主义企业通过价值核算， 把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ゴ 都

按照统 的货币价值形式放到 起， 以便对它的整个生产成果

和生产耗费进行综合对比， 分析造成增减变化的主客观因素，

促使全面节约各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从而生产出数量更多
、

品种更丰富、 质量更高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ら

核算价值歹 是为了更多. 更好地创造使用价值。 从这一 方面来

讲，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是统 的
。 但是， 使用价值核算

和价值核算毕竟是两种不同角度的核算， 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示

盾。 这种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对立统
， 就是社会主关

经济核算的二 重性。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 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

矛盾的表现。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 是为着保证满足国家和亲
民的需要， 因此， 国家必须对国营企业下达各种使 用价 值 指
标。 但是， 社会主义生产又还是商品生产

， 国家在下达各种使

用价值指标的同时， 还必须下达各种价值指标
。 国家下达给名

个国营企业的产值\ 上缴利润等价值指标， 是综合性的指标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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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家下达的产品品种、
产量和质量等使用价值指标， 则是分

1别类的指标； 而且，
由于国家计划不宜管得过死， 国家对某

些产品往往只下达产品的大类指标，
而不下达具体的品种、

规

格。
这就会使得国营企业完成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和价值核算指

标的情况参差不齐，
甚至很不 致， 往往出现企业按照使用价

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 但是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则未实现3 或者

企业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
但是按嘿使用价值核算指标

则未实现等情况。

价格的变动也会引起价值核算和使用价值核算的矛盾。
以

生产耗费的核算为例，
往往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一 种产品所耗

费的原材料成本， 从使用价值来核算，

量上， 全部实现了定额指标， 或者还有所减少$ 但是，
由于原

材料调高了价格， 从价值来核算，
它就会表现为原材料的成本

金额上升了
。

同样，
以生产成本的核算为例， 也往往会看到另

种情况 定时期内的企业经营成果， 从使用价值来核算，

表现在实物形态上的产品品种和产量等等都全部实现了核算指

标。
但是，

由于产品调低了价格， 从价值来核算， 它以货币形

式上缴的利润却完不成计划。 这些情况表明， 使用价值核算和

价值核算会由于价格的变动，
沿着不同的方向运动而发生着矛

在价格变动的条件T , 会引起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

矛盾， 那末，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会不会发生使用价值核算

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呢? 由于价格水平的高低， 并不一 定反映生

产中劳动消耗的大小， 同时， 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是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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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 而价值则是经常变化的，
所以，

有的时候，
它也会发生使

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沿着不同方向运动的矛盾状况。
例如，

'

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
只规定了大类品种，

而没有规定

具体品种， 并假定这些具体品种的价格也没有调整过。
但是，

由于各个具体品种之间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 有些价

格高于价值， 有些价格低于价值。
因而在同样完成这些大类品

种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的情况下，
· 从价值核算来说，

生产那种

价格高于价值的具体品种，

价陜氐于价值的具体品种，

类在价格没有变动的条件下， 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

矛盾运动情况，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也是常常会碰到的。

在价值核算中， 成本、
价格、 利润这些价值指标， 是同商

品相联系着的。 资本主义经济核算要利用成本、 价格和利润这

些经济范畴，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也要利用这些经济范畴。 虽然

所有制不同T , 但是这些范畴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 体现的

是资产阶级法权。
它的基本特征都是以价值及其转化形态作为

统プ 的尺度来衡量条件不同的生产单位， 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

事实上的不平等。 这同旧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 社会主义企

业利用价值核算， 是为了更好地节约劳动时间， 生产更多更好

的为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
， 价值核算要受到使用价值核算这

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支配
。 当着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发生

矛盾的时候， 要求社会主义企业保证完成产品品种、 数量和质
量等使用价值指标 ：在这个前提下， 也要通过正 当途径， 努力

以争取同时完成各项价值指

产值指标比较容易完成多 生产那种

产值指标就比较难以完成。

：诸如此

增加产值, 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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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可是，

在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 党内走资派也可以通过推

行" 产值第 。

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产值第
。

、

。利润挂帅。 的支配下， 企业

必然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不顾社会劳动的合理利用，

不把

国计民生的需要放在第 位，
而把追求产值和利润放在第

位。 这样 就必然冲击国家计划， 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

并使某些商品供不应求、 另 些商品则供过于求， 使社会生产

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尖锐化。 在这种情况下
，
随着价值核算

代替使用价值核算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经济核算的性质也就

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了
。

商品制度下的这类矛盾， 总是会不断地出现的。 但是， 只

要我们有 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并且紧密依靠广大工人阶级

和贫下中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批判党内资产阶级，

批判修正 主义， 那末，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 就

定能够得到正确的处理， 使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沿着健康的道路
ī

不断向前发展。

上海货车制造厂生产的三十二 吨矿用自卸重型载重汽车，是矿区

迫切需要的运输车辆。 过去，在刘少奇崇洋媚外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

下，外国资本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欺侮我国不能生产， 用拒绝供应

零配件的办法来卡我们。 个时期，造成矿区的许多进 D 车因零配件

供应不上，动弹不得， 成了废铁。 上海货车厂的职工
， 自力更生， 奋

发图强， Ť  19 69 年造出了自己的°争气车。

， 支援了矿业生产
。

三 十

二 吨载重车正式投产以后，产量年年增加， 但是零配件却增加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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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八八六矿就因为国产重型车配件供应不上， 只好使部分车辆瞪大

觉。 他们说 。有了国产 ·争气车·

，支援我们
·大打矿山之仗'

， 狠狠抑

击了帝
、 修、 反。 现在零件供应少了，

却又拖了我们矿业 生产 的后

腿。

。 货车厂的职工 去矿区访司，亲眼看到这个情况，
震动很大，就愛

查了本厂零配件生产的情况，发现确实存在" 重整机
、
轻配件。的现象

。

为什么会" 重整机
、 轻配件。 呢? 原来是" 产值第

。 的流毒所造成

因为同样 辆三 十二 吨载重车的全套零配件，
如果装配成整车(鱷

弟厂制造的协作件产值计算在内)， 产值就要比按 件 件零配货爨
算大十多倍。 所以， 当着有些同志提出要把车间里准备装配的二 十巍

整车的全部零配件送去支援矿区时，就遇到了阻力。
两种意见经过筝

如 大家认为， 把价值核算放在首位，
只顾片面追求产值， 不顾国菜

建设需要，那是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 种表现，
定要批判。 社会生

W

义经济核算首先要从使用价值方面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 把二 手巍

车的零配件送到矿区，用来修配旧车， 所能发挥的使用价值
， 就不止

二 十辆，而是几百辆罗 而且就是从价值方面来看， 几百辆重型车开动

起来，使矿区增加的产值， 以及钢厂因得到更多矿石原料从而增加的

产值， 比起货车厂 个厂所减少的产值未，那也不知要会高出多少倍
。

货车厂的职工 统 了思想， 高高兴兴地把二 十辆车的零配件送到了介
区

。 与此同时，还对 19 7 5 年各种载重车的零配件生产作了重新安排i

比上年增加 4 o % 。 年度结束时， 这个厂的总产值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相反， 还比上年增加了3 0 % 。

江苏省清江市清江胶鞋厂原来是生产" 解放鞋。 的弄堂小厂，后来

上级要求这个厂在搞好°解放鞋。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全胶鞋， 供应城

乡市场。 生产什么全胶鞋呢? 有的认为，苏北农村旱田改水田的面积

不断增加，应该生产广大贫下中农急需的价廉物美的防滑靴。 也有人

弄不好要赔本，不如生产产值高、

认为，防滑靴工 艺复杂， 产值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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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大的 般胶鞋。有个千部还到外地加工 了 批这种 般胶鞋的铝

楦头，建议立即生产这个品种。 通过调查研究， 他们了解到目前生产

产值较高的 般胶鞋的工 厂较多，产品供应充足， 而防滑靴农村迫切

需要，厂里有人不愿生产， 这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在有

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빡? 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只顾产值
、
利润， 不顾人

民需要呵1 于是，全厂职工 作出了生产防滑靴的决定。 防滑靴投产以

后 ，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十分畅销， 各地商业部门不断要求增加订

货。 在各方面的促进下，这个厂既从使用价值方面满足了贫下中农的

需要，又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价值指标。

有人认为， 多完成 些产值和利润， 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

作出的贡献， 并没有揣进个人的腰包， 怎么能够算错? 这种看

法是不对的。 个社会主义企业 ， 如果是以产值和利润的高低

来指导生产， 不顾人民需要， 不顾国家计划， 那末， 不仅从根

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鼽 而且也会造成社会劳动的巨

大浪费， 给国家带来损失。 因为，； 企业为了片面追求产值和利

羝 只生产了产值高
、

利润大的产品， 而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却

没有按照计划生产出来， 这样， 按照计划需要这类产品的企业

却得不到这类产品， 就会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同这类产品相联系

的 系列企业停工 待料， 造成社会劳动的严重浪费。 另 方

面， 社会不需要或者并不急需的产品却成倍增加了， 这一 部分

产品只好放到仓库里如 这又会造成大量资金的积压
。 在社会主

义条件瓦 不论是全 民所有制企业， 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都

不允许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 按照产值的大小
， 利润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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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生产方向上的改变，
去生产非本企业计划项目的产品

。 但

是， 只要商品制度存在， 将较多的资金移用去生产本企业计划

项目内的某些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 在集

体所有制单位中， 这种情况就突出一 些。
这种情况， 反映到市

场上来， 就会在供求之间造成。缺口
。

。
这种°缺口

。

，
正是滋生

城乡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
一 批 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从

这块土壤上滋生出来， 进行套购国家和集体的物资， 从事长途

贩运
、 转手倒卖

、 哄抬物价以及损公肥私
、
营私舞弊、 贪污盗

窃
、 行贿受贿等资本主义活动。

无产阶级如果不同这 类现象

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企业就会蜕化变质力资本主义企业3 社会

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

因此，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过程中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

的矛盾， 归根到底， 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只有抓住两个阶级、 两

条道路斗争这个纲， 才能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这种矛盾， 使经

济核算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经 济核算制是管理 社会主义企业 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 对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

管理， 先后曾采用过两种制度 种是， 国家对国营企业(主要

是工业) 采取全部集中管理的供给制的办汍 即工厂需要的生

产资料和˜ 切生产费用， 根据实际需要
， 都由国家供氪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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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计价地归国家统一 分配。 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实

行过这种管理制度。 它对于保障当时革命战争的供给乡 起过积

极作用。 但是这同和平时期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同社

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适应的，
它不利于充分调动企业改

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所以 苏联在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

就根据列宁的倡导， 逐步改行了另˜ 种管理制度，
即经济核算

制的管理制度。 列宁明确指出，
经济核算制应当是经营所有国

营企业的基础
。 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 对社会主

义性质的公营经济也曾实行过供给制的管理制度。
九四二 年

以后，
一 切农工 畜运商业开始实行企业化， 逐步改行经济核算

制。 全国解放以后， 政务院立即颁发有关条例， 对国营企业逐

步清产核资， 全面推行了经济核算制的管理 。

那末， 什么是经济核算制呢? 简单说来， 经济核算制， 就

是 种既保证 国家的统 领导， 又给予企业以相对独立经营的

经济管理制度。 这种经济管理制度， 是同商品制度联系着的。

经济核算制管理既要求社会主义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

对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东西， 从实物形态上得到补偿， 又要求

通过货币来比较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 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

抵付支出， 从价值形态上得到补偿，并保证 向国家上缴赢利(包

括利润和税金)
。

经济核算制作为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 种制度，

反映着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企业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和企业

之间一 定的相互关系。 下面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关系。

(一 )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 这是吖 种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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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同企业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关系。 毛主席早在- 九四二 年指

示所有公营经济建立经济核算制的时候，就提出了°统 领导， ļ

分散经营。 的原则。 统一 领导，就是企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

做到统 认识
， 统一 政策， 统一 计划，

统一 指挥， 统一 行动，

全面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 分散经营， 就是企业运用

国家拨给的生产资金，按照国家布置的计划任务，来组织生产

供应和销售活动
。 每 个国营企业在经营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各自计算盈亏， 依靠企业本身的收入来补偿支出， 并为国家提

供积累
。 奥体说来，佐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

存在这样 些关系

国家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计划， 拨给各个企业 一 定的资金，

下达各项计划指标多 各个企业根据国家的计划要牝 妥善地运

用资金，合理地组织生产，全面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计划指标，

而不能擅自修改计划。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需要，统一 规定产品的价格，

重要产品并由国家统 分配
。 企业必须以不断提高劳 动 生；庶

率、 降低成本的办法来增加收入
、 增加积累

， 不得随意更动价

企业应按国家规

也应按照国家的
乃匕足 使 用 。

一 侧 画营企业的职 工
， 由国家按照计划进行分配 y ，

企业无权自行招收或裁减人员。 企业的工 资制度也由国家统
规定， 不得自行改动。

但是， 各个企业的状况是千差万别
、 异常复杂的į 国家丕

可能对什么事都统 起来， 而且统得过死也会束缚企业的经营
7 2�

格。
切国营企业的纯收入

夕 都属国家所有
。

定! ； 纳税和上缴利润。 企业 自留的折旧资金
，



积极性。 因此，国家的统一 领导必须同企业的分散经营相结合。

在国家的统 领导下， 企业具有 定的经营独立性， 在银行中

有自己独立的帐户， 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规定产品的基础上，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同别的企业另行订立经济合同，

并各自以独立的经济单位的身份结算往来账目。

" 统 领导，
分散经营。

， 体现了社会į 义国家和国营企业

之间的关系. 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 个重要方面。
刘少

奇、
林彪

、
邓小平 伙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总是竭カ

反对 " 统 领导， 分散经营。 这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管理

的原则。
他H 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简单。

、

。 呆板。

，
不如资

本主义经济那样 。 灵活。

，

。 多样。

; 要社会主义企业
°认真向资

本家学习。

，

。 接受资产阶级的遗产。

; 要党和政府不要°千预经

济。

， 要给企业以°独立处理 切经济事务的职权。

， 把企业办成

完全独立核算的企业， 妄图使社会主义企业变成各自为政、
互

相对立的经济集团， 走上追逐利润、
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

道路。
同氐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之流又大搞°条条专政。

，

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 济。
在按照

a 统 领导，
分散经营。的原则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管理的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
、
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因此，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氐 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核算

过程中的矛盾， 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

争，
在坚持国家统 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这

样， 才有利于不断完善国家和企业的相互关系， 推动企业沿着



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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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
' 这是 ·-种共同协作刻

相对独立核算的关系。 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 不论建国营企

业同国营企业来说， 或就同一 公社的各个社办企业， 同· 大队

的各个队办企业来说， 都属于同一 所有者。
它们之间的经济往

来， 是同 所有制内部的关系。
这同分别属于不同私人所有的

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 有根本的不同
。 但是， 在实行

经济核算制的条件下， 这些社会主义企业又都是 个一 个相对
独立核算

、 相对独立经营的单位， 因而在发生企业之间经济联
系、 共同协作的时候

， 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记账
、
结算，

以便计算经济效果。

由于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联系， 又 由于在
这种联系中各自都要进行经济核算， 所以有时会发生企业之间
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这种矛盾， 在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指引下， 通过国家计划的综合平衡和上级部门的统
安排， 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所要求的企
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必须是在共同协作前提下的独立核算

。 每
个社会主义企业 一 方面都是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

， 而另亭

. . . 。 如采只从独立核
异 山麦 平 地 万虑等价交换， 就会妨害共产主义协作风格的发
扬。

：那就同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没有多少差别
。 所以

， 社会主义
企业之 间在人カ

、 物カ 财力方面发生往来关系的时候 必须
提倡共产主义协作风格， 在这个前提下

， 实行等价交换
， 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所要求的那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经 济关

系。 各个企业都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
， 相互支持

、 相互2 74

方面却又是统. 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乙



协作， 必然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上海异型钢管厂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经济核算制关系

的 个典型
。
他们每接到 项生产任务， 凡是兄弟单位急需的， 即使

产值低， 也要千方百计地完成
。

工 人说得好 这从本厂来看是 " 减

法。 但从使用单位来看， 他们有了必需的钢管，
就可以及时投产或

扩大生产， 这就变成了 " 加法。

§ 而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来看， 又可

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这就变成了 " 乘法。

。
上海异型钢管厂

的工 人就是这样十几年如 日 把兄弟单位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

把国家的需要看作自己企业发展生产的方向，始终牢记社会主义生产

目的
。

从 1 9 6 6 年到 197 3 年的八年中， 这个厂生产的管材品种， 规

格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八年(19 58 ˜ 196 5 年) 增长了近四倍， 其中异

型管材增长了近十倍， 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支援了兄弗单位的

生产发展。

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建立的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和企业的

关系，
目的是要使企业在国家统 领导下充分发挥经营责任心

和积极性，
充分挖掘潜カ， 厉行增产节约，

以有利于巩固社会

主义公有制，
有利于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

。

林彪 伙散布什么 '

三年不记账， 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 的论

调，
是为了反对经济核算， 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

理，
以便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趁机混水摸鱼， 盗窃社会主义 财

产，
瓦解社会主义经济， 复辟资本主义。

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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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核算制的具体内客

经济核算制是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
多快好省地发

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其

体内容 t
°

。

、 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 领导和计划管理， 给企业规1
定产品品种 产量

、 质量和产值
、
劳动生产率、

成本
、
上缴利

润等计划指标3 企业必须对国家计划负责， 全面完成国家所规

定的各项指标
。

二
、 国家按照国营企业生产经营上的需虱 经过核定， 拨

给企业 定的资金 (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
， 使企业可以自己周

转， 而不致经常因资金短缺， 妨碍生产。

三
、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组织生产， 按照国家规定的

价格出售产如 用销售产品的收入来抵偿支出， 并按照国家规

定上缴赢利， 为国家提供积累。

四
、

国营企业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 定的制度和手续多
. 应有

:  

.  

成本的计算ş 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多 应

有节省原料和保护工 具的制度， 养成节省原料和爱护工 具的习

惯

五
。

国营企业之间以及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发
生的 ム 切经济联系， 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

。 企业和企业达
间的重大经济联系， 还要事先订立经济合同

。 每一 个社会主义
企业必须严肃履行合同的义务， 共同对国家负责。

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组织生产， 按照国家规，

りっ 虱



陡的价格出售商品，
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
为集体增加收入 ，

增加积累。
同时，

通过缴纳税金形式为国家提供积累。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基本上仍实行公社、
生产大队

知生产队的三级集体所有制。
公社、

大队和生产队都是独立的

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 其中生产队一 级是基本的核算单位。
生

产队的集体资金是社员缴纳和积累的，
不是由大队或公社拨给

的。
公社和大队负责领导、

帮助和支持生产队发展集体经济，

但不能抽调生产队的资金来发展社有经济或大队经济。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

大队对队办企业也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 。

自己的社办企业 、
队办企业实行统 领导，

拨给一 定的资金，
要求它们负责地运用这笔资金， 按时、

按质、

按量完成国家、
公社或大队交给的计划生产任务，

以自己的收

入抵付支出，
并完成或超额完成公社或大队规定的积累任务。

从上述经济核算制的内容可以看出， 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

制的管理，
仍然需要利用资金

、
成本、

价格、 赢利等经济范

畴。
但是，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中的这些范畴反映的是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 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
。 现在

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经济范畴的特点

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反映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关

系。
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 是国家或集体财产的货币表现

。
社

会主义企业运用这些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服从于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为社会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 满足国家

2 ? 7

公社对社办企业，

公社和大队分别对

同时给每 一 个企业



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进行资金核算， 是为了保证 国家和集体的酬

产不受侵犯， 并且使它得到合理的、 有效的利用。 企业的生肖

资金按照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周转的性质不同， 可以分为固定资

金和流动资金
。

固定资金的实物形态表现为厂房和机器设备等

固定资产。 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在生产过程中是多次发生作用

的， 它的价值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去的。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

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提取折旧基金， 使它的固定资产得以不断更

新， 并且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 除了核算固定资产折旧

以外， 企业还要核算固定资金利用率， 反映固定资金的利用程

度， 以求得在不增加固定资金的条件下， 扩大它的生产能力。

社会主义企业还要进行流动资金的核算。 流动资金是企业用于

支付劳动对象(原材料)
、 职工 工 资以及成品销售过程中各项费

用的资金。 原材料在 次生产周期完成后就改变了 Į自己的形

态, 它的价值也就全部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去
。 流动资金在它的

连续不断的循环中， 每周转 次所需的时间越少， 在 年内可
以周转的次数也就越多。 所以， 企业还需要核算流动资金的定

额和周转速度，
· 以求得用同量的流动资金， 为生产和销售更麦

I:

的产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本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两个番

同本质的经济范畴。 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资本的消耗} 资本

主义企业生产成本的减少， 意味着资本的节约和对劳动者剥即
是为生产 定产品发生地

费用支出
，
°

它基本上包括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新创埠礫
0 8◆

的加琴。 社会主义企业本生产成本，



价值中归生产者个人消费的那 一 部分。 从产品价值总额中减除

以上两个部分， 就构成企业赢利。 所以， 企业通过对成本的核

戴 不断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这就意味着不断节约劳动时间

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可以为国家或集体提供更多积累。 降

低成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 可以从下面这样一 个简单的数

宇中看出 个梗概 按一 九七二 年的数字来匡戴 我国国营工

业企业的总成本每降低百分之 一

， 由此而为国家增加的积累，

相当于建设三 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投资额。

社会主义企业 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是

一

、 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池 提高劳动者的

技术熟练程度， 不断地开展技术革新， 采用新技术， 提高劳动

生产率， 以降低单位产品中的工 时消耗。

二
、

节约原料和各种材料的消耗， 合理选用新的更经济的

原材料， 开展原材料的综合利用， 变废为宝， 合理套裁， 改进

配方， 采用新工 艺等， 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耗费。

三
、

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 提高设备利用率， 以降低

单位产品所分摊的折旧费用 。 争t " 1 印

四
、
精兵简政，

提高企业行政管理工 作的效率， 改进运输、

供销等工 作，
力求节省企业管理费用。

社会主义企业的赢利是劳动群众创造的纯收入，：它主要被

一 一 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
。

社会主义经济的赢利还可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 考

在 定条件下，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允许 些企业暂时不赢

甚至亏本。
例如， 为了全国工 业有 - 个合理的布局而发展

2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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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内地工 业
、
地方工 业， 其中个别企业由于条件的限制制

时不能赢利
。 但是， 这些工业的发展却符合国民经济的长远利

益
， 有利于建设 个有纵深布置的打不烂、

拖不垮 的 战略砖

方
。 因此， 尽管这些企业暂时不能赢利，

国家还是要支持它们

发展
。 又如， 某些工业产品， 特别是新产品、

新材料和支援襄

业的产品， 在 定时期内， 生产这些产品的部分企业是亏本的
，

但是， 发展这些产品有利于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着

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 为了巩固工农联盟，
允许有暂时的政策

性的计划亏损
。 这种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利益的角度来考察的

赢利， 我们把它叫做° 高级赢利。

。 这种高级赢利体现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 当氚 这次不等于说个别企业
、
个别部门的

赢利就无关重要， 也决不能作为个别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亏

损的借口
。 整个国民经济的赢利， 归根到底还是建筑在各个企

业
、 各个部门的赢利基础上的。 所以， 暂时亏本的企业， 应当

努力改善经营， 降低成本， 力争减少亏损， 转亏为盈， 积极为

国家提供积累。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赢利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
。 社

会主义企业既要批判°利润挂帅。

， 也要反对那种不计成本， 不

讲赢利， 不注意为国家增加积累的错误思想。

°利润挂帅°就是

不顾国家计划， 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 唯利是图， 以利润指

这是资本主义的经

营原则， 必须批判
。 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按照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按照国家计划布置的任务， 通过增产节约， 来增

加社会主义赢利， 这样做， 正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280

导生产， 以利润作为推动企业生产的动力
。



设作出贡\w。
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 来自国营企业的缴款

(上缴利润
、
税金等) 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企业不能积极

地为国家增加积累， 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亏损， 就会影响国家预

算的收入 就全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后腿， 就会影响履行

国际主义义务。

总之、
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 是为了更好地

实现毛主席的这一 指示 。 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
必须注意

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
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 、

改善经

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节约 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

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 借以逐年降低成本，
增加个人收入

和增加积累，

。の

小 餐 馆 炫 曾

,

第三节 剖析苏修的" 完王 茳 m 核算刺
'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曾经进行

系列的。经济改革。

。
这些°改革。 的重要措施之一 就是在企业

中实行所谓
°完全经济核算制。

。
苏修叛徒集团所推行的 。完全

经济核算制°

，是一 个绝妙的反面教材' " 这个修正主义路线的

产物进行剖析， 有助于我们理解资产阶级怎样通过扩大和强化

价值规律的作用， 使经济核算制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

一

、

。完全经济核算制。

， 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自由经营。

� 毛主席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 文按语〉
。

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册， 第76 8 Ř
。

2 8l

上维护其统治和加紧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工具。

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究竟是什么货色?



列宁、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

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咽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国家。
当时的苏维埃政权， 根据到섀国

倡导， 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 ：
。

咽
体制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是这样规定的

。赋予企业兹金@

性计划范围内的独立性 以便企业更妥善地确定完成计划酯趨

低 灵活运用资金，
动员内部资源，

从而达到陜氐产品成本娴

目的
。

。 � 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企业的独立性是在国家计划管理条

件下的独立性į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重要原则， 鲻

资本主义企业 自由经营根本对立的。

苏修叛徒集团恰恰在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上， ，进行

修正
。
他们竭力鼓吹

。必须减少上级组织为企业规定的计划捻

标的数目。

，

。扩大企业在解决生产活动问题中的经营主动性辅

独立 自主性。

(196 5 年苏修·· · 理和经济刺激的决议》)
。
企 业 的姨

品生产计划， 仅有两项指标 -

、
销售产品总量或销售产值

二
、
用实物表示的最重要产品品种。

企业的大部分产品生产毽

活动是可以自行其是的。
企业想生产什么， 就生产什么

， i怎么

有利就怎么千 o 列宁早就指出
。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

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 那末劳动者的政权， 劳动者的自

屯 就不能维持下去，
： 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 就 不 可避

免。

。圆 而在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 中， 除了有些企业的部分

产品有上级规定的产品指标以外，

。其他 切计划指标，无须上

1929 年 12 月 5 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改进工业管理机构的决议》
。

(参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

《列宁选集》笫3 為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鑛
5 06 _ 507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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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机关核准， 而 由企业 自行制定。

(196 5 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 ¢关于完

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 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 ) ，

°让企业 自己有权 在 同 消

费者 (定货者)取得协议后 自己修改产品生产的计划。

，

。计划应

当以消费者的定货为依据。

， 以此来扩大企业的°独立性。

、

° 自

主性。

， 大搞自由经营活动
。 这难道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

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翻版叫?

、

° 完全经济核算制。

， 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

我们前面分析过， 定社会制度下的经济核算， 都是同一

定社会的生产目的相 致的。 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资本主

义基本经济规律， 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 增 殖， 攫取 利

润多 不是为了节约社会劳动， 更多地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

价值
。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目的

是为了多\ 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以便提供更多的使用价

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
。 价值的实现， 劳动时间

的节约， 为国家提供积累， 都是服从于上述生产目的的。 当价

值和使用价值发生矛盾时， 首先要服从使用价值的这 面， 要

服从社会的需要
。 这就是说， 如果社会需要某种产品

， 即使生

产这种产品可能带来亏损， 也还是要积极生产的。 但是， 实行
。完全经济核算制。

，就是°卢布决定一 切。

(196 7 年 4 月 8 日苏修《列宁

格勒真理报 ) )
，

切为了赚钱。 苏联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者竭

力鼓吹 。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 润 和 赢利

率。

。价值核算成为经济核算的主要矛盾方面， 企业的 切生产

经营活动， 都环绕着利润这个。磨盘。 旋转。
马克思在阐明资本

是这个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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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规律。

。�支配苏修的" 完全经济核算制。的，
正是资本困

义的利润原则。

利润既然成了。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

， 追逐利润变成了型

产的最高目的，企业的一 切经营活动也就必须服从干这 一 目的

为虬 就必须扩大企业 (或 °经济核算制的生产联合公司。

， 下

同) 的经营自主权。 企业的权大了， 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分子就可以放肆地通过种种歪门邪道去追求利润。 事实正是如

此

苏修c 共产党人} 杂志 19 7 0 年供认，
°某些企业力图 通过生产

对他们更有利的那种产品或者从生产中取消那些无利可图的产品 (尽

管这些产品对国民经济是十分需要的)的途径来增加利润。

。苏修 《经

济报} 供认 萨拉托夫搪瓷制品厂原计划在 1 9 7 0 年生产十四万七千个

容积为 点五 至五 点五公升的锅，但由于这种产品利润低， 只生产了

四万七千二 百个
。 但在同时， 为了捞取奖金，却超额 倍完成了费工

少的大锅生产计划。 结果，造成大件搪瓷制品积压， 老百姓却实不到
必需的小件搪瓷制品

。

苏修企业可以自行制订产品价格， 即使是统 规定的产品
价格， 也可以采用 。 次性临时议价。

的名义来自订价格
。 继

果， 任意哄抬物价就变成了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
。

1 9 7 0 年 5 月 2 3 日苏修《社会主义工 业設》透露 许多家具工 厂化

乌克思 ， 〈资本论) 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筚 2 3 羝 笫 6 7 9 页。2 8+



许多情况下无根据地提高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水平，按暄意定的价格

销售产品。
由于任意抬高价格， 林业和木材加工 工业部所属的三十

六家家具工厂 在1969 年获得了近五百万卢布的额外利润。
19 69 年

5 月苏修 〈经济引い 供认 。 次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爪{例可以保证达

到高得没有道理的赢利水平。

。
奇姆肯特电器厂有 次生产属于 次

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的产品，赢利率竟比该厂全部产品赢利率高七

倍
。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不少企业长期把大量产品列为这种可以攫取

超额利润的。 临时价格。产品。
《经济报》 承认， 仅在苏联电工器件工

业部电缆工 业总局， 所谓 " 临时价格。产品就有五 百种之多。

在苏联还普遍存在利用所谓 " 新产品。来变相提高消费品价格，牟

取暴利的情况
。 据苏修19 72 年第2 期《计划经济》报道 。价格机关每

年批准五十万种以上的人民消费品新产品价格。

。 如 登山运动员。牌

半导体收音机， 原来每只价格是十七卢布， 换了 个外壳就成了所

谓" 新产品。

， 把价格抬高到二 十七卢布。

苏修企业可以自己决定解雇工人， 自己确定工资标准， 这

就可以同资本主义企业一 样
°

节省生产费用。

， 通过加强对工人

的剥削来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

苏修大肆宣扬和推广的所谓" 谢基诺试验'

，就是象资本主义企业

那样，用檀自解雇工 人的办法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据苏修《劳动报》

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 百九十二 个" 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 到

197 3 年 7 月 1 日为止， 就已裁减了七万人， 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

减， 都直接、
间接同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 在苏联， 官僚垄断资

产阶级分子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 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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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离职。的情况，
极其普遍，

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工 人流动现象
。

苏修《社会主义劳动》杂志报道 19 72 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
；若エ迪

职工 总额的2 0 % ，
即近六百万人。

苏俄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
大搞利润挂帅，

必然阻碍新皎
J喜 庠产力的发层

术的采用，造成社会劳动的极大浪费，
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震

充分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苏!知货币与信用力杂志发表的一 篇文章承认，
19 69 年苏联工

实际赢利率比正常水平高イo% ，
而仪表制造业甚至高二点九倍， 心

讯工 业高 点六倍。
这样高的赢利率，

。 玻纤企业集体对产品更新的

兴趣°

。苏修�真理报》说
。 如果采用新工艺、

新技术、
更新设备

，就会

々
八

人

在 定时期内减少产量， 减少奖金、
利润，

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

是个灾难。

， 因而。工厂大门象大坝 样堵住，
不让新技术进去。

口 聂

修《共产党人》杂志透露 。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阻碍着技术进步的发展，

因为从改进赢利率指标的观点看来，采用手工劳动比使用替换手工劳

动的机器更合算。

。 目前在苏联工业中， 手工劳动占 半以上。
《货巫

与信用》杂志也透露， 根据对莫斯科、
列宁格勒和中乌拉尔三百多

机器制造厂的情况分析，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价值在生产总值中药

比重占10 % 时， 赢利率为30 % ， 但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 品 比重占

s o % 虹 赢利率却降低为8 _ 1o % 。
这样， 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湘

和高奖金，
当然不愿意购买和使用新技术。 在今天的苏联，新技术得

不到采用和推广， 生产力发展受到人为的阻碍， 决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完全经济核算制。

， 是加强对苏联劳动人民的一 种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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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 完全经济核算制。 的企业， 采取
。利润分成。 的办法。

所谓 。利润分成。

， 据苏修" 条例。 的规定，

。

从获得的利润中抽

出提成由企业支配。

，其余的上缴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去

支配
。

企业提成的利润， 形成经济刺激基金。
它主要用作物质刺

激。 利润越大， 企业的物质刺激基金就越多。

那末， 企业的这笔刺激基金是由谁支配， 又主要地落到了

谁的腰包里去了呢?

苏修" 条例。 规定， 奖金分配权是经理的。 既然企业的官僚

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有权分配奖金， 那末， 奖金自然就主要地被

他们侵吞了。

据苏修 《经济问题》 杂志透露 在经过调查的七百多个工厂企业

里， 占企业职工人数 8 0 9 0 % 的工人只得到奖金的 1 8 % ， 而为数甚

少的经理、
厂长和少数技术人员却占有奖金的8 2 % 。 有的工 厂分给

工人的奖金 更少， 只 占整个奖励基金的0 3 0 8 % 。
工 人们愤怒

地指出 '" 新体制' 的特点在于，
工 人们去完成计划， 领导人去领奖

金。

。

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

， 促使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资产

阶级分子放肆地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 侵占苏联人民的劳

动果实。 他们还利用奖金等形式收买和豢养少数工人贵族，
杀

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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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完全经济核算制。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缨

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它反映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召驷

原来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改变为冷冰冰的金钱斓

系 (即利润分成关系)� Ĵ 把原来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埔

氚 改变成尔虞我作的竞争关系$ 把企业内部的社会 主义理

氚 改变成剥削和被剥削的雇佣关系。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掌管经济核算，
算来算去是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

使劳动人撼

日益贫困， 并造成整个社会最放肆无度的浪费。
这个矛盾只岩

在苏联无产阶级第二 次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才能得戮

解决。

0

� 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第 9 条 。国家不对企业的义务负责， 企业

也不对国家的义务负责。

。 苏修的 个头目说 。领导工业的经济方法的发展使企业瀟
上级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本身发生了变化

。 应该抛弃在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之
间的相互关系上前者只有权利，

而后者只尽义务的习惯概念。

(196 5 年 9 月 2日日苏
修星真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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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在生产资\ 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夕 召

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以下三类交换关系

第 类，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围内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凋

换关系
。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 (包箱

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
， 以及这 一 集体鲻

济同另 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 都是这 一 类型 的 交换 州

在我国现阶段， 工 业生产主要由全 民所有制的企业经营，

农业生产主要由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
。

国营工 业部

门需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 副食品和各种农产原料， 农

村人 民公社需要国营工 业部门生产的农业机器
、 化肥 、 农药等

生产资料和各种消费资料。 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 为币

取得各 自需要的产品， 就必然会发生交换关系
。 人 民公社社员

到国营商店购买 日用工 业品， 事实上也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流
之间的 种交换。

种畜和耕畜等
方向 ， 需要互 通有无

、 调剂余缺
。 同 个农村人 民公社的各级

集体经济之间， 如公社饲养场
、 大队饲养场和生产队饲养场制

间，
公社农机修造厂 、 大队农机修配站和生产队之间， 也有理

通有无 ， 相互从对方取得某些产品的需要
。 因此， 各个农村月

民公社集体经济之间， 以及同 公社内部各级集体经济之间罗

都必然会发生商品交换关系。

；° 第二 类孙 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交换关系杂，
它翎

括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
， 以及社会主义国营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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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职工 之间的商品交换
。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逐豊中， 有的国营企业从事生产资料的生

萨，
有的国营企业从事消费资料的生产

。
从事消费资料生产的

国营企业，
需要从生产生产资料的国营企业取得必要的生产资

队 才能进行生产
。 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国营企业，

也需要相

區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才能进行生产。
这样， 在国营

隆业之间， 为了取得各 自需要的产品，
就必然会发 生 交 换 关

E .

国家对于在国营企业
、

国家机关和文教卫生部门中工 作的

职工
， 根据°各尽所瓢 按劳分配 。 的社会主义原则， 采取货币

江资形式付给劳动报酬。
职工 拿了货币， 到国营商店去选购各

种消费品。
这种国营商业同职工 之间的商品交换， 实际上是国

家同职工 之间的交换关系。

第三 类，
同个体所有制经济残余相联系的交换关系。

这种

交换除了在工
、
农、

商业中残余的个体劳动者同工 农群众的商

品交换之外， 主要是指农民同农民之间、
农民同城镇居民和农

民同商业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
。

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保留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条件下，

公社社员为了换取 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

品的自给有余部分， 交售给商业部门， 或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在

农村集市上直接出售给社员和城镇居民。
这也是 种交换关系。

它在整个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但是在目前阶段还是必

要的
。 因为它有利于增加社员收入和为社会主义市场补充 定

的商品资源， 有利于调剂城镇居民的副食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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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类型的交换，
反映了社会主义劳动产

品从商品向将来共产主义直接社会产品的转化过程。
资本主义

社会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顶峰的社会。
在那里，

不仅

切劳动产品统统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
而且逐工人的劳动力

也变成了商品
。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完全消亡了的社会
。 那时，

： 一 切劳动产品，
包括消费品和生产

资料， 都将是社会直接分配收对象而不再表现为商品。
处于从

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

产只有一 个从商品向共产主义直接社会产品转化的过程 。
这是

个长达儿百年的历史过程， 但是这一 转化的开端，
已经从上

述主类交换中可以看出来了
° 上述的第三 类交换是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商品交换
， 它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在性质上有很多共同

之处 。 第 类交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 就它
是不 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来看， 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没有
多少差别，但是， 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
的，

· 同完全处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 已
有所不同T

. 第二 类交换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商品交换
， 它

同历史上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比较起来， 差别就更大
些

。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产品的所有权， 交换后的产品仍然都是国家的财产

， 这里 已经
包含着社会直接分配生产资料的因素

。 就国家同职工 之间的交
来着， i

由于劳动力已不是商品， 这里的商品交换同以往的商
品交换也有区别， 已包含有社会直接分配消费品的因素

。

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称不同类型的交换， 虽然其交ı· ，

学 锞 形 式和



良换性质有所不同， 但是， 所有这些交换都是劳动的交换。
国

营企业和集体经济之间交换各自的产品， 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

Ř换各自的劳动。 同样， 国营企业之间、 集体经济之间交换各

自的产品， 也是工 人之间、 农民之间交换各自的劳动。 因为一

切产品都是劳动的物化
。 这种劳动交换， 只要存在着不同的经

阱部门， 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 因为没有一 个经济

郾门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 生产本部门所需要的 切产品。

然而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交换还要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争就使问使问题复杂了
。

：、
， ，

ム ブ·
į l ぎ飞，į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除去少量的个体所有制经济的残余以

队 整个社会生产是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 民所有制和集

呠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 种不完全成熟

的带有私有制的传统或痕迹的公有制， 以这种公有制为基础所

隧行的生产、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劳动， 都既

临直接社会性， 又都带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
。 所有的集体所

府制企业都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 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不

仅相对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说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 而且 ， 由

于企业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 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 也

保持着。你我界限°

。
这样， 由社会分工 联系着的各个社会主义

垫业，
要取得别的企业的产品， 就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实行等价交换。

在商品交换的历史上， 我们已经跨过了两大阶段。 布简单

商品生产的条件下， 整个交换过程表现为这样 个公式 商品

(W ) 货币 (G ) 商品 (W )
。

箔这 循环的最终目的是 消

2 93 



羝 是满足需要， 总之，
是使用价值。

。 a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品(W ) 货币(G )
。
由于这一 公式两端的G 都是作为二般

等

价物的货币， 在质上是完全相等的，
如果公式两端的じ是等量

執 则这二交换公式便将毫无意义。
所以，

G 一
飞ザー

じ 这二
公

丸 必然要表现为 ロニ吖ニロノ 的公式，
必然要有一 个价值增

殖才有意义
。 所以

， 简单商品经济中的 W G 一
听 的商品流

= Ł ·· · 更 宕展成为ロ W

通公式， 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必然要发展成为ロニW

G / 的资本流通公式
。 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

。这一 循环的动

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 @ 这两种商品交换，
反映着不

同的社会关系， 具有各自不同的目的，
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商品交换的过程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呢? 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 个司题。

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来看，
似乎同简单

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是 样的，
是满足需要， 是使用价值。

但是， 它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还是有质的区别
。
简单

商品生产， 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
。

般说来， 家

户就是一 个生产单位， 因而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 只能听任价

值规律的调节， 两极分化特别激烈
。 社会主义社会 的商 品 生

产， 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
， 因而在生产

和交换过程中， 出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能够在全国
范围调节商品生产和交换j 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则已经受到

�@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知第2 3 低 第 17 1 页。294



陳大限制，
一 般说来，

不会出现象个体所有制条件下那样的两

暨分化。
此外，所满足的需要也不 样 简单商品生产，满足的

降生产者1· 人自身的需要；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满足的

臣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说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

良占有方式，
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是对个人的
、

以自己劳

劾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 个否定
。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

程的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这是否定的否定。

这种否

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 就 的基 础

1上，
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

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写 全社会的成员

陕同占有生产资料，
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 个社

险劳动力来使用， 共同生产
、
共同消费， 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

险产品的主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种社会所有制确实是 个

队所有制。 的复归、
不过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 到了那个阶

段， 社会劳动的交换过程、 既不是为买而卖， 也不 是为卖而

阢ł 
W G W 和 G W G / 这两个公式都将退出历史的舞

台多 产品不再转化为商品， 从而也不再表现为价值。 社会从它

自己的需要出发， 进行着直接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 在

阻会主义社会，
还没有达到全社会占有 切生产资料的地步，

复存在两种公有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截取企业生产过程的

个片断，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货币资金循环 G W G / 的形式，

但是，
即使在这 片断循环中所实现的一 个增加了的价值额，

马克思客
t 资本论岱苇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 8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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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知 Å宙 而是劳动

者作为社会主人为社会创造的新价值
一 社会纯收入 。

这个新

价值仍然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
是为了3址一 步扩大使用价

值的生产。 因此， 从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米考察!
社会生产本

质上是 W ロ W 的生产。
在社会主义社会，

一
四 一

/ 只

是整个资金循环的 个片断，
一 A 荫 a 交换，

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
是

从属于 飞ザニG 一 w 的。
因此，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

也可以说是扩大了的
、
更高阶段上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

换， 它们的共同点是为了满足需要，
为了使用价值，

都是吖

G W
, 都是为买而卖。

只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这种通过

商品交换满足需要， 不是为了二家 户，
而是为了千家万户，

即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罢了。

但是，

。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
即贸易，

是资本产生

的历史前提 。

。 の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

只要它仍然存在商品流通即 W 6 W
,
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

资产阶级。 也就是说，
在 定的条件下，

以实现使用价值为目

的的商品交换即 W G W
,
还会向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

G W 一 G / 转化，

G 的循环，
从而使货币变成资本。

这是因为，
无论是那 种

商品交换，
都是要实现商品的价值。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

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在这

里，
价值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者就显示出来了

。 为了实现

� 马克思， c 资本论》第 1卷。
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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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值， 就会出现 。

价值追逐狂。

， 从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

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使用价值
。 在社会主义商品交换过程中出

现的利润挂帅
、 投机倒把等类现象， 实际上在实现着 W G

W 向 G W G ' 的转化过程
， 使后者具有独立的意义 。

一 旦

完成这个转化， 劳动力就重新沦为商品
， 货币就重新转化为资

札 资本主义就复辟了
。 苏修叛徒集团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复辟

资本主义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交换 关 系中的资产阶级 法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仍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就必然存

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 进一 步分析和认清社会主义社会交换关系

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 ， 自觉地在无产阶级专政 下 加 以 限

制， 对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 创造条件以便在

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分配产 品的形式过渡， 具有重要

的意义
。

商品交换的规律是等价交换。 马克思说 。

商品交换就其纯

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 �
。这就是说， 商品在原则上是按

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价值量来进行交换的。 这从表面

上看来， 好象很平等， 但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 在资本主义社

钒 资本家正是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 购买工 人的劳动力， 从

而榨取了工 人的无偿劳动。 在资本家和小生产者之间， 生产条

件是不同的多 拥有雄厚资本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资本 主 义 企

� 马克思 零
く资本论〉第 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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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生产同 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要比ノト生产者所耗费的少得

氛 然而商品的交换只能按照同一 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尺度来

进行， 这就必然要产生收入上的不平等 ř 生大鱼吃小鱼·

小

鱼吃虾米这样的两极分化
。
十分明显，

等价交换中的平等状利,

是二种资产阶级法权， 实际上包含着不平等·

它对资产阶级有

私 而对劳动者不利 对大资产阶级有利，
而对小资产阶级不

利
。 十八

、 十九世纪的资产者，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杈，

曾经

打着要求权利平等和公平的政治口号，
向封建制度进攻。

恩格

斯指出 。

劳动决定商品价值，
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

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
这些 正如马克思已经

证明的二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
法律的和哲学的意

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歹の

在社会主义社会， 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劳动者是

生产资料的主人，并不把自 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
就这

叔来说， 资产阶级法权已不再被社会承认了。
但是，

就 般

产品来说，

° 仍是作为商品来交换的。 尽管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条

件不同， 生产同样产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同，

'

但在原则上

仍须遵照同プ 社会必要劳动量来交换。 例如， 表现在商品收购

上， 商业部门对于生产问样产品的各个单位， 决不能因为这些

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各不相同 丽 可以有不同的收购价格， 而

只能按照国家统一 规定的价格进行收购。 这就是说， 在商品收

购中，
国家只承认生产某 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

， 而不承认

� 恩格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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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个生产单位实际耗费的不同的劳动时间， 这对落后企业起鞭

策前进的作用， 但又会给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带来不同等的收

入。
又如， 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中， 目前国家还实行 °奖售和超

购加价。 的办法、 这 办法也会给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带来不

同等的收入 。
这种按照统 的尺度收购不同条件的生产单位的

严乩 体现的仍然是 种资产阶级法权。

商品交换要以货币为媒介。 进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还要

表现为价格。 由于商品供求矛盾的存在，等价交换原则。只存在

于平均数中， 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在每 次商品交

换中， 做到等价， 做到价格同价值的完全 致， 这在任何社会

都是不可能的。 商品的价格会同它的价值发生背离， 价值量相

等的各种商品， 会在市场上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 这是商品交

换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又 表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 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 等

价交换的趋势， 只能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 通过价格时而高于

价值、 时而低于价值的不断的背离表现出来。 在社会主 义 社

会， 集市贸易上交换的商品也会出现价格或高或低的波动现

象。 在计划市场上， 商品价格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形成，

而是由国家机关有计划地规定的。 但是计划规定的各类商品的

价格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背离价值的现象。 那些价格高于价值

的商品的生产单位， 经过交换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多 反之， 就

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 从而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
。

� 马克思¢ { 哥达纲领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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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交换中， 存在着资产阶级法衣，
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

还要利

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但是，

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

札 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从人类历史上看， 自从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
就产生了

商人阶级
。

。

它根本不参与生产，
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

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 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

可缺少的中间人， 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

。 の 随着这个真正的

社会寄生阶级的形成
，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制度就最终形成

了
。 后来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也是经过流通领域的孵化，

从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历史现象值得

注意， 它告诉我们， 只要实行商品交换制度，
就存在着产生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

在社会主义社会， 个体农民和手工 业者已经走上了集体化

道路， 但是， 各个集体所有制企业， 仍是不同的所有者多 由于

各个集体生产单位的技术装备不同， 自然条件不同， 生产同

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同， 在实行等价交换条件下给各集体生

产单位带来的收入也就不同， 这就会产生穷队和富队的差别
。

各类农副产品价格和价值的背离， 则为追逐价高利大产品的资
本主义倾向提供了经济基础。 同时， 集体农民还保留着少量的
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社会上还存在着少量的非农业个体劳动
者。 在这种情况下， 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

， 部分富裕农民的

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162 页。

�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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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因此，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
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

来看， 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跟旧社会没有多

少差别
， 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决不能丧失警惕。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家，
为了推行复辟资本主义

的修正主义路线
， 竭力否认商品交换制度是旧社会的残余。

勃

列日涅夫上台以来， 苏联经济学界变本加厉地美化商品制度，

以适应所谓。经济改革。 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
并竭力攻击那

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体现着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的

正 确观点， 说这种观点是 。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

关系的个重大障碍。

， 必须加以
。克服。

。
他们还竭力散布社

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庶阶级的

神话， 说什么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引向令人发财致富和

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

。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苏联资本主义复辟

的罪瑟现实， 为 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苏联劳动人民制

造理论根据。 ， ： İ 蒼佷 で；手；
"

: ł

第二 节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作用

和限制、 反限制斗争

促进生产发展和人 民生活改善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
。 没有生产，

就不可能有交换。
而且， 交换的深度、 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

发展的水平和结构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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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早在一 九四二 年就指

由 。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 是我们的经济工 作和财政工 作的总

方针。

。 � 只有工 农业生产发展了， 才能有充足的生产资料满足

隆产的进 一 步发展和基本建设扩大的需要， 才能有充足的消费

眵供应市场， 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离开了工 农业

臣产的发展 ， 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 是不可能的。

但是， 交换对生产绝不是消极的、 被动的因素。 恩格斯说

产品贸易。 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 的。

， 但是，

。 也反过来

附生产运动起作用 。 园
。 生产和交换 。这两种职能在每 瞬间都

互相制约 ， 并且 互相影响
， 以致它们可 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

际和纵座标
。

。 @ ： \ l
： は 真 /f 障ヨ

弘 全 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资料的交换， 媒介着全 国各地

区
、

国民经济各部门
、 各企业之 间的物资交流， 是使生产正 常

进行和加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

要求在各部门之 间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罗 生产资料的有计划

的分配 ， 则要通过生产资料有计划的交换来实现 。 根据生产需

要
， 按时、

按质
、

按量和按品种规格进行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

交换， 对于促进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

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经济之 间的交换， 是农业和工 业的桥

� 《抗 日时期的经济I司题和财政问题 〉
。

年横排本 ， 第 84 6 页 。

园 恩格斯 《致康 施米\ (189 0 年 10 月 2 7 日) 多
。

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第 4 8 1 页 。

� 恩格斯 《反杜林论乡
。

《耳克思恩格斯选集岁第 3 祗 人民出版社 197 2 年版 ，

第 18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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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 疋 E 广 l;口消费的纽带， 是联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

集体所有制经济
、 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环节。

这种交换的作用是

为了促进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
满足人们对工农业产品的需要。

工 农业产品交换的顺利进行， 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之间、
城

乡之间的相互支援， 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的阶级基础
。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商品交换是衡量工农业间相

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标准。�
，

。
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

°)工

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
，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

社

会主义的基础。

》园 i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交换对生产和消费的积极作用，
必

须正确处理交换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交换过程中，
大量发

生的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 生产资料从生产企业到消费企业之

间的流通， 是 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个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

资料要供给成百上千个国营企业消费多 同彬 个国营企业又

需要由成百上千个国营企业向它提供生产资料虽 由于生产资料

的品种、 规格、 型号繁多， 缺少主要物资固然会使生产无法进

行， 就是缺少辅助材料也会严重地影响生产。 在社会主义国民

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过程中， 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 般虽

比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 但是， 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

量、
品种、

规格等， 不能满足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

�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
。

《列宁全集) 第 32 卷，

第 37 4 页 。

园 《
°

论粮食税
》 书纲要》

。
《列宁全集》第 32 羝 第 3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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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经常发生的现象。 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

必然表现为中央和地方
、 国民经济各部门、 各地区以及各个国

陟企业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这些矛盾不象资本主

良社会那样， 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

作用去解决， 而主要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

陬据。统 领导， 分级管理 分工 经营。 的原则， 建立 一 定的物

险管理体制， 通过制订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来不断地解决的。

战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表明， 在生产资料的 交 换 过 程

W , 如何处理生产和需要之 间的矛盾， 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 、

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党内资产阶级解决这个矛盾

的路线， 或者是主张 ° 自由经营°

， 或者是主张
'

条条专政。

。

按照这条路线去处理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 不但不利于生产

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之 间的密切衔接， 而且会破坏这种衔接， 不

但不利于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完善生产资料交换过程中各企

业
、
各地区、

各部门以及中央经济部门和地方经济部门之间的

如互关系，
而且 会破坏这种关系， 使资本主义相互关系泛滥起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

体制上，
竭力推行

。 高度垄断。 的修正主义路线， 大搞。条条专

政。

， 把地方的手脚捆得死死的。 在生产资料的流通中曾出现

过。

全国大调度。

、

。全国大配套。 的现象， 就是这种。

条条专政 '

的产物， 结果是产、
供 、

销之间严重脱节， 束缚了地方和企业

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全 民所有制，破坏了生产。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
。

。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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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 把千百万人始社会主义的积慢性全都扼杀死7 。
这建 IA /lp

强中央统 计划领导为名
， 而行资产阶級专北之多。

毛主席关

于。

在中央的统一 计划下
，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的教导·
就是

对"

条条专政。

的有力批判
。 在批判°条条专政

。的基础上，
我国

按照°

统 领导， 分级管理
， 分工经营。的原则，

实行物资管理

体制的改革3 有区别地
、 有步骤地采取

°在国家统一 计划T ,

实行地区平衡， 差额调拨
， 品种调剂、 保证上缴

。 的办法。
这

就要求在国家统 计划和地方保证上缴的前提下，
让地方办更

多的事
， 对本地区生产的原材料

、 设备实行就地平衡，
就地配

有利于落实毛主席的关于
。备

战
、 备荒

、 为人民。 的伟大战略方针， 有利于加强党对经济工

作的 元化领导， 有利于逐步建立各协作区以至许多省的工业

体系， 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有利于处理好中央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是， 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重新工作不久， 就拚

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重搞。条条专政。

。 他诬蔑物资管理体制

下放是°散。

， 要把正在实行的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停下来、 退回

去多 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乡中， 竟然公开

这就是邓小平在经

济领域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措施之 《收权治

散。

。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的物资管理体制， 极大

� 转引自1971 年11 月イĦ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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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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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动了地方和企业搞好物资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无论在

圜分配
、

组织供应
、 清仓挖潜和调剂余缺等方面

， 都出现了

囈动活泼的局面多 在物资调剂工 作中， 打破行业
、 企业界限，

路线、 顾大局， 发扬风格， 互相支援的事例
， 层出不穷。 邓

这是重搞。条条专政。

陟借口
。 在物资管理工 作中也有。 散。 的问题， 如有的企业单位

匿搞各的°储备
。

， 各找各的。 门路
' '

、 以都为壑， 自由交换， 等

陟， 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倾向，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是

ı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政治思想根源的。 但是，这种°散。

，

阜多是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造成的恶果。

。条条专政' 把由社

险分工 所产生的各个行业的°条条。

， 当作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

曲°独立王国。

， 把工厂企业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多 同时， 在原材

衅的供应上， 又留下很大的缺口 ， 逼得工厂企业不得不去自找

回路， 使生产资料流通中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倾向泛滥起来。 所

以， 这样的°散。

， 是大搞°条条专政。 的必然产物。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
、
在集

障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中， 情况也很复杂。 它

阳交换的对象主要是消费品， 也包括 部分生产资料
。 在复杂

陶商品交换关系中，
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也将是长期存在的。 这

阱矛盾具体表现为商业部门同农业
、

工业部门以及同消费者之

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商业同农业之间的矛盾， 主要表现在农副产品的

购留比例
、
收购价格、 收购形式以及工业品的供应和价格等上

薺。 农副产品的生产，
一 部分是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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っしq/此抱 ì1平迁イ· 高， 农业生产容易受自然条件影响的情况下，

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还比较低。
例如，

一 九七四年农民提供的

商品粮只 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 十一 点六。
在这种条件下，

妥善安排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 就具有重要意义。
妥善安排好

农副产品购留比例的原则是 既要使国家能够得到必要数量的

农副产品
， 又要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社会主义

商业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同时， 还要做好工业品下乡的工作，
力

求做到有往有来， 充分满足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

要
。 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工 业品的供应\ 格，

直接关系到农

民收入的多少， 关系到农业扩大再生产和国家的积累。
要确定

合理的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工业品的供应价， 使工 农业产品的交

换保持等价或近乎等价交换的关系。
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

理商业和农业的矛盾， 才能搞好城乡物资交流，
调动农民的社

会主义生产积极也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巩固工 农联盟 。

社会主义商业同工 业的关系主要是国营经济内部的关系。

国营工 业搞生产， 国营商业搞销售，
工 商之间在工 业品的数量

、

质量、 花色品种、 价格是不是符合市场需要的问题上经常发生

矛盾 工业生产一 般说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而市场需要 般

说来是多变的。 相对稳定的工 业生产和多变的市场需要之间的

矛盾， 往往会带来工 商之间的矛盾
。 另 些矛盾是工 商之间产

销计划衔接不好， 对生产马 市场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缺少调查\

究造成的
。 但是，

工 商之间的矛盾， 总的说来 同错误路线的
千扰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为着正 确解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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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之问的矛厅、 コ 商部门都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 密切相 互

良问的协liご关系。 !笥业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 反映需要情况，

积极协助工业部门发展生产
、 扩大品种、 提高质量， 充分发挥

自己的能动ff·用。
工 业部门则要尽可能满足商业部门采购的需

要， 做到按时、
按质、

按量
、
按品种

、
按规格供应。

工 农业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最终要表现

齢社会主义商业和广大消费者的矛盾。 随着工 农业生产的飞跃

殴展， 人民群众购买力的不断提高， 对吃
、

穿、
用方面更加要

丰富多彩。
正确处理商业同农业

、
商业同工业的矛盾， 是正

确处理商业同消费者的矛盾的前提。
为着正确解决商业同消费

楮的矛盾， 还要求商业工作者进 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治思想， 及时地处理不断出现的矛盾。
我国商业工 作者说 得

卧 °
三尺柜台是有限的， 为工 农兵服务是无限的。

。有了这样的

想想， 社会主义商业才会根据工农兵各方面的需要， 积极组织

赀源， 合理调配商品， 安排好社会主义市场， 创造多种多样的

齢工农兵服务的形式，担负起更好地组织人民经济生活蚵责任。

商品 交换领域中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在商品交换领域中，
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

阶级 定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
因此， 社会主义交换中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本质上是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这种

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而且将长期存在。 在苏联， 资本主义在交

换领域已全面复胤 泛滥成灾。
这个事实， 对于我们充分认识

交换领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是有意义的。



苏联叛徒集团在交换领域，
拚命扩大资产ガr织法枳·

把为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商业，
变

成了以追逐利润为最高目的的资本主义商业。

· 资本主义商业化。

今日的苏联，在生产资料的流通方面已实行 J 

T 品 共于禁止 出

1 95 1 年通过的关于禁止 出

售、 交换不用的设备和材料的规定。
1 95 7 年开始推行产销单位直接

售购制度，并对
二

些重要的生产资料，
如汽车 拖拉机·

电机设备等

实行自由出售， 取消计划调拨分配制度。
1 96 5 年又规定企业可以自

由买卖" 多余。 的生产资料，可以出租
。暂时不用

。 的厂房设备。
至于在

农村，
1 9 6 8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土地立法原则》

，
规定集体农

庄有权转让或变相出租借用钓
。 国有。 土地。

苏联 1 96 9 年颁布的新的

《集体农庄示范章程》 规定， 农庄主席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械等生产

；：：： 资\ 。
由于苏修陆续取消对商品流通领域妁种种限制，

无限制地扩大

商品交易范围。 装生产资料的三分之厂 纳入 了批发商业轨道，
三分之

二 由供需企业双方r自力买卖。

消费资料的流通渠道也已蜕变为资本主义流通渠道。
以追逐利润

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统治着流通领域。
勃列日涅夫牌号的国营

商店，对消费者檜高价格， 克扣分量 以次充好， 弄虚作假， 对商业

职工 采取延长工 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 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
除了

国营商店以外，在消费品买卖上， 苏联还有三种自由市场， 即集体农

庄市场
、
消费合作社高价商业和工 业i费品自由市场

。
苏联的集体农

庄芾扬肯7 o % 设在城市， 那里早晚市价不同，

'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授

机倒把活动
。
消蓦合作社高价商业也是经营农副产品的，它实行高价

收购多高价销售的经营方式， 兼营代销业务， 同集体农庄市场没有多

大区别。
很多冶

110�

今日的苏联，在生产资料的流通方面

早在 1 9 5 5 年， 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取消了

T学社高价商业就设在集体农庄市场里両。
工 业消费品



自由市场出售的商品，大都是贪污
、 盗窃、 走后门

、
套购和凭特权从

·内部商店。取得的，或者是向外国旅游者
、 海员买来转卖的， 这里出

售的商品多半是在国营商店长期脱销或者根本无法买到的东西 ，价格

般高于国营商店两
、
二 倍

。
工 业品自由市场的售货者， 有许多是往

返千里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
。 象集体农庄市场 样，工 业品自由市场

也是投机家的乐园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党内外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商品交换方面

的资产阶级法权
， 复辟资本主义

， 必然要竭力主张扩大自由市

场。 布哈林就曾经鼓吹市场。常态化。 的谬论， 主张在市场上可

以自由玩弄价格
， 妄图取消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对市场的调节作

阙， 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
。 列宁说 °什么是周转自由

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
， 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

必去
。

° 。

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

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 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 这

就是说，
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 国

。 苏联交换领域资本

主义全面复辟， 就是在所谓°贸易自由。 的口 号下出现的。 这个

触目惊心的事实， 说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
、 建立生产资料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 对商品交换制度如果不加限制， 资本主

义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反过来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

在我国的商品交换领域中， 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

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 这种斗争

， 集中表现在把商品交换纳

入计划轨道， 还是违背计划， 搞什么°贸易自由。

。 为了限制交



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我国对粮食、
油料、

棉花$ 芦 I 4 。

统销政策， 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有计划的调拨和分配，
有

计大部
条件地逐步缩小以致取消 些商品的地区差价。

例如，
用 P P

分药品和 部分日用工 业品已实行全国二个价格。
国家机关并

且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市场管理，
打击城乡资本主义的投机活

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对

邓小平一 伙竭力推行

。贸易自由。 的修正主义路线， 鼓吹。 自由市场
。

、

。 自由价格
。和

。 自由竞争。等谬论， 拼命反对无产阶级在流通领域对资产阶级

法权的限制， 妄图使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在流通领域泛滥。
他们

还拿出。利润挂帅。

、

。全民服务。

、

。业务第一

。等黑货，
妄图把

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推行到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中来。
刘少奇

还鼓吹所谓" 搞那 行的人， 对那 行的东西，
可以允许多买

点。 林彪则鼓吹什么。人情大于王法。

、

。走后门。合法之类的谬

论， 妄图腐蚀人们的思想。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想通过强化和

扩大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复辟资本主义
。 社会上的新老

资产阶级分子也经常在流通领域兴风作浪， 向无产阶级和社会

主义进攻。
他们进行投机贩卖活动，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他们借。协作。 为名， 搞非法的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物

物交换。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 刘少奇

、 林彪
、 邓小平

类的阴谋被粉碎了，资本主义势力也不断地受到沉重地打击
。

但是， 只要商品交换制度还存在， 就有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

级的土壤。
因此， 在交换领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

3 1骂

动
， 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

。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

这 限制
。 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

林彪、



駟反限制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对社会主义社会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
绝不

是说可以取消商品交换
。 恰好相反， 随着生产的发展，

还必须

有领导、 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交换。 但同时要

対这种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 特别要限制交换中

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 打击交换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打击

利用商品交换搞资本主义活动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

从根本上说， 限制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就要在交换

领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加强党的领导

和群众监督 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 林彪
、 邓小平推行的" 贸易

自由。

、

。利润挂帅" 条条专政。 等修正主义路线， 大力培植商品

交换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自觉地限制交换方面的资产

阶级法权， 坚持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方向。

除了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交换主要是通过国家物资管

理部门这条渠道以外， 我国的商品交换是通过社会主义 国营商

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这两条渠道进行的。 这两条渠道

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统 市场。
国营商业是社会主义统 市

场的主体和领导力氲 绝大部分的商品和零售环节， 以及全部

批发环节， 都是由它掌握的。 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 是国

营商业的助手。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保证商品流通渠道的畅

通， 促进城乡物资交流， 对于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有

重要的作用。

农村集市贸易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统 市场的补充， 还有

它存在的必野性。
但是， 在那里， 价值规律起着自发的调节的

1 3



作用
， 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地存在着。

有些人往往会将自留地和

家庭副业的产品
， 在集市贸易上从事投机贩卖。

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
， 必须对集市贸易加强领导，

严格管理 在交易地点、 交

易对象
、 交易产品

、 市场价格等方面进行限\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和价格政策

 F . 价值规律在商品 流通中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交换对生产和消费的积极作用， 还要

求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

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
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有着

影响作用， 而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就更大 些。
在社会主义社

会的商品流通过程中，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要遵循等价交

换的原则多 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的价格变化，
会在不同程度上

对社会主义商品的流通发生影响， 对某些个人消费品的流通
，

甚至还有 一 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船流通过程， 从根本上说， 是由根据国

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制定的流通计划来调节的
。 社会主义社

会生产资料的交换， 主要采取国家计划分配的\ 式
。

工 厂生产

出来的产品供应给哪些单位使用， 供应什么
， 供应多少， 供应

时间，
一 般都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

。 即使是消费品的流

通，
也主要由国家计划调节。 吁为进入流通领域的消费品的总

量和构成是由国家的生产计划决定的， 社会购买力也是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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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划控制的。
国家在有计划地平衡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基础

上 制订消费品的流转计划， 来调节消费品的流通 。
特别是

些同国计民生关系很大的消费品， 例如粮、
棉、

油等，
则由国

陬实行统购统销， 计划供应。 这些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

匡的计划经济制度， 在客观上限制着价值规律对商品流通的作

用范围和程度。

但是， 多数的消费品是在市场上敞开供应，
听任消费者自

由选购的
。 由于亿万消费者的需要千差万别， 在不同时期又千

万化， 而且
， 生产情况也在经常变化， 计划工 作常常难以完

除正确地掌握这些具体变化， 因而供需之间的矛盾就会经常出

蚬。 影响消费者需要的因素很多， 但是， 最主要的是收入 的多

少和价格的高低。 在 般情况下， 某种个人消费品的价格高一

些， 它的镱售量便会缩小 反之， 价格低 些， 它的销售量便

会扩大。
这就是价值规律在个人消费品流通的 定范围内和

定程度上的调节作用 。

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一 定程度上调节消费

品的流通， 主要的特点是， 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报

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 适当地提高或降低某些消 费 品 的价

格， 来限制或扩大这些消费品的销售量， 以促使这些消费品的

供需趋向平衡， 实现国家的商品流转计划。 例如 对那些生产

大量增加， 产大于销免
而价格又偏高的消费品， 采取降低价格

的办法，
可以提高消费者对这些消费品的购买力。 对那些生产

的增长 一 时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消费品， 除了努力增加 生产 以

氘 对其中一 部分非生活必需品， 在一 定限度内适当维持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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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格水平
， 可以使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受到一 定的限制。

对那

些季节性很强的消费品、 例如蔬菜、

水果等!
采取合理的季节

差价
， 也是必要的。 因为，

二方面，
由于季节不同，

生产、
保

管
、 储藏等所耗费的劳动量也会不同3

另一 方面在生产旺季把

价格适当调低， 可以扩大销售，
遴塑造成变质损失。

在生产淡

季把价格适当调高可以压缩销售。
这对于不同季节之】司适当保

持供需平衡， 也有作用。

但是， 要使价值规律在流通中对 盯Ã 'Jv u  Iイ 岸 ıı

它来平衡消费品的供需矛盾，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只有

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价值规律和限制价值规律作用范围的时候，

才才能做到
。 如果听任价值规律自由泛滥，

单纯根据市场供求

情况来频繁调价， 那就违背了。计划第 ，
价格第二

。 的原则，

必将冲击社会主义计划， 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一 半 佷 裟 拳 耄 古

社会主 义制度下价格的基础

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 主要是通过国家制订计划价格来实

现的。 计划价格是计划经济的重要方面，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一 种表现。 那末， 社会主义国家制订计划价格的科学依据

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基础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商品价值的具体形式已转化为生产价

格 (即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资金利润率形成的社会平均利

润)
。 价格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环绕着生产价格自发

波动的。
生产价格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基础

。

而是由国家

：E,ī甘 4只荪 究作用，
用

社会主义的计划价格不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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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制订的。 社会主义 国家对不同种类的产品， 依据党的路线

駟经济政策， 规定不同的价格， 而且可以使之偏高一 些或者偏

氐 些
。 这种价格是怎样规定的呢? 可以随心所欲叫? 不是，

阶格的制订， 价格偏高或者偏低 总有 个基础，

个中心
。

离不开 一

社会主义价格的基础是什么? 依据价值规律的要轧 社会

臣义经济中的价格仍然是价值的货币形式， 商品价格要以它的

阶值为基础
。 也就是说， 在制定商品价格的时候， 仍然需要参

降它的价值
。 如果否认了这 点， 那末， 就无 异否认价值规律

阳客观存在了 。 但是，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正 确地计算作为

阶格基础的价值
。 任何产品的价值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 1 )

巨产中耗费掉的物化劳动(c ) ， 即生产中耗费掉的原料、 燃料、

辅助材料以及机器设备和厂房的折旧费用等多 ( 2 ) 劳 动 报 酬

ltv ) ， 在国营企业 中就是支付给\ 工 的工 资多 ( 3 )赢 利 (m )
。

如果这三 项 (c
、

v
、

m ) 都能分别计算出来， 产品的价值也就知

递了。 前两项 (c + v )
， 构成产品的生产成本。 作为价值构成部

分的生产成本，
当然不是个别企业的生产成本， 而是部门平均

成本。 相对地说， 部门平均生产成本还是比较容易确定的。 但

赢利 (m )部分的量怎样确定呢? 这就困难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劳动价值理论 ， 只有生产者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 的 唯 源

泉。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 劳动报酬大致上是同活劳动的

耗费成正 比的。
在国营企业中， 在一 般正 常情况下， 工 资支付

愈多， 表明生产中耗费的活劳动愈多 创造的赢利也应愈多。

因此， 在赢利和工 资之 间客观上存在着 定比例关系。 这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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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关系 (n 飞 v ) 可以p做工资赢利率。
只要我们事前在会社会

范围内求得 个平均工资赢利率 (即全社会的赢利总额和工资

总额之问的比例) 、 在已知生产某种产品的工资支付额(' ')的条

件下， 就可计算出生产该项产品应有的赢利额 (m )。
这样，

作

为价格基础的商品价值， 就可以根据部门平均生产成本，
加上

按社会平均工 资赢利率确定的赢利，
间接地推算出来�

。

过去有人主张按社会平均资金赢利率 (赢利同生产资金的

比例) 来确定赢利， 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基础不应该是

商品的价值
， 而应该是生产价格 (即部门平均成本加上一 个按

应该打破部 门界

来制订价格。
苏修不

少经济学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就是主张按平均资

金赢利率来确定赢利， 把生产价格作为制定价格的基础的。
其

实， 这个原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 它是资产阶级法权

的最充分的表现。 马克思指出
。商品不只문当作商品来交换，

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
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

孰 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 份，
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

时， 要求分到相等的一 份 o

》 @ 只有在生产以追逐利润为目的
、

� 在实际工作中， 要对商品的价值进行直接测算， 是不可能媳 也没有人这样

测算过ł 即使根据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社会平均工资赢利率确定的赢利方法间

接推算， 也有 定困难。 但是， 由于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核定价格臨 般都要计算

成本赢利氧 因如 我们计算商品价值也可以采用另 种办法， 即在部门平均成本

之上 再加上 个按成本赢利率计算出来的赢利额ł 而成本赢利率的高低可参照各
生产部门的技术构成来确定， 料重工轻的赢利率应低 些， 料轻工重的赢利率应适

当高 些。
照这样的办法计算出来的某种商品价值， 同这种商品中所消耗的社会必

要劳动量应该是大体接近的
。

园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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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赢利率确定的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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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

艮 依据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分利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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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

必然趋势。
但是，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

匦的需要，
而不是资本的价值增殖， 资金在各部门之间的投放

饕有计划的，
不能自由转移。 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形成平均

園润的客观条件。 所以
， 按照社会平均资金赢利率来形成社会

匿义价格，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生产成本加上按上述平均资金嬴利率确定的赢利， 当然不

匿商品的价值， 而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

商品价格不以它的价值为基础， 而以它的价值的转化形式为基

瓢 不仅没有客观依据， 而且是有害的， 因为价格只有以价值

良基础， 才能比较正确地核算生产中的劳动耗费， 才有利于正

曲反映和适当安排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关系。 价格如果不以

匾值为基础， 而以价值的任何转化形式为基础， 都将使这些比

国关系得不到正确的反映，

趾价格是否以价值为基础， 对十个别企业 的经济核算以及珂

匡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劳动节约， 也具有重大意义 。 因为生产

种产品， 往往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生产方案， 使用多种不同

的原材料和不同类型的机器设备， 耗费不同数量的抜化劳动和

活劳动。 价格以价值为基础， 可以帮助我们选择耗费物化劳动

匦活劳动最少的一 种方案。 如果价格不以价值为基础， 有些产

酪的价格大大低于它的价值， 那末， 以这些产品为原材料的生

方案， 按价格计算，
可能是最节约的， 但是， 实际上社会劳

齢耗费却反而是最大的。

3 19

由流动的条件下，
利润平均化才会成

从而影响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 。 ， 但是，
这次不

是说
， 价格只能同价值二致，

不能有任何背离。
这是因为，

价

格并不是价值的简单的货币表现。
价格的制订还要服从于党在

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任务，
体现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并

适当地考虑市场的供求情况。
这就是说，

要根据社会主义的价

格政策， 利用和限制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
来制订产品的合理

价格。 这样， 才能使价格有利于加强经济核算，
有利于发展生

产， 有利于稳定市场和安定人民生活，
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
。 因此，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各种商品不復存在着价格

基本上和价值相 致的情况，
而且也存在着价格和价值相背离

的情祝
。 例如， 我国支农产品的价格一 般是按照保本微利的原

则制定的， 有的也允许暂时的亏本，
这样价格就低于价值。

新

产品成本 - 般都较高， 就只能按同类商品比廣比价，
而不能按

成本加利润订价， 往往出现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况。 对于

少数高档商品多 不是生活急需的， 或者供不应求， 需要通过价

格调节的' " 类商品油价格就高于价值į 可见， 各类商品订价

的依据不同；；从而价格和价值背离的情况也不同
。

市场物价的变动， 实际上是国民收入 的再分配
， 它会直接

影响企业的经济核算和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
。 保持物价的基本

德克
'

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 有利于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进行

经济核算， 有利于保障城乡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私生活的这步
改善， 也有利于限制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投机活动， 保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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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国 贯采取稳定物价的政策。
一 九

事0 年以来， 我国市场的物价 直是稳定的。 这是我国社会主

以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在旧中国
， 国民党反动派滥发纸币， 弄得物价 天数涨，

匪产凋敝， 民不聊生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结束了旧中国

物价狂涨的历史。 建国初期， 党和国家就采取了 系列稳定物

阶的措施， 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狠狠打击了投

陬倒把活动
。

二 十多年来， 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 如粮食、 棉

审、 蔬菜
、
煤球等价格， 直保持稳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来， 国家又有计划地降低了 部分工 业品的销售价格。 九

出四年全国零售物价比 九六五年降低了百分之二 点九。 我国

阼砀繁荣
、
物\ 稳定的情观， 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本主义通货恶性膨胀, 物价剧烈波动的情况相比 形成

彻执行稳定物价的政策， 主要是力求保证物价总水平和

队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 在此前提下， 对于历史上造

留下来的和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合理价格，根据基本不动，

降别调整的方针， 进行有升有\ 的调整。 如对于粮、 油
、 猪

、

齢、
差等农副产品， 国家多次提高了收购价格， 但销售价格基

難土没有变动，
商业部门在经营上的亏损， 由国家财政补贴。

附于某些高档消费品， 保持比较高的价格。
盈亏由国家统 平

有利于市场物价的稳定。 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是根本不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要求物价稳定· 而物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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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反映。
我国物价能够长期稳定，

是由于贯彻执行了"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的总方小 迅速发展

生产
， 扩大商品流通， 使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能够大体适

是物价政策中的重要问题。

匕大 系 着国 氏收入在工农业之间的再分配，
关系着市场物价的

稳定， 关系着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的相互结合和发展，

还直接影响到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农联盟。
这就需要按照

等价交换原则， 制订合理比价。

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以托洛茨基为首

的反对派联盟
， 为了瓦解城乡结合，

破坏工农联盟，
曾经叫嚷

署 ' 提高工 业品的出辰价格。

，

。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

榨。
' 等反动主张į 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去做，

势必引起工 业品价

格的上涨， 缩小工 业品的国内市场， 使广大农民陷入贫困的境

地玎挑起死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的基础ļ - 一 工农联鹭. 托派的这种反动主张， 受到了斯大林的

无情揭露和铉判，在我国解放以前， 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 賀用赎买农产品、 贵卖工 业品， 即扩大剪刀差的

办法，；来疯狂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农民， 使他们陷于贫困破产的

境地，：老成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ë 特别是从 九三七年到 九

四九年的十多年中， 由于日本東
，
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发

动反共反人民战争 生产和交通受到严重破坏， 城乡物资交流

陷于停顿，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更加猛烈地扩大

。 以一 九
三 の年利二 九三六年的平均差价为 页；

， 到六九四九年扩大为
393

工 农业产品的交换比价问题，



一 百三十以上
。

h ； ；； ，
，滩：

。

；：由ť ：ン 专 i

据解放以前对安徽
、 广西

、 四川
、
陕西的几个农村初级市场的典

型调查， 工 农业产品的交换比价的变化情况是 以 19 3 6 年 为 10 0 ,

1 9 4 8 年则扩大为 16 5 1 1
。 在陕西安康的初级市场上， 每百斤大米在

19 3 6年可换白布三 十九点七尺， 而到 1 9 46 年则只能换白布十点零二

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要不要缩小工 农业产品价格

的剪刀差问题上， 直存在着严重的路线斗争。 刘少奇、 邓小

酽 伙 贯主张扩大剪刀差， 鼓吹" 卡农民的脖子。

、

。 以高(价)

附高(价)。

， 大搞自由市场， 剥夺农民， 破坏城乡联系， 破坏工

溆联盟。
毛主席在同刘少奇、 邓小平 伙的斗争中， 再指示

在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的商品关系中， 必须执行等价交换的原

刚， 实行逐步缩小工 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 根据毛主席

削定的方针政策， 二 十多年来， 国家儿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

阶格， 而供应农村的工 业品价格基本稳定， 有的还有下队 这

睁大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地位， 促进了农业 生产 的发

眠 ， 巩固了工 农联盟。

：.

一 二a
'

据统计， 早在 19 5 8 年，
工 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就较 1 9 5 1 年缩

小了 2 5 4 % 。 从 19 5 2 年到 19 7 3 年的二 十二 年间 全国农副产品收

购价格提高了6 7 % ， 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降低了48% ， 供应农村

的工 业品价格则降低了 0 7 % 。 农民用同等数量的农产 品? 可交换

的工 业品增加了66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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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反映了工业和农业之 间、
城市

和乡村之间交换工 农业产品的不等价关系。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

剪刀差
， 般是以某 年份的工 农业产品的价格作为基础， 从

往后的工 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 来分析剪刀差的产生、
扩大或

缩小
。 但是

， 如果要深入分析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是否是等

价交换
， 不仅要了解工 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

还必须了解

工 农业产品价值的变化趋势
。 从价格变化来看，

工 农业产品的

剪刀差是逐步缩小的。 但是， 如果把价值变动的因素加进来，

那末
， 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还没有完全消灭以外，

还

可能产生新的工 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这是因为，
在 定时

期内， 工 农业产品的计划价格是基本稳定的， 但是劳动生产率

是 个极其活跃的因素
。 它总是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

断地提高
。 这样

，
工 农业产品的价值量也就在不断地降低。 而

且
， 般地说

，

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工 业品价值量降低的速度要快于农
产品价值量降低的速度， 表姐在工 农业产品的价值 对 比 关 系
主

， 即使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也可能出现新的剪刀差
。 这是

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
。

但是， 无论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
， 还是社会主义建

设发展中新产生的剪刀差
， 都只能随着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

缩小。 如果工 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 定的程度
， 而企

图用 下子降低工 业品的销售价的办法来解决
， 这样就会加重

国家负担， 减少国家资金积累? 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 而

猛烈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

工 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农业部

如果工 业品价格不变夕 用大幅度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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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格和销售价格的办法来解决， 那就会加重城市人民的负担。

■此， 为了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继续缩小工农业产

匦价格的剪刀差， 必须加速发展工 业， 大力支援农业， 加速实

觑农业机械化，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工 业品的薄利多销政策， 也是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一 项重

睽的社会主义价格政策。 贯彻执行工 业品的薄利多销政策，
要

陰产品的价格， 随着工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 成本 的下

队 而有计划地下\ 。 工 业品价格在 定条件下的有计 划 下

队 能够扩大销售， 促进工 业生产， 有利于加强经济核算ļ 不

隊过高的赢利率成为浪费的防空洞， 有利于改善城乡人民的生

酗 特别是有利于逐步缩小工 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有利素

加强工 农联盟
。

当胤 这并不是说， 凡是利润高的工 业品都要

降价， 而是要根据各种工 业产品的供、
产、 销情况，

· 根据它们

臣国计民生中的作用， 以及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工 业发展情况

跹行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
Ãj)ļ ļ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 I司，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

闸，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经济联系。 所以， 社会主义

国家除了国内的商品交换关系以外， 还有国际的商：品交换关

陈，
即对外贸易。 ，

。 '
：· . 廿方 ·?

，

：佷
. くミ

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 决定着它的对外贸易的活动规

·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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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市场的基础上
， 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合理地

阻织进口和出口
， 才能使对外贸易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冒首先安排好国内市场
， 不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

誓， 屁股坐在国外， 眼睛盯着国外， 两手伸向国外， 总是强调

匿珍贸特殊。

，

。 内销服从外销。

， 这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

齢， 甚至也不是 个独立 自主的国家的对外贸易，
而是 种官

买办、 卖国投降的对外贸易。 刘少奇
、
林彪、

邓小平实行的，

就是这样 条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 按照这条修正主义路

陵去办， 结果必将使国内生产建设停滞不前， 人民生活需要得

怀到保证
。 因此， 处理内外贸的关系， 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

歐国家建设和人民的生活需要 出发， 以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

国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 国外市场当然也很重要， ，不容忽视。 为

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适当进ロ 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国

自短缺的物资， 就必需积极组织出口
。

而且各国人民的革命斗

隆总是相互支持的， 为了从物质上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支

暖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个社会主义国家总

需要拿出 部分物资出口
。 内贸和外贸， 是 个统 体的两个

部分， 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在国家统 计划下的相互配合
、
相互

协作的关系
。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捍卫国家

陬立
， 必然要求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或垄断。 十月革命以

后，托洛茨基
、
布哈林之流曾反对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主

张以所谓°关税政策。来调节对外贸易。 这种谬论受到了列宁的

严厉批判
。
列宁指出 。

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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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和国营对外贸易企业， 逐步改造了资本主义的私营进出

审企业 。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殖 民地 性

陵， 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成为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统制的、
独立

自主的对外贸易
。

实行对外贸易统制
， 对保证 国家政治

、
经济的完全独立 ，

防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

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 机 的影

駒， 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 同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进行正常

易往来，
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起着重要的作用 。
刘少

皆、
林彪

、
邓小平 伙破坏集中领导

、
统 对外的外贸原则，

臣外贸工 作中竭カ推行资本主义 自由化， 叫嚷什么。

八仙过海，

隆显神通
。

， 妄图使各个进出口公司之间
、

口岸之间的社 会主

結协作关系， 变为资本主义竞争关系， 进而把对外贸易重新拉

艮半殖民地的轨道。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不同， 受不同的基本经济规律的支

配， 具有不同的经营目的和经营方式。 但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

盼外贸易，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样， 都是发生在国家

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因而价值规律就要在这种交换关

券中起支配作用 。

当然，
种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值和在世界市场上的价

值是不同的。 马克思指出 《在 个国家内， 只有超过国民平均

水平的强度， 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

度
。 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 的世 界市场上， 情形就不同

了。
国家不同， 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多 有的国家高些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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鲈是这样，

gĘ .

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商品构成和贸易结算方

队来看
， 由于在大量的交换关系中， 参加交换的一 方是资本主

队国家
， 因而

， 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商品的花色
、

品种

以及包装等等， 要适当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民族特点和风俗 习

惯， 但是， 决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 在从资本主义国

本进口 的商品中， 有一 些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商品， 则

必须加以抵制
。 在国际市场上 订货

、 成交
、

运输、
保险

、
货

币结算等方式， 事实上是沿用资本主义的 套多 社会主义国家

陟对外贸易活动中， 应该高度警惕. 同国内贸易比较起来， 对

外贸易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更加严重。 如何限制这 方面的资产

阶级法权给予国内生产和交换以及给予对外贸易部门的影响，

艮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认真对待的一 个重要课题 。

对外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和在

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同。
马克思指出1

《对外贸易的扩大， 虽然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
， 但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 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

身的产物。

。� 列宁也曾指出 《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

不能设想的，
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

。 @ 在社会主义国家免

国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
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5 卷 第 2 64 页 。

圆 く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列宁全集乡第 3 抵 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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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将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遭受很大的损





蒋介石是 脉相承的，
都是

酏地道道的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
。

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坚持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的方针， 不

仅是经济问题， 首先是政治问题， 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臣义国家的独立能不能得到巩固的问题。 世界历史和现实状况

院分证 明
， 个国家政治上不独立

， 当然不可能建设独立的经

阱$ 而没有独立的经济
， 政治上的独立也是不可能的，： 或者是

怀巩固的。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 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

勖了°引进外国技术装备。

， 就要大量出卖国家资源，
甚至把矿

山的开采主权都出让给外国
， 这不是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又变成

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了叫? 这样，
同

出口有关的工 业部门将出现畸形发展
，

同出口无关或关系不大

的工 业部门就会受到压制，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将会受

到严重破坏， 独立的
、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将会遭到摧残。 这

哪里还谈得上独立 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 进归的装备越多， 出

瘁的资源越多，
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也就越大。

：经济上丧 失独

巨， 政治上当然不可能自主 。 球 スミ手套 ；
之；

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
， 那末

自己能制造的也用不着制造， 自己暂时不能制造的， 更用不

着自己奋发图强去研究く 制造， 只要向外国去进口就行了乙 即

使自己制造 点，
也只是照抄、 照搬外国的设计和工 艺， 仿制

井国的设备，
跟在洋人屁股后面 步一 步地爬行。 这样， 在技

求发展上
， 我们也永远摆脱不了依赖洋人的局面。 这那里还谈

得上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 结果将会使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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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思想
， 同李鸿章

、 曾国藩
、





E 、 自力更生的方针， 打破了美帝的封锁、 禁运， 战胜了苏修

¢刁难、 破坏， 把 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

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 只要我们今后继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这

毽 针， 那末， 我们就 定能在本世纪内， 将我国建设成为具

医现代农业
、 现代工 业

、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

際国
。

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

阱积极地同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 相互援助§ 共

圍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 同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

降互利的贸易往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 发展国际之间的贸易往

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毛主席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 关于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问题明确指

阳 。 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 恢复和发展

国际间的通商事业 ， 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社会主义国

陬通过对外贸易， 可以调剂余缺， 可以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

国技术以利于工 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 为此， 社会主义国家的

·外贸易就应该报据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
， 积裰

她、
有计划地组织商品的出口和进口

， 支持和促进工 农业生产

的发展。 任何离开这个前提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在取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洋奴

供办的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建国二 十多年来

陶实践证 明， 洋奴买办思想在外贸领域根深蒂固， 刘少奇
、
林

å  第 1355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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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第九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

货币和货币流通

第 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 ：
、 .

ŕ

;，
货币的本质和职 能

、 享：
巴义澹 i ：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存在着商品交换， 那就必然存在着货

马克思曾经指出，
。对这 时代说来， 货币是 切权力的权

国じの 马克思的这 论断，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 人们是

際 容易理解的、 那末，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冒币是否仍有这样大的权力? 或者说， 它同旧社会相匕 在哪

些方面发生丁变化， 在哪些方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无产

阶级应该怎样限制同货币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权? 要回答这些

回题， 就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的本质
、 货币的职能和货币

啦通规律， 进行具体的分析。

冒 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马克思说1
。

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

午商品本身， 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

。圆 我们要说明

险币的本质， 就必须把货币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分析。 从历史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욕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3 卷， 第786 Ř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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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 货币不过是在长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
从商品世界甲 目

发地分离出来的二种特殊商品。
它

。特殊
。就特殊在能直接地无

条件地同二切商品相交换，
在交换中充当商品的一 般等价物。

自从原始公社末期出现了货币以来，
尽管入关社会经历了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

阶段， 但货币作为二般等价物的本质没有变。
在社会 主义 社

钒 货币仍然是 般等价物，
主要起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

用

但是，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

货币代表着一 种杜会生产关

氧 却又采取了具有 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

。の 货币从表面

上看起来， 是 种物。 其实， 它同商品 样，
是通过物体现的

种社会生产关系。 货币作为一 般等价物，
它所反映的是商品

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 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是由生产

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货币的本质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

中都是 般等价物， 但它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却因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而发生了变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 建立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 是同直接社会生产相联

系的商品生产3 与此相适应，， 同货币相联结着的， 已不再体现

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关系， 而主要是体现工人阶级和

农民阶级这两个劳动阶级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内部的相互交换

劳动的社会主义关系。
，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国民经济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羝 第 2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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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计划领导的时候， 不论生产指标的规定、
物资的调拨或社

国产品的分配， 都必须利用货币作为计量社会劳动的统 的

匡度。 这表明，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 已开始发挥 种崭新

回、 即起着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计量劳动工具的作用。
而且愈

區前去， 货币的这种新约作用将愈益居于重要地位。 从发展的

區景来看，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消亡了
，

为卜 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将随昔消亡， 但是国民经济计划工 作

匡然需要有劳动计量的工具。 当然， 那时不管把这种计量劳动

画工具叫做什么名称， 它实际上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货 中

Ħ.

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

也在货币的职能上体现出来。

货币的第 个职能是价值尺度， 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

摩的。 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这 职能来衡量物化在商品中

酶劳动 不是通过市场竞气 而是通过制订计划价格来实现

曲。 社会主义国家还利用计划价格， 来制订和考核产值，成本、

酮润等价值指标， 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仍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 社会主义

国家利用货币的这种职能， 来加强工农之间、
城乡之间以及甲

陟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 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 作为流通

手段的货币， 在为个人所拥有的时候， 社会主义国家不准许用

陬购买劳动力和大型的生产资料， 而只能用来购买个人消费品

知某些手工 工具。
在这种条件下，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的

并用范围，
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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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用货币的这二职能， 向国家上缴税金、

利润，
对职工发放

工 资， 对人民公社社员支付劳动报副1， 对兄弟企业清偿各项欠

款
。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的这二职能，

集中和分配国家预算

资金和信贷资金
， 并组织企业之间的非现金结算，

以实现对企

业经济活动的监督， 巩固经济核算制!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 货币还执行社会主义积累和储蓄手段的

职能
。 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纯收入，

是以货币的形式成为国家

和集体的社会主义积累的， 劳动人民的劳动收入中暂时不用的

部分， 也以货币的形式存入国家银行，
被运用来促进社会主义

建设
。

'

笋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中，
： 货币执行世界货币的

职能
。 充当世界货币的，

°

仍然是黄金。
因为国际收支差额归根

到底仍须用黄金来支付。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世界货币的这种职

能， 对外进行贸易往来， 对兄弟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
在这

种猪况下， 货币起着즈 般购买手段
、

斗般支付手段和社会财富

体现者的作用。 。翅

'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所执行的这些职能说明，
·
：由于建立了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加交换过

程的变化， 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和它所起的作用， 同资本主

义社会巴不二样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 货币主要掌握在资产阶

阶和资产阶级国家手里， 被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剥削
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资产阶级国家用增发货币的办法 来弥

补财政赤字， 造成通货膨胀， 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并利用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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陲作为对外经济侵略和扩张的手段， 实行资本输出， 攫取高

圆润。 在社会主义社会， 货币主要是被控制在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手中， 用来计量和核算社会生产中的劳动耗费， 加强和

摩大工业同农业之间、 各个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按照。各

尽所能， 按劳分配。 的社会主义原则组织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

臨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来管理社会主义生产， 实现产品分配

物工 具， 也是对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工 具。

货币仍然是产生资本主 义的土 壤

陟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虽然发挥

冒积极的作用，但是货币同商品 样，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

匿。
昨天的剥削的残余。�

。
它的存在是同社会主义产品的生产

瞻交换还具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联系在一 起的。 在社会主义

条件不， 货币仍然是 般等价物， 仍然是社会财富的结晶， 仍

陬具有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支付手段等职能。 货币和货币交

映的存在， 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蚵土壤。

晚些跟旧社会都没有多少差别。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是私

隋经济的遗物， 否认货币在 定条件下仍可能转化为资本， 这

匪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 种修正主义谬论。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

際共(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沃兹涅先斯基就 鼓吹

多：�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

《列宁选集乡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飯， 第 8 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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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不U J
。 今天， 在资本主义 已经全面复辟，

货币已成为剥削
亍 仪 的苏联

，这种谬论更被苏修叛徒集团奉为至宝， 大吹大擂，

龉 臨
湫 促 聚 ◆ 平 刀 £ エ ラ ハ ノし / ヒ イ胃 夕

鼓噪 时@
。 其实

， 这种谬论是经不起批驳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 货币 。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
着其他一 切商品

， 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
4

d  m  ı  łĒX  3 4  ノ V Iı  ıu J IW  b  i ıu W  Q

法手段。�
。 在货币形式中，资产阶级法权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

人们在货币面前
， 形式上是平等的 货币可以被任何人占有，

可以作为。

魔法手段。

被任何人利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
。 货

币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 但是
， 这里包含着实际上的不平等。

因为掌握了货币
， 就意味着掌握了 定数量的商品， 意味着拥

有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利
。 在实行商品制度的社会

， 不同的人不
可能占有同样数量的货币。 在资本主义社会， 有的人是百万富
翁， 有的人却一 贫如洗， 甚至债台高筑

。 资本家就是靠他所占

� 沃兹涅先斯基在 19 3 1 年食表时《论社会主义经济向题》 文中说 《在社会主
义经济中， 货币永远不会成为资本。

。在 1935 年发表衰论苏维埃货币》 文中 又 说 =·在第 个五年计划时期， 富农作为 个阶级被粉碎了
，从而基本上消灭 了变货币为

资本 即变货币为剥削工具的可能性る 第二 个五年计划消灭了资本主义分子和 般
阶级， 因而彻底地消除了苏维埃国家内有可能使货币变为剥削

、 发财致富和投机工
具的这一 资本主义残余。

。

回： 19 74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两本所谓《政治经济学》 (分别由 n B 索科洛娃和
】0 B 雅科维茨主编)

，几乎 字不差地异口同声断定 在社会主义社会
，

。

货币已不
能转化为资本， 货币已不能成为剥削他人的手段。

但是， 他们既讲不出什么道理，

也拿不出什么论据，
, 而只能求助于二本叫做《金色的牛犊》的现代苏联小说， 拿这本

小说小曲主人公
、
大骗手别恩杰尔通过诈骗成为百万富翁以后

， 忽然领悟到 °在苏
联， 绝不能拿这些钱来作为资本。 的道理， 当作在苏联自

货币不能转化为资本。

的论
据 。

对于骗人手法如此拙劣的苏修《政治经济学》
， 人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固 恩格斯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る k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
出版社 19 72 年版， 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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眇货币来开设工厂
、 崔佣工 人

、
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 投

■把分子和高利贷者也是凭借手中持有的货币进行剥削活动

陟因此， 在货币上面存在的形式上平等掩盖着事实上不平等

匡资产阶级法权， 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显而易见的
。 在社会主

隈社会， 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工 人阶级和

匡动人民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 货币作为 般等价物的

防用相应地受到了 定的限制， 货币这 。魔法手段。 已不再是

匡配 切的了
。 但是， 货币上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继 续存

匡。 由于货币作为 般等价物， 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职能， 由

旨在按劳分配条件下， 人们的货币收入量的不等， 因而， 谁占

官货币多， 谁就占有商品多， 并且还为某些人利用货币和货币

睦换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提供了可能
。 马克思在谈到货币制

匿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时指出 。

平等就抱不平等， 自由就是

不自由
。

想要交换价值不发展为资本， 或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

不发展为工资劳动， 那是 种虔诚而又愚蠢的愿望
。

。� 列宁在

敵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时也明确指出 。在货币消灭之前，

平等始终只能是 0 头上的
、

宪法上的， 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

有实际的剥削权利° 园
。

货币和资本是有区别的。 但是， 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 定

数量的货币。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从积累货币开始的。

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在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支配下，小生产者在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 分册
。

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5 页
。

ı园 c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力
。

く列宁选集》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氟 第 8 38 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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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竞争中发生两极分化： 多数人贫困破产·
变成二无所有

的" 自由。劳动者， 只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而少数人手中则积

累起越来越多的货币， 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搞资本

主义经营
。 因此， 生产资料和劳动カ的分离以及两者的这种重

新结合的特殊方式， 导致了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

生产
， 小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者，

货币也转化为资本。

在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律禁止一 切剥削

活动
。 但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

只要货币还继

续存在
， 啧 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着。

谁有 了货

币，

" 谁就可以占有社会财富。 城乡资本主义势力、
新老资产阶

级分子就会甘冒违法的危险， 在那些无产阶级领导权还不巩固

的环节和单位，

¢!初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

有权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 来投机、
发财和掠夺劳动者 ·�

。

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
工 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和消费品的分配，

仍然要以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 这就提供了了 种可能，
即今天

买 ； 可以明天卖į 在 个地方买， 可以到另一 个地方去卖。 投

机倒把分子就会把自己占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 利用商品供求

在某个地区
、
某个季节出现的暂时的

、 局部的不平衡， 倒买倒

卖农副产品和工业品， 低价进， 高价出， 牟取暴利。 有的甚至

会同国营和集体单位内部的某些人相勾结， 采取各种手段， 利

用货币来开设地下工) 或组织地下包工 阢 进行雇工 剥削 另

外， 有的人还会把自己占有的货币贮存起来， 用于放高利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750� ; 〈俄卖(布) ; 党纲草案净
。。 列宁选集》笫3 卷



盛行高利贷剥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从货币上就看不

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所有者的手中
，

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

摩的
。 货币没有臭味， 无论它从哪里来。

。 勺恩格斯在批判桂林

駒经济公社时也指出 。

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 接 受 金 钱 的 支

防9 于是就提供 种可能， 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

必获得这些金钱
。 没有臭味

。 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园

国此
， 在社会主义社会， 剥削尽管是非法的， 但新的资产阶级

李子还是可以不断地从货币交换中孵化出来。 党内资产阶级享

官的很大 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 同

質币交换也是分不开的。 货币交换也是他们推行利润挂帅
、
物

虜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经济基础。 在苏联， 资本主义已

币早已变成剥削工 具，
转化为资本，

不是极为明

义社会， 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 建立了

昆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

匿法权受到了限制， 货币拜物教的经济基础被大大地削弱了。

匡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仍然是一 般等价物， 仍然是 °财富

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舀
， 因而，

。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

□的对象， 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图
。

只要社会上还存

住着货币， 追求货币、
搞个人发家致富的剥削阶级思想就会有

� c 资本论〉第 ı卷。
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3 卷 第 12 9 页。

园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瓶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睡34 3 页。

醪 马克思 (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 15 1 页。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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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红楼梦》的《好了歌》中说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

忘不了。

，
二语点穿了货币拜物教的实质，

活画出那些拜倒在

。赵公元帅。脚下的财迷们的贪婪相。
这种信奉货币拜物教的财

迷， 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会绝迹。
那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就是经不住资产阶级的金钱诱惑和腐蚀而被拉
。下水

。的。
'"

' 资本主义社会是货币拜物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社会。
在

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才的苏联，
货币拜物教的盛行，

比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苏修叛徒集团在
。经济改革。 的

旗号下， 竭力宣扬。金钱万能人
'

；
。为金钱而奋斗

。 的极端丑恶的

思想， 公开传授铜臭熏天的。

赚钱艺术。

。
" 苏修报刊上鼓吹发财

3 i ŞĪ

ıy

勃列日涅夫在 1 9 73 年 12 月的苏修中央全会上说 要·及时驰把

每 个卢布投入 到那种明天我们可以收回两个、 ：三个、甚至于个卢布

的地方。

。 他把这一 做法称之为°赚钱艺术。

， 并说什么 。我们大家从

中央到地方， 鄯应当学习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

。 苏修叛徒集团在谈

到推行 。赚钱艺术。 的效果时， 竟然洋洋自得地说 。我们必须毫不吝

台地进行物质鼓励 这笔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
。

。 苏修叛徒集团

豢养的学者、 政客之流， 也纷纷著书立说， 对勃列日涅夫的。赚钱艺

术。大加发挥。
例如， 有 千名叫亚 比尔曼的经济学。博士。

， 就在

1 97 5 年 8 月丁 日《共青団真理报 上发表了 篇题为 经济学家的良

心 的文章，提出了 个°卢布 良心。 的公式，鼓吹从。 良心。 出发，

为大挣卢布而奋斗， 说什么°工资是检验 个人工作质量的合适的文

件。

，

° 个人加泰罗这种声声越多， 他的荣誉就越大。

。 按照正泰曼

的说教， 卢布是利? 荣誉是名， 面良心则驱使人去争名分利，这就是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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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布和良心。的经济学的精髓。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 类修正主义的头子， 也是 伙货

国拜物教的忠实信徒
、 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狂热鼓吹者。 刘少

匦厂 再鼓吹 。要赚钱。 的生意经， 林彪除了公然鼓 吹什 么
。

万利。 以朱 还认定。世界上唯有 件东西是靠得住的，
那就

金钱。

§ 邓小平则胡说什么利润" 挂点帅没关系。

、

。我们革命

靠物质刺激。

， 如此等等
。

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现 代修

匡主义者， 尽管说法不 ， 但都是宣扬 。钱能通神。

、

。有钱能

険鬼推磨。 的货币拜物教。 他们都把货币作为毒害人们的灵魂，

欧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

在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要逐步地消灭货币拜物教， 就必须

电极创造条件， 削弱它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限制货币交换方

薗的资产阶级法权， 同资产阶级利用货币进行的资本主义活动

並行不懈的斗争。 同比 还要对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货币拜物

歔的谬论进行深入的批判， 宣传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
毛泽东

囈想， 提倡做工 为革命、
种田为革命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历史

匱期，
不断地网货币拜物教作斗争， 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

酝全面专政的一 个重要方面， 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整

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 项重要任务。

3#7





际划也 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无产阶级专

国家在经济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 项重要任务。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内在联系， 决定了货币流通必须同

邮流通相适应。这就需要在有计划地组织好商品流通的同时，

F强货币流通的计划良 使之不仅在总体上，
而且在构成、

地

匡和时1司上同商品流通相适应。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盲目的和无政府

匿态的， 不可能有稳定的货币流通。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除第 次具备了自觉地
、 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以适应商品流

# )q T  

T  · 

* * *  ił E a

-

.

-

在社会主义社会， 因商品流通而引起的 切财务收支，
通

匿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两种形式来实现。 现金支付是指现实

岛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 非现金结算是指银行转帐。

在资本主义制度T , 切企业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 资本

陬在银行的存款， 随时可以提取现金， 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

两者之间的转化是按照资本家的需要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接受国家的现金

管理， 切收充 除零星开支外， 都要通过国家银行进行非现

隆结算。 任何企业 单位在银行的存款， 除发放工资和按规定

咳用零星现金外， 不能随便转化为现金。 这样， 就使货币流通

酌范围严格限制在一 定渠道内， 为国家实现货币流通计划化，

艮供了重要的条件。 Ĥ !赏 姊 ： ? pj \\美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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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农副产品ı 集体经济单位掮出售农副产品的一 部分货币

ı向国营企业购买化肥、 农药
、
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

匡 部分货币又经过国营企业流回到银行。
集体经济的另

》货币收入、 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 分给集体农民J 集体

团它向商业部门购买工 业品或进行储蓄。
这样， 这一 部分

最后也会间接或直接地流回到银行。

市三
、 在存在集市贸易的条件下， 城镇居民的一 部分货币

酝 还通过在集市上购买商品而进行流通，
但是，

最后也会

匡农民购买工业品和储蓄流回到银行。

防四
、 各个国营企业

、
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之间发生的经

回来， 基本上都采用非现金结算， 但是，
一 些零星、 小额的

趴 也要使用现金， 这些现金通过支付最终也会流回银行。

队上述货币投放和回笼的渠道可以看出， 社会主义的货币

自量， 主要同国家投放市场的个人消费品数量有着直接的联

今人消费品供应量的适当与否 对于回笼货币、 稳定货币

匿有着决定的作用。 在现金流通领域， 货币掌握在千百万不

所有者手里， 而他们的消费需要则是千差万别， 不 断变化

ı国家一 般不能通过行政措施对这些进行管理， 只能根据国

匿经阱有关指标之间相互衔接的情况以及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等

酞间接的\ 节。

隆供应的数量、

匦分商品储备减少? ： 部分商品积压 出现某些商品供求脱

郾枣。
，

在这种情况下， 部分不能实现购买力的货币就会转向

匿壷劣隶沏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就可能乘机兴风作浪，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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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表明 一 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必

氐 同有待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心 同货币流通

際货币同商品相交换， 实质上是货币价值同商品价值的等价

助。 因比 在 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必要量， 在价值上应该

时期内有待用现金实现的流通中商品的价值量相符合。 在

除一 货币单位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 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

医大， 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 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越小，

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
。 在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

， 降三货币单位的价值量越大， 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 3 每

卧货币单位的价值量越小， 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 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总是有先有

陆续进行的。 同一 个货币， 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多次地为商

醪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服务，
丁个货币可以当几个货币来发挥作

队 因此， 流通中的货币价值量， 实际上并不需要同流通中有

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值量完全相等
。 在流通中的商品价值量

陲每一 货币单位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T , 定时期内的货币流

匾必要量，
取决于每 货币实现商品价值的次数， 即货币流通

匡度。 货币流通速度越快， 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 货币流通

电度越慢， 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

上述货币流通规律， 是以金属货币流通为对象说 的。 但

艮 这个原理对于纸币流通， 也同样适用， 因为纸币无非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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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陜 F 刀 買 中的价值符号出现， 有一 个历史演变过程。 在

货币发展的 定历史阶段， 广泛流通的货币是金块或银块等贵

金属
， 后来它们为金或银的铸币所代替。

铸币在流通中逐步磨

损
， 实际价值 已低于名义价值， 但它们仍可照旧流通。

这时，

铸币已开始起价值符号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
铸 币后 来 又

逐步为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所代替。
这种演变为什么可能呢?

因为货币作为 般等价物
， 虽然本身必须有价值，

但在它发挥

价值尺度的作用出 只是观念上的货币，
不需要有现实的金银

放在手里i 而当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发生作用先 把商品换成货

币
， 为的是用这些货币换进商品， 所以，

不管它的价值是否十

足， 或者有无价值 只要大家相互接受就行。 因此， 金属货币

在历史发展的乒定阶段就必然被纸币这个价值符号所代替。

纸币流通是 种现象， ；这种现象掩盖了贺 币的本质， 使

人们发生错觉， 以为货·币：只 不过是抽象的价值符氖 或者直

接代表商品的价值ゐ 而科学的任务则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纸

币即使没有规定含金量， 也不能兑换金银，
；但从本质上看， 它

也不是抽象的价值觀念�
， 同时 ： 它也不是直接代表商品的价

园
;
马克血挂阐明货币理论过程中， 曾批判过英国主義

、 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
代表负竞莱(1ó84 _ 175 3年)对货币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

。 马克思说，
。因为贵金属在

流通行为中可以用记号代售 ， 贝克莱就得出结论说， 这些记号本身不代 表 任 何 东
西 ，

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歹 。这里三方面混淆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
， 另二方面

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银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し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第 69 页。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趣论，作为价格标准和流通

手段的纸币本身， 可以不代表任何东西， 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 但作为价值尺度

的作用 į 多 甲 月 之 4 鳥
的纸币则不同， 芦尽Ĥ 是金的臂梦， 烋表三定的金量， 否则， 它就不能起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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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印， 而只能是金或银的符号
。

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 。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
纸币

回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 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 个金量

臣， 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 。
纸币只有代表

趾量(金量同其他 切商品量 样，
也是价值量)， 才成为价值

路号
。

》园

正因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 所以
，

纸币流通归根

園底要受货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和制约。

。
国家固然可以把 印有

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
， 可是它的控制同

缽个机械动作一 起结束。 价值符号或纸币一 经为流通所掌握，

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 。

。圆这就是说1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

象征地代表的金 (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
� 流通的纸币量

险要和流通中所必需的金属货币量相适应。 只有这样，
纸币所

代表的单位价值量才是稳定的
。 如果不是这样，

纸币的发行超

匾了这个客观界限， 那末， 就要引起纸币贬值， 物价上涨。 这

爵 °

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

咋趱四金量而产生的反应。

。© ： ミ 靠勤餐霭 ：歹 ' ť ：'

Jiilil ı

� 纸币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 这也是马克思批判过的 种错误观点。 他说 °表

面上看来，
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

，
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

而表现为在价格

王只表示出来
、
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

但是
，

这个表面现象是错

误的。
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 因而是金的符号，

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

的符号。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 第 10 5 页
。
)

@ 马克思，
c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息格斯全集》第2 3 羝 第 148 贯。

固 马克思 t 政治经济学批判》
。

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09 ˜ 1 10 页。

@ 马克思， 星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 14 7 页。

固 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 弗 110 页姓

j5§



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和所起的作用，

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货币作为一 般等价物的本质没有变，

货币的基本职能没有变， 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继续

有效， 货币流通。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
。 '" )

。

·し 货币流通规慨 同其他在几个社会共同发生作用的经济规

律 样，是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发生作用的形式依不同

的社会形态而有所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
货币流通规律在市

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
作为 种异己カ量发生作用。 而

在社会主义社会
，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

货币流通规律在被我们

正确认识以后 在正确路线指引下 有可能自觉地加以利用，

实现货币流通的计划化， 排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千扰，
使它

为组织生产加商品流通服氛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 ñ .

第三节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由于代表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

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靠帝国主义， 贺币钓发行和管理大权

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手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我可政府取消了帝国主义的一 切金融特权， 不准任何外国银行

在我国发行货币ı 禁止- 切外国货币在我国市场上流通和 买

卖3 同时， 没收订国民党政权的国家银行， 禁止伪法币流通，

建立了一 个以发行人民币为内容的独立自主、 统 而稳定的货

� 자克思： 4资本论》第 1卷。

i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国的人民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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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党反动政权是在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过程中，
随着革

岊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而一 块 块地被打碎的，

因而，
货币

匾的阵地也是 块 块地被占领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

在各

松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曾发行了各自

港币。
例如， 陕廿宁解放区发行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存，

晋绥

隈区发行了西北农民银行券，
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行了冀南银

良 山东解放区发行了北海银行券，
华中解放区发行了华中

险参， 广东东江解放区发行了南方银行券。
在第三次国内革

良争期间，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在一 些新解放区

世行了， 些新的纸币， 如东北解放区的东北银行券，
旅大地

白关东银行券， 冀热辽解放区的长城银行券，
中原解放区的

聞农民银行券，
等等。

一 九四八年 ，
当辽沈、

唇 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已经出现 。
为丁近 一 步

匡援战争，
夺取胜利，

并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社会主

艮建设作好准备，
建立 个独立自主、

统 而稳定的社会主义

E 市制度，
就成为当时党在经济战线方面的重要任务 一 九四

阱十三月一 日，
在原华北银行、

北海银行、
西北农民银行的

匿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首先在华北解放区发行人民币，

降 照一 定的比价陆续收回各个解放区发行的纸币。 人民币作

昏新中国的货币，
就这样开始执行它的历史任务了。

恥二 十多年来钓实践表明， 我国人民币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

的货币 建国以来， 我国市场物价长期稳定， 是人民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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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主要标志。 这同解放前的物价飞涨，
传浩币惡剧贬值的情

况相氐 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

在旧中国，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弥补庞大的反革命战争的军费开

支 j 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0 在 19 3 7 年到 1 9 49 年十二 年的通货膨胀

过程中， 伪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二千四百多亿倍，
同期物价上涨八

万五千多亿倍， 达到了世界罕见的规模。
有人曾对伪法币的贬值情

况作过这样的 个形象化的分析 伪法币 百元的购买力，
19 3 7 年

值黄牛两头， 19 3 8 年值黄牛 头，
1 9 3 9 年值猪 头，

1 9 4 1 年值面粉

19 4 3 年值鸡 只
，

19 4 5 年值鸡蛋两个，
l9 4 6 年值固本肥皂六

分之三诀，

"

19 4 7 年值煤球 1 共
，
1 9 4 8 年 8 月 l9 日值大米 0 0 0 2 ,

4 1 6

两 (1 6
：

商囱)，
；ı9 49车：勇磕o :o o o ,

o o o ，
óo o，

擂;两(即 粒米岛

ヰ方分之二 点四五 )。 最青头黄牛到一 粒米的三千万分之· 点四五 ，

这中间不知包含了人民的多少辛酸和血泪!

き 我国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 已经使用 人 民 币计

价垂结算。

" 先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越来越高， 充分显示了我国

的货币制渡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

礁 * 同我国的情况相反，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货

币危机不断爆发 许片混乱。 在号称《超级大国。 的美帝国主义

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 ' 币值日益下跌， 黄金不断外流。 这
是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腐朽的深刻表现。

' . ： 、
、 i

'

. 。 乡。 美竹下

'

；戗后三千爹本来
。
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大闹通货膨胀

、 物

35 

飞涨的同时， て所在金融市场土爆发抛售美元。 抢购黄金的浪潮
。



際元价格暴跌， 按美元计算的黄金价格猛涨
。

美国继 1 9 71 年年底宣

美元贬值 7 8 9 % 以后， 于 19 7 3 年 2 月再次宣布贬值 1 0 % 。
而在

国际市场上， 美元实际贬值的幅度， 已远远超过美国官方公布的数

宇。
1 9 7 4 年， 美国宫定的金价是每盎司四十二 点二 二 美元， 而伦敦

自由市场的金价曾高达每盎司 百九十五 点二 五美元， 相差近五倍。

金元帝国。 的地位 落千丈， 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已

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陷入 了极大的动荡和混

亂之中。

匦附 て
国\ "

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 卢布也大幅度贬值
。

按照苏修六十

多种消费品价格的综合计算，
1 9 73 年的物价比 1 96 0 年上 涨 了3 0 %

距右。 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
1 9 72 年自由市场食品零

售价格比国营牌价高6 2 % 。
苏联卢布的对外比值， 伺 1 9 6 1 年兑换新

阼布时相比， 贬低了 5 5 % 。

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许多资本主

国家， 流通中的货币为什么不断贬值， 而我国人民币的币值

学分稳定， 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信呢? 正确的答案， 只能

怀同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在帝国主义国家， 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激化， 造

陬刻的经济危机和灾难。 这些国家的政府为工摆脱这 种 困

瓢 就乞灵于扩军备战， 大搞财政赤字， 滥发纸币， 企图用人

陟的办法来刺激社会购买力。 但这样一 来， 他们就不能不受到

：뼈阗， 引起物价上涨， 币值下跌. 这种现象正是流通过程强制

離特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

在我国则是另一 种情况į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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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 立 夕 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 仉
'I土 Á ] 后，

使我们能够有

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七 流通和分配，
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客

观要求
， 有计划地投放和回笼货币，

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的

需要基本上相适应。

我国人良市币值的长期稳定，是在斗争中取得的，是毛主席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地战胜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的反革

命的修正 主义路线的结果。
如果依照刘少奇一 类的所谓 。 可以

多发 点票子。

、 通货 。越膨胀越富足。 之类的修正 主义路线去

组织货币流通， 必然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

从而引起商品供应紧张，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
这样，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遭到破坏，
劳动人民的生活就会陷入

重重困境， 而 小撮资产阶级分子必将兴风作浪， 大发横财。

这是毫无疑义的。 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苏联就是 面镜子
。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 切 的。

。 在人民币

的稳定问题上， 也是这样。
二 十多年来的实践证 明， 只有坚决

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ゴ オ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自觉地利用货币流通规律， 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限制

资产阶级法权，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发展和劳动关民生活的改善į 具林地来说， 我国人民币所以能

够保持长期稳定，
主要是因为本

第三
、

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保证提供大量的商品按稳

定的价格投入市场， 为人民币的稳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货币流通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 国家手里掌握的商品越多， 按

照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
; 为商品流通服务所需要的货币必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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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多。 这样， 货币流通量就不致超过需要量，
不会出现物

陬、 货币贬值现象。 建国以来， 我国巴初步建成一 个独立

油工 业体系， 我国人民坚持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的方

匿照农
、 轻

、
重的次序， 大力发展空产， 从而使供应市场

Ł、 穿 、 用等各类商品不断增加， 国家掌握的商品库存不断

匿。
九七四年同 九六四年相比，

工 业产值增长 点九

陬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 ， 九七三年的商品收购总

匽零售额都比解放初增加六倍以上
。
我国每发行 元 人 民

郾有几元商品作保证
。
这就证 明， 我国人民币币值 的稳

艮由于我们有充足的商品供应作后盾的结果。

Ħ二
、 我国货币流通正如商品流通 样， 是在国家计划指

萨进行的
。

国家每年支付多少工 资， 采购多少农副产品，
· 需

俄放梦少货币
，
相应地要向市场供应多少商品

，
回笼多少货

币，

。

都由国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
， 有计划地进行统

安排。 在°以农业为基础
、

工业为主导。 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

国眇指导下， 国家 方面力求使生产的增长同人民的需要相适

国帑另 方面又有计划地组织货币流通 使得货币能够按照计

目的渠道发出去
、 收回来， 保证货币流通能适应商品流通的需

灯 这是我国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的又 个原因。

第三
、

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保证了货币流通不致越出商品

E题需要的轨道。 毛主席早就指出 要 。

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

F
.
物价的稳定°� 《国家银行发行纸币， 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

嗲才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
人民出版社 Į 950 年胝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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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需要。�
。 如果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

势必造成增发

需要，
流通过

纸币的后果3 纸币的发行二旦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
流通过

程就会强制纸币(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所代替的金量，
也就是

要引起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中，

遵照

毛主席的教导， 贯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
有多少钱办多少

事
， 不允许用增加发行纸币的办法禾弥补财政开支。

我国早已

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之国。

。
社会主义的财政收入绝

大部份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 。
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商品流

通的不断扩大， 为财政收入的逐步增长，
提供了确切的保证

。

社会主义的财政支出。
， 主要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国防文化

教育事业
。 我国健全的： 巩固的收支平衡的财政，

为人民币的

长期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要求国家依据货币流通 规律 的要

求， 有计划地控制货币发行， 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相适应，

保持价格的稳定和币值的稳定 而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也具

备了实现这一 要求的可能性。
但是， 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货

币流通同商品流通没有任何矛盾了。 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

有许多因素郁可能影响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平衡， 影响币值

的稳定。
从客观因素说， 如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捣乱和破坏， 城

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 农业生产上的歉收等， 都会直接影响

轻工 业和重工 业比

姻关系的安排可能不适当p 地区季节之间商品安排和货币投

，
缅 ; ：泸我们艋拆\ ?。

，

《毛泽东选集,第 1翻 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 第
12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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匦可能不平衡
。 所有这些

，
都会影响部分货币购买力不能实

陲从而影响币值的稳定。 特别是在受到党内资产阶级推行的

囲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地方和部门， 必将引起资本主义势力的猖

匦 破坏货币的正常流通
。 因此， 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对错误路

陵的斗争， 在正确路线指引下，
及时发现矛盾， 并由国家通过

整整计划和采取正确措施， 及时加以克服， 使货币流通同商品

疏通相适应， 达到新的平衡。
这种在阶级斗争过程中不断揭露

匪盾， 又不断解决矛盾的情况，
正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

匿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四篇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和再生产



么

S ?  į į

第十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第一 节 国民收入的分配

所有制关 系大定分配关系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 个重要环节。
只有通过这 环节，

险产品才能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 社会再生产才能够继

昏行。
因此， 当我们了解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以

后， 就要进 步了解社会主义的分配和再生产过程。

社会主义分配， 从根本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分配。 但是，

窿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 占统治地位。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鸥权派总是要抓住分配这个重要环节， 力图强化和扩大分配

摩的资产阶级法权， 来复辟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作斗争，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促进社会主义生产

殴展， 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正确处理国家

、

脉和个人的关系。

分配首先是国民收入的分配， 然后才谈得上个人消费品的

配。 我们先从国民收入的分配谈起。

f 个国家在 定时期内(通常按 年为单位计算)由物质资

酝产部门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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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社会总产品§ 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

生产资料以后剩下的那部分社会产品，
就是国民收入 。

它是物

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二定时期内消耗的活劳动所 创造

的。 国民收入如何分配
， 这不仅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方向

和规模， 而且还集中反映 定社会的生产关系。

创造国民收入 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有 工业 (包括建筑业)
，

农业 (包括林
、 牧

、 副、
渔业)

，
为货运服务的那部分运输业，

为生产服务的那部分邮电业以及作为生产过程继续的那部分物

资供应和商业 (如流通过程中必要的包装、
保管、

加工 和运送

：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具有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

过程这样的二 重性， 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 既表现为

实物形式， 又表现为价值形式。 实物形式的国民收入 ，
因产品

种类不同， 不能用简单相加的办法计算它的总和， 但是， 我们

可以利用价值形式，

°

即按某一 年固定不变的价格把它的总和计

算出来。 这样按某 年固定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收入 ， 可以反

映出若于年内实物形式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变化
。 国民收入是国

民经济计划中的一 项综合性指标。 分析国民收入的增长变化多

能够揭示 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该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变化。

作为国民收入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是由什 么 决 定 的

呢? 任何 个社会的产品分配关系， 都不能由人们随意选择，

の 在资本主义社私 凡是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 都认为是生产行为
。 因如

本来不创造价值的那部分服务性行业和商业所获得的收入
， 也被计算在国民收入之

内。 资本主义注会的国民收入有相当大 部分是虚假的， 是被人为地夸大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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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是由一 定的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有

干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就有什

鹭样的产品分配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皆有制的性质 经确定
， 产品分配关系的性质也就 随着确定

睽。 马克思指出 。

参与生产的 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

醪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

。 �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 。参与生产的 定

卧式。

， 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说

L L

困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

无产

阶级没有任何生产资料， 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
遭受资本

陬的剥削和压迫。 因此， 资ヰ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关系是，
工

医只能以工 资形式得到仅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 小部

帝国民收入 3 资本家则将工人所创造的绝大部分国民收入 以各

形式攫为己有， 部分用于他们的挥霍浪费、
荒淫无耻的寄

匿连活， 另 部分又再转化为资本， 扩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

ı·

在社会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生产

骨料私有制， 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 不再遭受剥削和

匡迫。
与此相适应的分配关系是， 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 ，

隆部属于劳动人民所有，
并按照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原则， 即兼

颠国家、
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进行分配

。
因如 谈分配问题不

能离开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离开所有制和人们

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

隈1972 年版， 第9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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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德国的拉萨尔、
杜林之流，

正是脱离生产资料所

有制来谈论分配问题的。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好的，

只是分配不公平
。
他们鼓吹用不触犯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所谓

。公平的分配。

， 来消除劳动人民的贫困。
显然，

这是二种欺骗

劳动人民
， 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动理论。

马克思在批判拉

萨尔派的时候指出 这种。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

放在它上面
， 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の

马克思这里批判的错误观点，
就是一 种

。分配决定论
》 的观

点。 尽管这种。分配决定论。 在 百多年前就遭到马克思的深刻

批判， 但是外国和中国的新老修正主义者还是经常改头换面地

把它搬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反对社会主义。

刘少奇拼命宣扬

这样 种观点， 说什么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

。
林彪一 伙则鼓吹 按劳分配和

物质利益原则。 是发展生产的 。决定性动力。

。
这些走资派故意

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相互

提出来，

。从而把杜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 配 问 题 上 兜 圈

子。圆
，
用所谓 《分配问题'：掩盖所有制和相互关系问题， 掩盖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 . ユ

， ，
· ：， ：ざ

'

：

在批判。分配决定论。 的同时， 要看到分配在社会生产中并

非是纯粹被动的消极因素。 分配由生产所决定
， 又反作用于生

�园，
。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

ť

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粪，
1972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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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反作用于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反作用于所有制。

在

险主义社钒 正 确处理分配 问愿 有助于调动 切积极

卧素， 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 有

制

国民收入 的初次 分配和再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
，
是怎样进行的呢? 它先要

裝生产领域进行初次分配
， 然后还得进行再分配 。

由于两种社

蛩主义公有制具有不同的分配形式，
因此，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

臥 的分配
， 呈现出 定的复杂性。

先让我们来看 看国民收入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

是怎样进行初次分配的。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 先要扣除生产过程中

翳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剩下的部分便是国营企业工 人所

囝造的国民收入 ， 即企业的净产值。
国营企业所创造的这部分

臥 ， 直接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 先作统

陟合理的初次分配， 分解为职工 的工 资和社会纯收入 (赢利)两

虹部分。 社会纯收入通过企业上缴利润和税金两种形式， 集中

ļ 国家手里，
由国家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根据无产阶级

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 从总产值中扣除生产过

良中消耗掉的那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 剩下的部分便是社员在

匡一 年内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 。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

陲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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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生产队为基础， 在公社、
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中分

别进行的
。 某些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

国民

收入 的初次分配
， 则以大队为基础，

在公社、
大队两级粟胃 笁

i  
j  

:  

公社各级集体经济所创造的国民收入，
经过初次分配，

分

解为以下几个部分 ( )以税金形式归国家集中使用 的纯 收

入 ， (二 )归集体经济使用的公积金 (包括储备粮), 和公益金，

(三 )归社员个人支配的工分收入 。

：农村人民公社国民收入 的初次分配，
涉及国家利益

、
集体

利益和个人利益三个方面的关系， 必须正确处理°
正如毛主席

教导的 。在分配 问题上 ，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 、
集体利益和

个人利益 。 对于国家的税收
、

合作社的积累、
农民的个人收入

这三 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 。

。 国

"

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
从增加生产中逐 年

增加个人收入 。

。 @ 考虑到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受自然

条件的影呶 农村人民公社必须执行 以丰补缴。的原则， 丰收

年可适当增加一 些积累， 歉收手适当少留或不留积累， 使社员

生活稳定，
：
。

；并能逐年有所改善。
こ

国民收入 经过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中的初次分配
， 株式会社

会主义国家
、
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工 人和农民的原始收入

。 但

是， 分配还不能到此为止。 国民收入在经过初次分配以后
， 还

国 《关于正确处骱 内部矛盾的问题 〉
。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夕 。 出

版社 1965年 胝 第 4 7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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陲行再分配
， 以形成第二 次收入の

。
为什么还要进行 再分

阻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
、 农业等生产部门以外，

陟在着各种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文化
、
教育，卫生部门，

部分服务性行业
， 以及军队和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等。

这些部

暨对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
对于改善和丰富劳动

■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都是十分必要

曲。 焚些部门的工 作者的劳动，
虽然不创造社会产品和国民收

ı但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劳动。 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

的江作者相互为对方服务，
他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交换

勖的关系。 因此， 国民收入在经过初次分配以后，
还得进行

匿次再分配
。 非生产部门支付的劳动工资和各项费用，

就是通

目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供的。

此外， 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公 民，
对于 烈

旖 、 军属、 困难户以及生活上没有依靠的老、
弱

、
孤、 寡

、
残

隈的人们的生活和教育方面的需要，要给以适当的照顾。 同时，

每会对职工还要提供免费医疗
、

困难补助等等。 为了保证这些

陟面的需要， 就应有 项社会保证基金。 这项基金也要通过国

目收入的再分配来建立。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途

囈进行的 ( )国家预算。 社会主义国家把通过预算收入集中

の 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第一 次分配中所获得的集中纯收入 ， 将使用在各种用途

孙但不是每项支出都形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
例如， 国家对国营企业进村生产性

敬款， 这里不发生所有权的改变问题，

分配的范围。

没有形成第二次收入， 就不属于国民收入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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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生产基金 用于 \ 业 农业及运输业等生产性基本建设和
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

积累 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 用于文化 教育
、

卫生部门， 国家行
基金 政和国防部门的基本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部门

的非生产性基本建设

L 社会后备基金 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为了备战备荒， 防止再生
产过程的意外中断而用作后备的物资储备， 如
国家的原料

、
燃料和粮食储备以及人民公社的

r国民 4 粮食储备等
收入

· 国家管理基金 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开支方面的支出

文教卫生基金

踵皋 社会保证基金

匾籀기 L
基金 1

娅品 偿
消
的

补
已
辊

罣笋
r l

L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个人消费基金 用来支付从事生产和流通
工作的职工工资和社员的劳动报酬

触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是劳动人民生产和创造的， 在社会

隆义社会是属于劳动人民所有的。 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į 属于

區动人民所有， 并不是把全部社会产品都直接分配到劳动者个

摄手星 。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派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區谬论时指出， 在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之前，
还要进行各种必

除的扣除。
当然这些扣除， 归根到底也是用来为劳动者谋利益

的。

' 从 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 切
， 又会直

陲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

。 国

匿是跟旧社会的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根本不同的
。 社会产品

昏国民收入要
°有折有扣° 的分配， 也不是说扣留得越多越好，

皆是应该兼顾国家
、
集体和个人利益 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子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羝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

あ 第 10 页。
；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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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科学 教育 保健 艺术事业方面的支出

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用于劳动保险、 公费医疗
和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

以上三项基金黛出， 包括各该部门职工 的
工资支付在内



益，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第二节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实行 。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原则的历史原因

气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以

后进行的。 马克思在 百多年前， 就科学地预见到在社会主义

社会
， 消费品的分配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 的共产

主义原则， 还要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进行分

印实行按劳分配。 马宽厚是这样说明按劳分R 的，택İ 会努

动日是由所有的个入劳动：·时构成的， 每一 个生产者的个入劳

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
就是他在社会劳动

日里的 分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 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

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

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 分消费资料。
他以

种形式给予杜会的劳动量
， 又以另 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の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理论， 是在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

分配理论和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谬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ť ? Į

.  įłļ

暴，

·

。黄在十九世纪初， 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提出类似按劳分配的思

·想。
法国的圣西门口76ロト 1 8 2 5 年)说过，丁在将来的社会里， 每个人

·
地位和弊乓应该同他的能力成正 比多 圣声门的学生由此提出了" 按

.江び 马克思 I《哥达纲领批判〉
。

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及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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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计报Ĥìłl， 按工 效定能力。 的原则。 和圣西门同时代的另 位法国

窿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 (1 7 7 2 18 3 7 年)
， 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

单位 。法郎吉。 里， 产品部分地也是按照劳动进行分配的
。

圣西门

和傅立叶都把他们初步提出来的按劳分配作为最理想的分配 原则。

但是， 在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里 ， 都还保存着生产资料私有制。
圣

西门主义者把资本家也算作劳动者，把资本家取得的利润也当作对资

学家经营管理企业的劳动报酬 而傅立叶则主张产品除 部分按劳动

分配外， 另 部分还要按照股份资本进行分配(傅立叶设想， 法郎吉

的全部收入中， 十二 分之五按劳动分配， 十二 分之四按股份资本分

配， 十二 分之三按知识分配)
。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这种不触动资本主义所

儆制的 " 按劳分配。 作为最理想的分配原则j 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马

沈思和恩格斯在 1 8 45 ˜ 18 46 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批判了圣

西门主义者的" 按能力计报酬。 的公式，指出 《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

同于 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 。 就是 " 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

麺， 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 由此可见， 按能力计报酬

弛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 因为这个原

建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 变为 '按需分配
' 这样 个原理 ， 换句

蛄说 活动上 ， 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

任何特权。

。� 马克思
、
恩格斯在这里既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

触动资本主义基础的所谓。按能力计报酬。 的反动性， 又指出了" 按能

渡。
1 86 7 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卷中， 第一 次提出在推翻资本

《德意志意识形态》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瓶 第 6 37 ヤ 638 页。

30

力计报酬。这 分配原则本身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并且科学

地预见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将实行" 按需分撃
。

や

原则， 但当时尚未提到需要有 个从 " 按劳分配。 到 。按需分配。 的过



丁

主义制度以后， 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
劳动时间。是计量生

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

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 (i 18 75 年，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札 第 次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阶段的思

想
。 同时，又 次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 阶段在消费品分配上还不

能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并且对按劳分配进行了精辟的、
辩证的分

析， 方面指出按劳分配中所包含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 个资产阶

级的框框里。

， 无疑这是 种。弊病。

， 另 方面又指出
。这些弊病，

在共产主义社会第 阶段。

，

。是不可避免的。 @
。

以后，
恩格斯、

列宁

都对按劳分配作了进 步的深刻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 的原则， 是客观

条件决定的
。 方面

， 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开始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全社会或 个集体范围内的直接结

合， 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和劳动的性质， 发生ツ 根本的变化，

这就为劳动者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劳动， 创造了经济的政治的前

提。 另一 方面，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 道德和精神方面都

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因此， 还不能实行按

需分配
， 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具体说来， 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

避免地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是由以下的条件决定着的 第

，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的丰富，

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 第二
， 旧的社会分工还没

国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卷

， 第 96 页。

@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

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乡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版， 第 1 l卞12 页。

写

376



ł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回的本质差别， 由这些差别造成的各个劳动者能够向社会提

齢劳动， 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都存在着差别
。
在个人谁

匡品钓分配上不能不承认这些差别
， 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差

匿然特权
。 第二 ， 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

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

匡需要， 他们还不能立即 °

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

国种
。图

; 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 斗

陲， 剥削阶级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好逸恶劳。

、

。不劳而获
。

嗲丑恶思想， 毒害劳动人民
。 因此，

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

昏度，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树立起来，
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

卧想条件
。 马克思指出 。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

障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の所以， 社会主义社

除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也就是说，
还必须用劳动作为个人

消费品分配的尺度
。 在分配方面适当地照顾到劳动者向社会提

阱的劳动的差别，在现阶段比较易于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河利于同剥削阶级所散布的。好逸恶劳。 的思想作斗争， 有利于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按劳分配 中的资产阶级 法权占统治地 位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的原则， 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

防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这一 原则要求每 个有劳动能力的

の 《国家与革命。
。

《列宁选集》第 3 瓶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第2 52 页。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

阢 第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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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灭， 还存在看工 农之间
、 城乡之间、



社会成员
， 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工作，

而社会则根据各人

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消费品。
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为社

会工 作，就没有权利参予消费品的分配。
从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几千年中， 剥削者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
不

劳而获地侵占着奴隶
、 农奴

、 雇佣工人的劳动成果，
过着奢侈

淫逸的寄生生活
。 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

，
也就是实行。

不

劳动者不得食' 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是对剥削阶级的 种经济上

的强制
， 迫使他自1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转化
。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

、

。各尽所能、
按劳

分配 。 的社会主义原则， 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
这在历史

上是一 个很大的进步。

二
。 - 但是， 另 方面，

。

就产品 °按劳动 ' 分配这 一 点说，

'资产

阶级法权 ' 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の
。
毛主席指出 按劳分配 °跟旧

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 所不同的區所有制变更了。圆

。

·
；

,

为什么说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资产阶级法权

仍然占统治地位呢? ： ，ケ，

じ：
。 吧々：；ヤ月

：气メ
Įi 千仁

。 首先， 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

劳动以后的那部分劳动， 是他个人的劳动。 劳动者对自己提供

的劳动保留着权利， 可以凭借着它参予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 同

这种， 沈括嫉索，在誣会主産条件卞
，葉蓬碰娅蒋罪劣뇨个消费

单位名装时期内存在，

"

劳动力的生产加再生产费用的 部分
，

仍然要由家庭中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负担
。 这就表明， 按

ť a  �

园 〈鹵家与革命,
。

く列宁选集〉第 3 礬，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第 2 5 1 页。

回 转引自 197 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乡
。

37 8



b /

分配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私学的框框

在社会主义社会
， 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这

陌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

蓼社会脱胎而来的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

得了人身自由的工人， 只有自己的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
工

匡要能生存
， 就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

■资本家去支配
。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 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

牡公有制以后， 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开始了劳动者

目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新过程。 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

国中， 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 不受资本家支配的许多个人的劳

目力， 开始直接当作 个社会的或集体的劳动力来使用了。 这

昏，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直接成为社会的或集体的总劳动日的

四个部分， 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 但是, 劳动者的劳动还分为

画部分 为社会基金进行的劳动和为个人消费基金进行的劳

昏 后下 部分劳动， 成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 这种情况表

匦 按劳分配体现的权利仍然是一 种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

匡社会， 知识私有、
雇佣劳动等观念的存在， 方面是旧社会

臣留下来的， 不可能 下子肃清， 另 方面$ 同资产阶级法权

分配领域占统治地位， 也有·密切的联系。

其次， 按劳分配体现的平等权利， 仍然是事实上不平等的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下， 劳动者以 种形式给予社会的

活动量， 又以另ブ 种形式领回来。 所以i 按劳分配通行的仍然

區调节商品交换的那个原则，
即 种形式的一 定量的劳动可以

379



和另 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这种交换原则表面上看起来

是平等的， 每个劳动者的报酬都以同 的尺度 劳动来计量
。

但是， 这种平等的权利， 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
必然是不平

等的权利
。 第

， 各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大小，
有的体力强

些
， 有的体力弱些$ 有的文化技术水平高些，

有的文化技术水

平低些
， 因此， 他们能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是不等的，

这就必

然造成各个劳动者在实际收入上的差别。
第二

，
即使同等的劳

动者提供同等的社会劳动， 领取同等的社会产品，
但由于他们

各自家庭负担的情况并不 样， 有的赡养人口 多些，
有的赡养

人口少些
， 而八级工 资制则不管你人少人多。

这样，
在他们之

间也就会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
。 以同 的尺度应用在情况各不

相同的人身上
， 必然要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

这种形式上平等

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 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可见，按劳分配仍然是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框内的东西
。

它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加以限制。 如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 ；凝固化， 巩固
、 扩大和强

化资产阶级法权和它所带来的那一 部分不平等， 那就必然会进

黄步出现贫富悬殊
、

两极分化的现象，； 产生 部分社会成员在

按劳分配的外衣下无偿地侵占另一 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 的情

况，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快地产 生 出

未。 这 方面， 苏联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

+ Ħ革命前夜，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力中就深刻地阐明了实

行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 但是在列宁逝世以

苏联理论界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出后， 特别是从三十年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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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逐渐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
，
不承认按劳分配体现的

資产阶级法权
。

1 9 3 3 年， 苏联发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书的原稿。
苏联

理论界围绕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展 开 了讨

活，在讨论中， 有些人认为， 谁要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

权， 谁就是 " 人民的敌人。

。 他们否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

权，而把它说成是所谓" 社会主义法权。

， 不承认它依然是旧社会遗留

不来的" 弊病。

。
例如， 米丁在题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新事物中

的残余》 文中说 。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是个人的

私有财产。 社会主义使它们成为社会财产，因此， 资产阶级法权消灭
：

중
, 不存在了。

。柯尔涅也夫在关于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的书评中

蘇 。不能把马克思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垚蕃在 ·资产赤妖法莊的裏

娅眼界· 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全消灭它的原理， 理解为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在起作用。
诖社会主义制度下，资

产阶级法权这个字就其本意来说已消裹了。

。经过这次讨论シ在苏联对

益分配的这种错误认识就 直沿袭下来。 巧う Į "
，
'

,，生り ,

正是在否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错误理论

画指导下， 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 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就

座步得到了扩大、 洳逐步拡大了工资等级差距， 对兵 部分人实

际了高薪制度 在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下，
。 部分千部蜕化为



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 直坚持在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
但是，

资产阶

级法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
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

kk .

法权 资产阶级则 定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刘少奇 。

邓小平 类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法衣的卫道士。

甚至根本否定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
他说

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衣
， 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

也叫资产

阶级法权叫?
。这不仅暴露了他的无知，

而且反映了资产阶级法

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
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

级的总代表， 他要保护那些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 保护资产

阶级法权这块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妄图使在苏联

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

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权

举起批判的武器的时候，

阶级存在的基础动摇了，

因而本能地跳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
可见， 限制资产

阶级法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ġ 是很激烈的， 是社会主

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

龙畜亡ヲ公
社会主 义全民所有制琴侈严ヂ巧分配形式

。丁り ：：韩

在社会主义社会， 按照°各尽所能 潜劳分配廿的原则， 采

用什么具体形式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良题的正确解决，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限制资产阶级

法权，

' 促进入的思想革命化， 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 鼓舞广大劳

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都有很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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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现在把

他就大为恼火， 感到资本主义和资产

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希望暗淡了，



r

工资， 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进行个人

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 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 资，
由于建

臣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
， 因而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劳动力是商品

。
它同其他商品 样，

县有价值和价格
。

工 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
。

工 人

降到的工 资总是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属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g 克思指出 《

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
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

声发展， 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
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

是较坏。

。 国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 资， 体现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酌雇佣和被雇佣
、 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工人阶级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 劳动

管，
已不再是商品

。 社会主义工 资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

掩蔽形式， 它是国家对工 人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 种形式i

反映了工 人个人和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陌且 ，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工人的劳动 方面将创造越来

隧多的社会基企，
士人的工资水平以及由于集体福利事业的发

俄而带来的整个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也将逐步提高
。

我国解放以来， 按照从全国人口出发， 统筹兼顾， 适当安

陲的方针， 根据。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对旧

中国遗留下来的极不合理的エ资制度， 先后几次作了改革， 井

匪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多次增加了职工 的工资。
目前我国职工

¢哥达纲领批判,
。

, 岛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3 卷，人屖出版社 197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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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 资水平 般虽然不高， 但是就业面扩大了，
工资总额增加

了
， 物价长期稳定

， 集体福利不断增加，
因而职工 的实际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
。 旧中国那种吃不饱，

穿不氐 经常遭受关业威

胁的悲惨日子
， 去不复返了! 但是，

工资是 个很复杂的问

题
。 我国现行的工 资制度

， 部分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 还

有 部分是在五十年代照搬苏联的。
要完全改变分配中的不合

理状况
， 正确处理奸各种工 资关系

，
要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

上
， 逐步提高人民生活

， 在提高人民生活的过程中逐步改革。

社会主义工 资的具体形式， 主要是计时工资和计件工 资。

计时工 资是以劳动时问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单位，
即在 定时

间内
， 根据所评定的工 资等级；； 发给固定工资。

计件工 资是以

劳动产品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单位， 即根据劳动者完成的产品

件数， 按照 定的单价付给工资
。
在我国， 这两种工 资形式有

个发展过程6 チ九五八分以前 我国有相当 部分国营企业

采用的是计件工 资制。 但是， 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 随着机

械北、 自动化程度和职， 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 特别是在 九

五八年大跃进中， 计件工 资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械极作用日

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严重地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完善和生产的

发展 ( 1 )计件制容易助长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本而是首先

关心个人收入的思想 不利于工 人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 2 )対

件制扩大工久之间在工 资收入上加差距， 因而不利于 Į 人内部

的团结 容易引起计时工 人和计件工 人之间百 新老工人之间、

上 - 道工 序工 人和下 道工序工人之间
、 上 班工 人和下 班

工人之间的矛盾。
( 3 )计件制还不利于开展技术革新

、
生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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阼、
培养工 人的 专多能

， 等等，
因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因

阢 广大职工 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
对这 部分资产阶级法

驭进行了冲击
， 终于在这 年

， 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取消了计件

副， 改行计时制
。 只是在少数以手工 劳动为主的单位仍然保留

陟计件制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工 资所反映的生产关系虽然跟资本主

阵形式， 不论是计时工 资还是计件工 资，
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遗

帛度下的工 资反 映的生产关系不同，
但是工 资范畴及其具

声下来的
。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 资，

虽然不再是劳动力 的 \

但它却是工 人形成个人消费基金的那 部分劳动所创造的

阶值的货币表现$ 工 人取得这 部分货币，
通行的仍然是商品

交换的那个原则， 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
毛主

筛指出 。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工资制度也不平等，

有

八级工 资制， 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の

。
工

蹶制度的不平等， 反映了按劳分配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

奊资制度、
八级工 资制就是把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 用等

報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

八级工 资制是在生产工 人中实行的 种工资等级制度。
它按照各

种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 把工 资定为八个级别，但不同

工 种由于劳动复杂程度不同， 最高等级线也不同
。
例如，车工

、 钳工

等技术工 种， 最高年级讨以至ノ亵， 而搬运工 和蔞证善遍士种，最高

等级只能到三
、

卤焱
。

"

八级工 资制强调工 资奂劦询劫莠动积极性的

の 转引自197 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多
。

丘佷
°

! ;髯 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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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作用
。 等级越高，级差就越大，

每升一 级增加的工资额就越多。

这样，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
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问， 在工

资收入上就有比较大的差距 它明显地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

八级工 资制在我国从 19 5 o 年开始在东北地区实行。
1 9 52 年后逐

步推广到全国
。

二 十九年来，对于这样 种工资制度作过 些调整和

限制多 但至今仍在 部分工 人中沿用o

定条件

F , 为丁表扬那些表现较好的并有 定成绩的职工 ，
也采取发

给 定数额奖金的形式
。
这种形式，

更没有跳出
。做事是为了

拿钱。

这个资产阶级的框框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 不

少工 厂企业
， 在刘少奇修正 主义路线的影响下，

不提倡无产阶

级政治， 热衷干搞奖金制度
。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过去领导工

厂的， 不是没有好人 。

"
但是， 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

走， 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 利润挂帅， 不提倡无 产 阶 级 政

i ， 搞什么奖金
， 等等。

。の实践证 明，
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

治挂帅，
不去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

而热衷于扩大和强化

资产阶级法权， 搞物质刺激， 在奖金上打主意， 把奖金作为调

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诱饵， 那就必然会腐蚀人们的思想， 造成

工人内部的不团结， 使企业走偏方向， 滑向修正主义邪路。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列宁曾经主张在 定时间内实行奖金

制度(或实物奖励制度)
。 他在 1 9 19 年 �饿共(布)党纲草案 中说

� 转引启く红旗》杂志 197 5 年第4期 á  卜 弭 レヒビ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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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 资以外，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 定时期和



w 在 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 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

是坏些而是好些， 为了同 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

别是组织エ作的奖金制度。

。� 这里，列宁讲的是在资产阶级专家中实

行奖金制度
。 关于在工 人中实行奖励制度，

列宁在 1 9 2 0 年 《关于人

民委员会工 作的报告》中说 。除了我们坚决执行生产宣传以外，
还要

采取另 种影响方式， 即实物奖励。

，

。要奖励那些经历了难以估量的

苦难之后在劳动战线上仍然表现了英勇精神的人。 固
。

但是，
列宁在

洳2 1 年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 中明确地指出
。关于以

部分工厂产品奖励工 人的法令，就是对这种生根于过去而同缺乏信心

和悲观失望的心理联系着的情绪所做的让步。
在 个不怎 么 大的限

度以内， 这种让步是必要的。

。
怎样来理解当时所作的这种让步的必

要性呢? 列宁说 。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让步的必要性，
只能从经济的

观点
、
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观点来看，： 而不能从任何别的观点来看。

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 ，就是恢复大工 业和大工业的巩固

的经济基础， 有了这些 ， 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不顾

切政治的和战争的困难， 彻底实行专政。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步呢?

为什么超出应有的限度来了解这种让步是极端危险的呢? 这是因为，

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的暂时的条件和困难， 我们才不得不 这样

做。

。写 这就清楚地说明，列宁在当时之所以主张实行奖励制度，
是有

其具体的历史原因的
。

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武装

干涉和白匪叛乱的威胁之中；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工业大幅度喊

产， 农业歉收 粮食、

匯る，俄共(布)党纲草藁，
。

;

，峛挲産址素3 边，

；
人

に

恕益硅
'

172莘益；
：

第元8

园 く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1 t  : i:

园 《俄共 (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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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极端缺乏 饥荒和流行病到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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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成份由于大批优秀工 人上前线而有了很大的变化。
正是在这样严

重的形势下面， 为了提高工 业和农业生产， 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防

カ量 以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 作为 种暂时的让步，列宁才提

出在 定限度内实行奖励制度。但是列宁强调指出 。起决定作用的是

エ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

， 因为这 " 不但是历史的因素，
而且是

决定一 切
、 战胜 切的因素

。

。 Ð 由此可见，现代修正主义者离开 定

的历史条件，片面地抓住列宁关于实行奖励制度的说法， 作为他们实

行奖金挂帅的根据，是完全错误的， 是根本违背列宁的 贯教导的
。

他们晾目的很清楚，就是妄图把奖金作为腐蚀工 人群众，
瓦解社会主

义经济基础的手段
。

：
。'"，佷 西

稚 ţ 苎衣 社会主 义集体所有制经 济中的分配形式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Ĥ 的个人消费品分配
，

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样， 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
则

。 但是， 集体所有制在消费品分配方面还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集体所有制的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中， 基本生产资料和产
品归杏个集体所有， 它们的全部去入

? 除向国家纳税以外， 其
余部分由各个集体自行分配。 社员的劳动报酬水平， 取决于他
们所在集体的生产水平和纯收入水平， 这同国营企业由国家统

规定工 资标准的情况
， 是显然不同的

。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各个生产比 由于生产
、 纯收入水平不

从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

发展水平和广大社员觉悟水平出发
， 必然要承认公社和公社之

� �俄共 (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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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所以劳动报酬水平也就各不相同。



阳、 大队和大队之问
、 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在劳动报酬水平上

酌差别。

就 个生产队来说， 年的全部收入，
在扣除国家税收、

扣除适当的公积金和用于社会保险以及集体福利事业的公益金

鼠后， 其余部分按照。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的原则在社员中进

隋分配
。

当前
，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除了 部分

分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因收入比较稳定而采取工 资形式外，
都是

陬取劳动工 分的形式， 通过评工 记分的方法来实现的。

评工 记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种是首先按照每个社员的劳动

能力和劳动态度的情况划分等级， 按级定出每个劳动日的工 分，通称

斡 ：；

《底分。

。, 社员出勤以后， 根据。底分。

，
莠参照社员劳动的具体情况

评定工 分
。 目前哦国大多数生产队都采取这种方法

。另三种是每天只

i记社员的出勤时间， 每隔寸企畿度、 チ华或 年港行 次评工 评的

イ时候， 先按确定工 分的各个等级各树立 个标兵，然后由各人对照标

兵， 自报自己属于哪一 级ゴ 最后由大家讨论确定
。

这种方法是大寨

大队创造的， 它体现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 定限制，有利于培养社员

，
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目前我国已有许多生产认根据白已的实际情况

采取了这种方法
。
此外，在某些生产队里， 对于某些农活， 也有采取

按劳动定额记分的。
苭初定额记分就是对各种农活制定出劳如蓬

额， 然后根据各种农活的技术要求、
劳动强度、 在生产中的重要性

和季节差别， 确定定额的工分标准
。 社员完成劳动定额的数量和质

量后 ，经验收食鯈，
：

就可以按照定额的工分标准， 计算出应得的劳动

工分。
实践证明， 这种按劳动定额记分的方法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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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 工资制三样，资产阶级法权更为严重，
它较易扩大社员收入上

的差别，不利于社员之间的团结。

工 分是衡量社员在生产队里劳动消和 叫 ハ 鼻

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
二个社员从生产队里分得收入的多少，

除了决定于所做工 分的多少以外，
还取决于每个工分的金额(工

分值)
。 每个工 分的金额， 不是预先规定的，

而是根据这个生产

队全年收益的多少确定的。 年终工分值确定以后，
社员就按照

工 分的多少参加生产队的以货币形式和实物形式相结合的个人

消费品分配
。

社员的评工记分， 要以大寨大队为榜样，
既要坚持无产阶

级政治挂帅， 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
反对 工 分挂

帅。

、 斤斤计较个人得失3 又要体现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的

原则， 按照社员的劳动情况， 承认适当的差别

°必须实行男女同工 同酬的原则。�
。 男女同工 同酬是实行

"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原则的不可分割的 部分。
它对于实现

男女经济平等，
调动广大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巩

固
、
发展集体经济，

都很重要。 那种不加分析地 。

男的 工 得

十分， 女的不得过八分。 的做法，是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

这是轻视妇女的释建思想在分配上的反映。

， ， ：ン\ 。

� 芼主姑1レ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 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继， 文按中 。 呻

国农村國社会主义一高潮》中资， 第锣5 页。 ¢ \ r /
ご イ ユ

唱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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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批判资产阶级 法权思想
， 提倡共产主 义劳动态度

肚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以及在选择符合

際主义原则的劳动报酬方法的时候，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

陟，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甘么是共产主义劳动マ 列宁说
。共产主义劳动，

从比较狭

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 是一 种为社会进行的无 报酬 的 劳

曲， 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 定的义务、
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

铲 品的权利
。 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

而

爵自愿的劳动
， 是无定额的劳动， 是不指望报酬

、
没有报酬条

莎的劳动。�
。 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在无产阶级成为国家和企业

Ĥ b 单人， 不再为剥削阶级做苦工
，而开始为本阶级工作的时候，

顧出现了萌芽。

共产主义劳动萌芽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 是人类发展史上

一 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这是彻底摧毁旧世界、 建设共产主

匡物世界的 个极重要的条件。

十月革命以后， 苏联的工人阶级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建

臣社会主义， 积极响应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出的

园田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的号召， 掀起了 场轰轰烈烈的不计报

卧的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运动。 列宁对这场运动给予了

T  ) ,

く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ふ 《列宁选集》第 4 羝 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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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把星期六义务劳

动看作是工人阶级的 个。

伟大的创举
。

。
他指出

。工人自己发

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显然，

这还只是开端， 但这분非常重要的开端。
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

更困难
、 更重大

、 更深刻
、 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

因为

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 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
这是战

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
当这种胜利巩 固起 来

盹 而且只有那时
， 新的社会纪律，

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

起来 只有那时， 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
共产主义才真正

是不可战胜的 。� 列宁还大力号召
。每 个共产党员，

每 个

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 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

释这个事物并实际地加以运用。

》@ 冉

。
毛主席历来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再号召我们要学

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学习张思德同志

那种完全 、 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要求我们

。保持过去革命

战争时期的那么一 股劲， 那么 股革命热情， 那么 种拚命精

神，
把革命工 作做到底。圆

o

' 在革命战争年代，
我们的革命先

辈， 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无工 资，

二 无福利， 每人每

夭只有五分钱的油；盐、 柴菜钱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同帝国

工作很努力
， 打仗

〒 ，Ħ大的如鳥 ° ° ···。，
鯊褊 1972 年 ， 第 1 女

。

@ 《关于皇朝六义务劳动》
。

《列宁选集》禁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车洫
， 第 144

页

圆 毛主席语录。

l转引自周恩来总理 1975 年 1月 《政府工作报告》
。 人民出版社

l975 年版， 第 10 页。

很高的评价， 满腔热情地推进这个运动。

主义
、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



限勇敢。 革命先辈就是靠这种共产主义精神， 打败了反动派，

除立了新中国
。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

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我国涌现了千

千万万 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无产阶级战士。
张思德、 雷锋 。

焦裕禄、 杨水才
、 王进喜等同志， 就是无产阶级战士的优秀代

陬。
他们那种不为名

， 不为利， 不怕苦，
不怕死，

心为革命，

专心为人民， 对革命无限忠诚，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
永远

散射着共产主义的光芒
， 永远鼓舞着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

除勇前进!

區茹
i #

跛行最彻底的决裂》

，

。

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同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降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的人， 或是把在党和人民培养下掌

陲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 作为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 争

阽争利的°资本。

3 或是在工 作中采取。按酬付劳》

、

°给参少钱、

于多少活。 的雇佣劳动态度。 这种态度正是列宁所严厉批评过

的那种
°冷酷地斤斤计较， 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 不愿

比别人少得 点报酬的狭隘眼界。の
。如果不同这种资产阶级法

淑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深刻批判做事为丁拿钱的资本主

艮道德， 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不能树立，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ヂ 共产党宣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石/ l ' 石/ 石 贝 。

弘囟 《国家与革命。
。

《列宁选集》第 3 卷 久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54 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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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设就会受到阻碍， 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
因此，

我们

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
使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多

乔和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过社 ，
是两个阶级、

两条

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
。 修正主义者总是用物质刺激来磨

灭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
。 勃列日涅夫之流竭カ鼓吹

。物质

刺激。

，
；
宣扬。

更大的劳动数量
， 更好的劳动质量，

即更熟练
、

更紧张、 更重要或更负责的工 作，
要用更高的报酬来刺激。

。他

们叫嚷什么物质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最重要的杠杆。

， 什

幺。物质刺激的支出可以得到百倍的回收。

，
等等。

刘少奇、 林

彪
、 邓小平类骗子 ， 唱的是同样调子。

林彪在黒笔记中亲笔

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

、

。唯物主义 物质刺激。

、

。诱

以宕 禄
、 德 ' 袁类的黑话

。 邓小チ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伙同刘

少奇积极地推行物质刺激、 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 胡说°我

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

，

°

社会主义建成后， 就靠物质刺激走向

共产主义 。邓小平的这些谬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革命群众

严厉批判。 但是， 当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搞翻案， 叫嚷 。所

谓物质鼓励， 过去并不多：， 并且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

业发展的 イ条例净 中， 又把物质刺激这套货色重新抛? 出来。

其实， 勃列日涅夫也氚 刘少奇. 林彪
、 邓小平也好 他们这

样狂热地鼓吹物质刺激， 是妄图把工 资、
：奖金 待遇作为引诱

人们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钓饵， 把资产阶级法

权思想作为腐蚀劳动人民， 扩大和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

权， 培养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思想武器。 因此， 我们必须反

3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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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适而有之， 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深入批判物质刺激， 充

国认识在分配问题上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这种物质刺激理论， 并不是什么

姗脉货色。 英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就直言不讳地

在经济活动中， 人们所唯 考虑的是个人报酬， 没有一 个

不管是企业家或公务人员， 会为任何其他理由而做任何事

g(c就业
、 利息和货币通论乡)另 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特

单也说 °

不管理想家如何想法， 个人所得确是对于自由经济唯

g 可能有效的动力
。

。
(〈福利经济学评论》)请看， 现代修正主义

昏的物质刺激理论同资产阶级这奓铜臭熏天的利己主义理论有

臣么两样呢?
，
；： ， 憂蹊

。

' 尹! 3

匡、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小描

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有这样三段话 资产阶级 ，

°使人和人之

回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 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

'

， 就再

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 回过头去同那套 °钱能通神：1 的谬

匦对照一 下，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出格列旧涅夫
、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 类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了吗? 村筘 ' 戈

乙在社会主义社会j 大多数劳动人民是努方正作的，踏实地展

陲自己对社会的义务。 但是，也必然有一 些人，工作不很努カ

際社会劳动的积极性不够高ム 这就提出了一 个问题i 在社会主

艮制度下，
要使广大劳动人民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 调动他

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什么? 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加强

《共产党宣言》
。

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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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教育， 还是靠金钱刺激， 实行钞票4圭帅? 这是关系到把劳

动人民往哪 个方向引的大问题，
是走哪一 条道路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 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

只有坚持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不断地向广大群众灌

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批判资产阶

级法权思想， 帮助广大群众牢牢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才能

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才能不断地取得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列宁说得好

。要取得胜利，

还必须依靠最主要的力量源泉
。 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

众， 就是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

。� 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劳动群

众， 是 项十分细致的工 作， 是要长期坚持做下去的工作， 是

要花费气力的。 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
才是社会主义的， 共

产主义的i：i才是牢固的， 持久的。 !
? エĮ 生オ

耳苎当然，物质刺激有时也戛以刺激出ゴ 些人莳积极性。 獾是，

用物质刺激刺出来的，决不会是社会主义妁积极性，而只能是资

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积极性， 是箏奢丰利的积极性j 是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积极性。 如果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一 类所鼓吹的那一 套办理， 资产价级思想势必泛滥， 新

的资产阶级分子势必大量地产生油来凸 这就不但不能促进社会

主义生产的发展歹：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ざ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不是按劳分配吗? 为什么又

要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呢?持有这种疑问的火 显

� c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
。

《列宁全集》第 33 羝 第 4 9 Ř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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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雇佣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断

提高为革命而劳动的觉悟， 自觉地、
持久地尽自己的能力来为

社会工 作
。 因此， 把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实行社会主义分

配原则对立起来， 是不对的。 那种不讲各尽所能，
只是片面强

调按劳分配， 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一 种歪曲。

承认 差别
， 反对高低悬球

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劳动报酬

上保存 定的差别是必要的
。 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

这种差别

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
一 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决不能无限扩大， 造成人们收入上的高低悬殊。

马克思在总结世界上第 个无产阶级政权 巴黎公社的

经验时， 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公社英雄们所采取的 。从公社委员

起， 自上至下 切公职人员， 都R 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

金。� 的原则， 把它当作公社的 项伟大创举。 恩格斯、
列宁

都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 再三 强调这条经验。 在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i 在列宁的领导下 苏维埃政权曾采取了

系列对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的措施。

�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羝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

胝 第 375 货
。

巴黎公社对工资制度主要作了以下改革

取消旧国家官员的高额薪金和 切经济特权， 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员的最高

薪金每年为六千法郎， 相当于一 个熟练工人的收入， 关规定兼职不兼薪。

二
、
提高低级职员和工人的工资， 大大缩小工资额的两极差距 。 如邮政局， 原

来最低工资(递送员)和最高工资(局长)之间差距为十几倍， 经改革后， 缩小到三至

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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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主要有

降低高薪， 规定党员不得领取高薪和享有特权。

苏维埃政权 开始就宣布实行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 人 工 资

水平的政策
。

19 17 年 1 1 月规定， 人民委员每月最高工 资不得超过五

百卢布
。 这同当时熟练工 人平均月工 资四百至五百卢布大体相 当。

19 19 年初规定， 人民委员最高月工 资二 千卢布，
当时工 人最高工 资

为 千 百六十卢布， 相差不到 倍。

1 9 2 0 年 9 月， 俄共 (布) 第九次代表会议规定 " 党员负责工 作人

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工 资、 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

。

对于资产阶级专家， 列宁根据当时条件， 曾经主张暂时付给他

们高薪。 但是列宁指出 。这个办法是 种妥协，
是离开巴黎公社和

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国 列宁在采取这项措施时， 还一 再提

醒入们注意这种高工资的腐蚀作用。

二 缩小劳动人民；内部的工 资等级差距
。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多次强调， 要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的薪金

和工 资的数额趋于拉平。
19 19 年 1 月，

工 人工 资等级表中最低和最

高工 资之比为 1互1 75
,

192 0 年 4 月为 1 2 ，
个别部门为1 2 8

.

毛主席一 贯提倡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 和群众同甘共苦

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反对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

障。

在革命战争年代，
毛主席就指虽，

。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

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
。

，

。但是必须反对如问 切理由的绝对

�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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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の
。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 直到全国解放初期， 我们党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军队内

部 直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
毛主席一 贯主张，

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
国家

、
企业、

人民公社

的工 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
防止一 切工作

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我国曾几次

降低高级干部的工 资， 多次提高低级别工人的工资，
密切了党

群关系
， 进 步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之 如果在分配上不是限制而是扩大资产阶

级法权， 如果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度，
那木，

就会使这些少数

人处于既得利益的特权地位，他们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革命，

甚至反对继续革命。 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
°
民主革命后 ，

工 人

、 贫下中农没有停止 他们要革命。 而二 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

了， 有些人后退了， 反对革命了 为什么呢? 作了大官了， 要

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
'

这些大官们， 有好房子， 有汽车， 薪水

高， 还有服务员， 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 在社会主义社

会 如果在分配上不是限制而是扩大资产阶级法叔， 还必然会

反过来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 从分配方面扩大差别， 在

定条件下瓦解公有制经济的现象， 在历史上是曾经 发 生过

的，
"

：旃蓁荘的解袜
，

就皇如此。
患格斯指由 原始公社 。如

� く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ó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丁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

回 转引自197 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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県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
那末，

这就已

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
。

。 。

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
也

出现了阶级差别
。

。 � 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
也是同

隊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

陟的商品和货币联系在 起的
。 今天，

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

酌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
， 拿着高工 资、

高奖金、
高稿酬

以及五 花八 门的个人津贴
， 他们吸工人、

农民的血，
收入要高

断一 般工 人
、 农民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原来掌握在劳动人民手

争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
而按劳分配

卹已成为他们按资本和权カ进行分配的 个外壳。

据报道， 在苏联国营企业中，
工人每月工资目前 般在一 百卢布

左右，那些被认为没有技术的勤杂工 仅有六十卢布。
而经理 、 厂长イ

总工 程师等人的基本工 资为三 百至五 百卢布， 加上兼职工 资、
，
附加

工 资和奖金， 甚至可达 千卢布以上。 在 " 集体农庄" 中也是如此，

大田作业的庄员每月收入仅为四十卢布左右，而 般农庄主席每月服

酬是二 百五 十至三 百卢布， 有的达到五 百八十卢布， 加上奖金和外

：：
最
：：：：撮垄断资产阶级和精中贵族\ 工 资就 建

T .
在党政机关， 部长级工 资从七、 八百卢布到二 千卢布。 在军队

系统， 军长工 资 千卢布， 集团军司令 千四百卢布， 方面军司令

뇨
千八百卢布。 除工 资外， 还领取额外薪金和补眩 卓著茖蒋特权。

一
在文教科技界， 研究所所长的工 资在 千至 千五 百卢布议主 茈

�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羝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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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大量其他报酬， 如挂名差事的津贴、
稿费以及其他合法、 非

法收入
。

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普通劳动者之】司在收入上的巨大

差距， 决不是什么" 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
。之类的诡辩掩饰得

了的， 而是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的表现。
列宁指出

。通常所说

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
，

允许社会上 一 部分人占有另

部分人的劳动。

。 の 在今天的苏联，
分配制度的实质就是官僚

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
谁的地位越高，

权力

越大
， 支配的资本越多，

谁占有别人的劳动也就越多。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妥会主义国家必

须正确地贯彻个人消费品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逐步地限制分

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
保证 无

产阶级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在这方面，
要承认个人消费品分

配方面的 定差别

的扩大，
防止借按劳分配之名， 行资本主义剥削之实。

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防止收入 差别 的扩

大， 具体说来， 应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 ， 干部和群众的分配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

工 农劳

动群众掌握了生产资料， 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 而
。 切工 作干

部，
不论职位高低，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回

，千部应该密切地同

人民群众打成一 片，
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全心全意地为

� 《青年团的任务》
。

《列宁选集》第多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弗 352 页
。

回 毛主席语录。 转引自194 4 年 12 月 16 日延安《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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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限制收入差别



陳民服务。 显然
， 干部和群众在分配上高低悬氐 同这种社会

匡义的相互关系是不相容的
， 它必然会引起千群关系的对立 。

■此， 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千部的工 资问题时，
应遵照革命导

嘛的历来教导， 注意贯彻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
逐步缩小党、

回家
、 企业

、 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个人收入的

差距
， 并防止 切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这对于他

们密切联系群众
，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防止。由社会公平。

降为社会主人。国
， 防止占有他人劳动力特权阶层的产生，

有着

陰要意义
。

第二
， 知识分子和工 农之 1司的分配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

餘rr三定时期，
无产阶级为了团结

、
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

贸知识分子
， 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

允许保持他们在历

良上形成的较高工 资， 但这是 种赎买， 是 种临时性政策措

貤，
不应成为分配上的 项原则。

恩格斯说 。在私人生产者的

夕

社会里 ，
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

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 熟练的

奴隶卖得贵些
， 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 在按社会主

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
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 所以

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 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

。 @ 目

茢在我国，培养知识分子的费用的三部分已经由社会来负担夏，

� 恩格斯 。。. . . . ，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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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这部分由社会负担的费

用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
。 因此，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培养出来

的知识分子的工 资水平略高于工农的收入水平，
虽然还难以完

全避免， 但是
， 如果有人想借此领取过高的工资.

则是没有任

何根据的

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的多数，
因此正确地处理好

工 农之间的分配关系， 十分重要
。 在确定工人工 资的标准和工

资提高的幅度时， 要同时考虑到职工 的工 资收入同农民的实际

收入之间的关系。 工 人和农民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

件下劳动， 在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着一 定的差别

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别必然会给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带来 定

的差距。 但是， 这种差距要逐步缩小
，

否则就会影响到工 农联

盟的巩固， 影响到°
以农业为基础。 的方针的贯彻执行。

第四
， 正火内部的分配关系。

工人的劳动，
在技术水平、

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方面是不同的， 因而在确定工人的工 资

标准时；要体现合理的差别， 但要反对差别过大，
以利于工人

内部的团结į 並逐步改革那种门类多、 级差大的工 资制度。

第五
， 农民内部的分配关系。

在处理农民内部的分配关系

时， 也要根据农村分配制度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评工 记分方. ，

并采取二 些适当措施， 防止在分配中扩大收入上的差距。 些人

民公社的经验表明， 要支援穷队搞好革命， 提高生产， 并对那

些劳力少的社员家庭， 在派工 中给予适当的照顾， 以利于缩小

阳尹目 円 日叫 睽 배

第三
， 工 农之j司的分配关系。

基础， 在我国
， 农民又占全部人口



在我国
， 农村人民公社社

、
队办的工业中，如何处理好社、

队企业人员的分配
、 也是 个重要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
造成

良民公社内部务工 社员和务农社员在个人收入上的过大差距，

郾就会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 农差别之外、
又在农民内部造成

チ个新的。
工 农。

差别
， 从而影响务农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因此，

牡确定社
、 队工 业中务工 社员的收入水平时，

应该使它大体上

各该公社或大队的务农社员的收入水平接近。

上海市上海县社
、
队工 业的劳动报酬形式有三种 ( 1 )工 资制。

1 97 0 年以前进社办工 厂务工 的社员 般都实行固定工 资制佷 1 9 7 4 年

这部分务工 社员平均收入 (包括伙食补贴)比务农社员收入高5 3% 。

( 2 )评工 记分制。 为了缩小务工 社员和务农社员收入上的差距 ，
1 9 7 0

年和这 年以后进社办工 厂的社员，大多实行评工 记分制， 即按全公

社的平均工 分值在社办企业里领取报酬。
1 97 4 年这部分务工 社员全

年每人平均收入 (包括伙食补贴)
， 比全县务农社员平均收入高39 % ，

这样， 收入上的差距比以前缩小了。 队办工 厂也大都实行这种分配

办法
。

( 3 )回队分配制。 实行这种分配办法的社、
队工 业，将劳土挂

员的劳动报妯ï拨交所属生产队作为集体副业收入 ，务工 的社员除了可

以得到 定补贴以外，同务农社员 样参加所在生产队的分配
。

在处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的各种关系时， 应反对高低悬

氐 差别过大， 但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毛主席早在四

十多年前就明确指出
。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

的时期， 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 种幻想 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

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的原则和工作的需

05�



要， 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の 绝对平均地分配个人消费品，
既

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也不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

只是 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

创造条件，
逐 步扩大按需分配 因素

在社会主义社会，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必须实行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 的原则，但这绝不是说，
可以把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

的按劳分配原则加以绝对化
、 凝固化。

恩格斯在一 八九0 年评

论当时德国党内关于分配方式问题的辩论时说过
°在所有参加

辩论的人看来，

°社会主义社会
'

并不是不断改变、
不断进步的

东西 ， 而是稳定的。 成不变的东西，
所以它应当也有个 成

不变的分配方式。 但是，
合理的辩论只能문 ( 1 )设法发现将

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 (2 )尽力找出进 步的发展将循以进

行的总方向。

。圆 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分配方式的进 步发

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 就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的共产主

义原则。 因此，
我们在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限制分配方面

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
要为逐步扩大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

素和最终消灭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努力。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取消了以劳动作

为分配消费品的尺度， 完全否定了鹰借令人体力和智力的优越

� į 关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短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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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乙第
， ·致康 施米特(1890 年8 月 5 日)}

。 码 克思遍格斯选集,第4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四5 页， 零美厂 '
. 诗 吧 ；" 崭 ：：咩だť



国伕得较多消费品的天然特权， 消除了人们在生活富裕程度

1差别，

。

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の
。 句话，

障完全取消了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 共产主义社会在消

陟分配中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原则。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陲书
、

不看报
、 不懂马列， 居然也妄谈起共产主义的分配来

他说什么 。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 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

官员的待遇要比大学教授还 高
。

。这岂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

分配方面还存在着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叫： 这同杜林在他

° 济公社°中还保留若' 粒小车考°和'" 筑师' į 美的旧的劈

真是如出一 辙 。
，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是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原则， 但是

囌 分配的萌芽已经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 在今天， 社会主

匡国家举办的公共福利事业
， 如对职工实行劳动保护、

公费医

医制度， 对于老年职工实行退休制度， 对于丧失劳动力和因家

匡负担过重而生活特别困难的人， 由国家或集体给予补助和照

陰， 等等， 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
。

8 九七三年， 我国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保健福利开支， 已占全

日工 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八
。 虽然目前这部分所占比例还不大，

匡它在 定程度上越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框框， 体现了社

会主义消费品分配方式发展的总方向
。 马克思说过， 在社会主

障制度下，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
、 保健设施等。

，

跡
"

，旨峯骂挚斋》
。

；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뇨뇨19 72 年版，
棻女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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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の

。 为

着发展集体福利事业
， 扩大按需分配因素，

国家或集体在增加

个人收入时，要考虑到集体福利基金的增加， 把两者结合起来，

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逐步提高

集体福利基金的比重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批林批孔运动和风舌 łFy】】不 /一

·
。

斗争， 是极其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些波

澜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中， 涌现了 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广大千部进五 · 七午校
， 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工农兵理论队伍

成长壮大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工 农兵上大学和教育革命，

赤

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茁壮成长等等，
这些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

新生事物， 从各个方面冲击着旧的社会分工
，

不断缩小三大差

别
，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同样也为分配领域的变革创造着有利

条件。 在教育革命中， 辽宁朝阳农学院和由上海机床厂首创的

七 · 二 工 人大学中的工 农兵学员，
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

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同工人、 贫下中农划等号， 保持

同工 人、
贫下中农差不多的生活采平。 这 教育领域的革命，

不仅大大有利午培养无产阶级章命事业的接班人' " 且还为缩

小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了的差距和扩大按需分

配的菌素创造丁条件。 合作医疗的出境既有利乎诖变农村缺医

少药神面貌 也在一 个集体的范围内增加了某些按需分配的因

素，
从一 个方面缩小了工 农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

。 林彪
、 邓小

�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私 人臀出版社 1972 年

版 * 第 t小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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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党内资产阶级恶毒诬蔑和攻击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这

降他们力图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我

8门要进 步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让更多的社会主义

齢生事物破土而出
， 并热情支持它们茁壮成长 以巩固和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努力创造条件

临消费品分配方面逐步增加按需分配因素，
以便在 个较长的

史时期内逐步实现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过渡。

" 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 而这

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
从而分配方式

也应当改变
。

。の 这就是说， 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于生产方式的性

质，但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关系，
从而大

大缩小了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水平还不很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因

而还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不平等。 为着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分

配方面的不平等
， 必须消灭阶级， 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

方面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并且在无产阶级

政治的统帅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

的生产， 为逐步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
、

工 农差别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为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产品， 逐步

扩大按需分配范围创造必要的条件。

任何事物的发展， 都有 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从按党

� 恩格斯 〈致康 施米特(1890 年 8 月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4 7 5 页。

5 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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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
， 也要经过 个逐步增加按需分配因素

和逐渐减少按劳分配因素
， 最后完全以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

的发展过程
。 完成这个过程

， 需要经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很长

的历史阶段。 但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
共产主义社会

定要到来
，

。各尽所能
， 按需分配。 的原则一 定要实现1

姜.：·从 ，茬示多黒多变量名每브會恭
, 罴糞璀ţ 零戛せ ；

r  W Ţ   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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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十一 章 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 节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

马克思的再生产公 式

任何 个杜会都不能停止消费， 从而也就不能停止生产。

國社会的生产过程当作 个连续的
、
不断更新着的过程来观察，

也就是一 个再生产过程。

：社会再生产既是产品的再生产， 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摩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 不识会再生产出共产主义因素， 而

匽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过程是 个受

昏定规律支配的运动过程占 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受哪些客观规

E 的支配? 共产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法权怎样被再生产出来，

唿们之间怎样展开矛盾和斗争? 怎样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两大部

匡的比例关系， 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这些都是需要研

摩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经常环绑着再生

医问题展开$ 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 也只能建立在对社会主义

匯庫产问题深刻理解的基础上ö 因如 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

的研究，
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是在实践方面， 都具有重大意义

。

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 再生产中十

4 11



分重要的问题是， 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掉的东西.
需要从价值

上和从实物上得到相应的补偿
。 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要卖得出，

买得进， 否则，就不可能继续进行再生产。
例如，

织布过程中要

消耗棉纱、 磨损织布机(即要消耗物化劳动)、
此外，

还要消耗

工 人的活劳动， 这些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为了使织布过程能

需要把布匹按它的价值销售出去.
这是从价

同出 为了使织布过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コ 需安买进已经消耗掉的棉纱和织布机，
买进为了维持工人劳

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 这是从实物补偿方面说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时候，
为了说明 年

内已经消费掉的东西怎样从实物上得到补偿，
首先按照实物最

终 用 途 的不同， 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 部类

( I )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 部类( ï ；i这样两大部类$ 第三部类

的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的， 第二 部分的产品是用于 生活 消 费

的。 然后为了说明已经消耗掉的东西怎样从价值上得到补偿，

又把社会产品按价值形式区分为不变资本 (ċ ) 可变资本(v )和

剩余价值(m )三个组成部分; 体现不变资本 ( c )的那部分价值

应该用来补偿生产资料的耗费， 体现可变资本( v )的那 - 部分

价值应该用来补偿工 资的支出， 体现剩余价值 ( m )的那 部分

价值被资本家占有， 其中 部分用作资本家个人消费，
勇 部

分用于资本主义积累， 扩大再生产， 扩大对工人的剥削į 依据

马克思的理论， 社会产品按实物形式和按价值形式这样两种不

? - n R

够继续进行下去
，

值补偿方面说的。



酌划分， 可表示如T

障 部类 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

I (c + v + m ) a  
;

第二 部类 年内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价值是

社会再生产要能够继续进行， 既然必须使生产中消耗掉的

陈酒以实物和价值两种形式上得到补偿， 那就要求在生产之后

必须进行交流
。 社会产品的交换是按照以下三条途径进行的

首先， 第 部类产品在第 部类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交

陕。 制如， 燃料工 业部门把煤炭和石油供给机器制造部门， 后

陟则把机器设备供给燃料工业部门， 等等。

Þ其次， 第二 逝类产品在第二部类内部客个部门之间进行交

唪i 例如， 农民种的粮食供给织布厂工人， 而织布厂工人织的

掌势农民ı 等等。
·

宇 " 歹 · = 。
'

， 切Ł 轵 -v
。

°

ı 最后 ，第一

、
j劣二 两部类的产品在两大都类之间进行交流。

国如， 机器制造部门生产的各种农业机械， 供给农业部门用来

畛偉輝耗或用来扩大再生产3 而农业部门生产的粮食 生猪、

隧差等产品j 供给机器制造部门职工消费， 警等。

通过以上三种交换，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奏可能出

匦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 4-�: li į  v į 

第一 种情况， 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多不少， 刚好用来补偿已

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六世轩办A ? 护 ，变大币 ，
= 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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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20 00 c + 500 v + 50 0 m ) 3000

这里
， 两大部类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

就是

这个公式表明， 等式左端代表第一 部类能够提供多少生产

资料， 等式右端代表两大部类 共消耗了多少生产资料。
这两

个数字相等， 就表明生产过程可以在原来的规模上继续进行下

去， 或者说， 我们就有了一 个简单再生产的条件。
如果我们再

从上面等式的两端杏去掉 个 Ic
， 就变成了这样一 个更加简单

的公诀 佷 . 系

这里，等式左端表示第一 部类除了请足本身需要以外，还有

多余的生产资料可卖给第二 部类使用j 等式右端表示第二 部类

除了滿足本身需要以氘 还有多余的消费品可卖给第一 部类使

用。 这个等式J (v + m ) - ï Jc
， 反映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第一

和第二 两大部类之】的交换关系，·是简单再生产条件的另一 种

表达方法。
r.

芦笋 な；乡き
，
乞勺あ

-

去 į
' ；。：：·。

オ '
!

第二 种情况， 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总产值， 除了供第一

部类和第二 部类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以外，还有剩余。

:
° 

I (40 0 0 c + 10 00 v + 10 00 m ) - 600 0 Ī  奏芥子)  à :,

IIŁi50 0 c + 750 v + 750 m )- 3000

这里，
两大部类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 就差° 荘本掷

·4i*



障个公式表明， 已经有了多余的生产资料，
可以把它们使

回追加的生产消费上去
。 这样， 就具备了扩大再生产的前提

条件

尹克思关Ť 把社会产品按实物形式和按价值形式所作的两

號粉， 以及有关再生产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分析，

ą样是有效的
。 布哈林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提出 种谬论， 认

孽か随着商品的消灭，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告终了。 列宁驳斥

號 °
不对

。 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lv + m 和 Ilc

動关系吗?
。� 列宁认为， 即使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时没有商

F
.
生产， 但是， 仍须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 并把耗费在

匿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虽然那时不再表现为价值) 划分为 c
.

陟和 田 三个部分，以便正确计划和安排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

怀。 因此， 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 即使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豳仍然是适用的。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仍然实行着商品制度， 那

鼢 这个公式的仍然有效， 就更不用说了。 ，

但是， 社会主义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有着不同的性质

齢特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关于再生产公式中的 c 原来

眸麦不变不变资本i：现在用来代表生产资料补偿基金，
。 原来代表

阿变资本， 现在用来代表新创造的价值中归工人和农民支配的

介人消费基金i m 原来代表归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 现

在用来代表新创造的价值中归社会和集体支配的那部分社会纯

临 列宁 《对布哈林 °羞诬时期的经济
。 书的诈- 人民出版社鑫每砝

淞3 Ř 。
列宁在这里提到：Iv 年ıri

， 就是马克思再生产公式中的 I (v 大乐)
。

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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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遵循不同的规律发展。

资本主义再生产要遇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性的对抗

性矛盾
， 扩大再生产要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

当危机爆

发时， 尽管生产资料堆积如山， 完全具备有 I (v + m ) 〉 [lc 的

条件
， 但是

， 资本家却因无利可图，不肯把它用来扩大再生产，

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
， 表现为生产下降。

社会主义再生产

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

点， 是不 j司断的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再生产
， 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人们开始有

可能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作有计划的安排

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
， 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

点和组成部分。 因此， 我们必须在优先满足简单再生产需要的

基础上， 去安排扩大再生产匕 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 作部门先

要根据简单再生产公式，
I (c 十て十m ) 一 Ic + iIc 的要求， 进行调

查统计， 计算出第 部类能生产多少生产资料，
两大部类维持

简单再生产一 共要消耗掉多少生产资料，
; 进行比较分析， 使生

产资料妁生产和消费能够大致趋于平衡多 经过这样平衡以后，

有多余的生产资料， 表明已具备 I (c 十v 十m )〉 I廿十Ilc 这 扩

大再生产的条件， 才能用来安排扩大再生产。 有多少多余的生

产资料，
就为安排多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规定了 个相对的界

限。
如果在这个界限内，不去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物资和潜力，

去计划和安排扩大再生产，那末，本来可以实现的国民经济发展

j916



妁速度就得不到实现
。 反之

， 如果越过这个界限，
不顾首先满

妮简单再生产的需要
， 而去搞扩大再生产，

那末，
就会侵占本

来安用ナ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从而有损于简单再生产的进

行。
例如， 配件 般是用于简单再生产的。

部机器的某个配

件损耗了， 需要新的配件补偿
， 才能把简单再生产继续下去。

但是， 如果搞严值挂帅
、 利润挂帅， 认为生产配件的产值低、

耗工大， 不去生产那些用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配件，
那末，

配

件在损坏以后得不到补充
， 主机就无法开动，

只好放在那里睡

氪 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又如
， 如果越出前面提出的那个界

此 去安排扩大再生产
， 拉长基本建设战线，

那木，
就会造成

生产资料供不应求的现象， 使本来可以在短期内建成投产的项

目，
因缺少生产资料而不能及时建成投产。

这对于在保证简单

再生产的基础上
， 有计划地扩大再生产，

是不利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学说， 是理论上的高度概

括，
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组织扩大再生产，

单

有货币资金是不够的
， 还要有相应的物资保证

。
扩大再生产需

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从何处取得? 扩大再生产的某

些情况下要适当增加 些工人， 由此引起的要增加的消费资料

又从哪里来? 所有这些， 都是在制订和执行计划时必须要加以

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

'

， 鼻 i ゴ"

：
：i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

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 第三部类的增长通常要比第二 部类

的增长快， 存在着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 熹叫：做生产资料生

4 17,



产能先增长)的客观规律
。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
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

还

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都是发生作用的。

在 18 6 8 年到 19 0 o 年的三十二 年中，美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

二 点四倍， 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加了 点九倍。
在 19 0 0 年到 1 9 2 9

年的二 十九年中， 美国生产资料增长了 点三倍，
而消费资料生产只

1 9 13 年的 百三十二 年中，
英国生产资

料工 业的生产每年平均增长 3 4 % ，

Ji /

2 4 % .

在斯美林领导干讯苏联荘条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 同样呈现出生

产资料生产校快增长的趋势
'

i9 2 9 年到 1 9 3 2 年期间工 业生产 资料

和消费资料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2 8 ė炻和 11 7 %  19 33 年到

1 9 3 7 年期癿 各为 1 9 % 和 1 8 % s 19 3 8 年到94 0 年期 阠 杏 为

1 5 3 % 和 1 o % 佷 19 41 年到 1 95 0 年期间， 各为 7 4 % 和 2 1 n 。

\ 尭在我国社会主戈建设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 更为显

著。 从 19 49 年到 19 59 年的十年期间，我国工 业总产值增长了十点八

倍， 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则增长了二 十六点 倍。 二 · ユļ
'

共

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 增长 得

快呢?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 以同等数量的活劳

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的必然结果
。 马克思说 。

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正是在Ť 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

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3 因而， 所减少的活劳动

4118

增加了 6 0 % 。 在 1 7 8 1 年到

而消费资料工业每年平均只增长



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
。

。 u 马克思的这段话， 实际上已经说

阴了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必然性， 因为随着技术进步，
劳

睁生产率提高
， 生产每 单位产品要消耗的活劳动和劳动总量

哄然都在减少
， 但它消耗的" 过去劳动。 即生产资料反而在不断

睁大。 这样， 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要比利用这种生产资料来生

摩的那些产品增长得快些©
。
如果要生产的产品是消费品，

那

障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
， 快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

如果所要

艮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
， 那末

， 用来制造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

阱料， 又必然要比那些用来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增长得更快

有一 种看法， 以为1钾+ .〉ıl . 这个公式，就8 表明薯片

臣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 这是 种误解 第 i 把两件不同

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
。

，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290 页。

例说明如下表 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由第 年的 100 降低到第五年的 80
， 其

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却由50 上升到70
， 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典型现象。

；
笫 Ç寥)

栏的实物量也是假设的， 它的增长速度不影响这里要说明的问题。
按照以上数字计

算， 产值增长了 1 4 倍(为简化计， 假设 1 单位劳动凝结为 1 单位价值)，
而所耗生

产资料却要求增长 3 2 倍西

单位产品劳动耗费 产 量 ：
； 所耗生产

年 别 活劳动 ，
钜苰錾受

)
共 计 实物量 产 值

资料产值

山 \ 例 苜
明 ' (3) (芬) (5i =  (3) × (4) 

(6) =  (P  x .  
(

/ \ j )

50 50 100 100 10
, 
000 5 0001 )

2 4 0 55 9 5 150 14 250 8 220

3 30 60 90 2 00 18
, 
000 

:
1li2

, 
000 ·

4 2 0 6 5 85 2 50 2 1
, 
250 ļ 1b

, 
2 50

5 10 70 80 300 24 , 
000 2 1 0 00

卖增长
" 4倍

；
3 琋

��

ヰı9



的事混为 谈了
。

I (v + m )〉 11c 和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

虽然都涉及两大部类的关系， 但说的却不是一 件事。
前者说明

要扩大再生产
， 就必须在补偿简单再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以

后， 还要有多余的生产资料 后者说明的，
则是生产资料生产

的增长速度， 应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
第二 ，

这两件

不同的事情，也没有必然联系。 要使 I (v 十m )由等于 工ìc
， 转变

为大于 11c
， 就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有 个较快的发展，

这是极

其明显的 但是，
I (v 十m )〉 iIc 的关系 经建立起来以后， 要

继续满足这样一 个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就不再要求生产资料

定要比消费资料增长快了
， 它们按同样速度发展也是可以的，

好比一 个人已跑在另 个人的前头， 要继续维持这个前后差距，

并不要求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 样。 列宁在谈到 I (v 十 m 权

Ilc 出 明确指出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 卷第二 十一 章中所

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和新辜锎诖莱告
，

。稂杀不能得出第 部

类比第二 部类占优势的结论，
因为这两个部类在这里是平行发

展的°め
。

"

第三 ，这两件事情的依据也是不同的。
I(v + m ) 〉iIc

是任何类型的扩大再生产@ 的要求j 而生产资料室产的较快增

忆 则只是由技术进步这一 条件所决定的
。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二 卷第二 十一 睾，中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撖弄才技术进步这

条

U  Ĉ )

�づ〈论所谓市场问题》đ
イ列宁全集》第 羝 第 69 页。

园·ず 大再生产有两种类型 类叫做《外延的扩大再生产。

，就是技术水平不熟

靠增加生产工人和生产设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
。 另 类叫做。内含的扩大再生产°

，

那就是依靠技术进步、
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

。参阅욕克思 く资本论净

第 2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髯口?卷， 第 192 页和第356 Ř 。

所以， 在那里尽管也必须具有 I (v + m ) 〉 Į lc 这 一 条



件， 但却隊有提出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较快这样

的问题。 臨 I(- 十n l)ン IIじ 同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混为

? ， 在理论化是错误 ť白、 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 因为， 如果认

为，
Iて¢ヰm )〉Ilc 就算是满足了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要

求į：以此作为根据去制订计划和安排生产， 其结果虽然也能实

现扩大再生产， 但却不能满足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对生产资

斟酌追加需要， 那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也

主义扩大再生产应有的高速度。

资料生产增长较快这 规律的意义， 作过极其

深刻的阐遜 °生产资料増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

在Ť 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 ( 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

进步)要求加紧发展媒、
铁这种真正 '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

生产 》 《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

的机務所代警， 就是说， 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

生产本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

。�这就是说， 要在技术不断进步

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 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特别是擎和平发展象煤、 铁这类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的生肖争 旧此， 大打矿山之仗， 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只有

大打参蠡乏仗， オ能使炉子吃饱， 炼出更多的铁和钢罗 使轧钢

设备得到充分利用， 轧制出各种钢材。 然后各类机床才有加工

的对象 方能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 用以代替手上劳动

和更新陈旧的机器设备， 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 大大加快

'

中 輛輛雨前场问题》
，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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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这 规律在社会主义社 会 发 生作

用， 有它自己的特点
。 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家只是为了剥削

工 人
， 为了在激烈竞争中战胜对手，

追求最大利润，
才不得不

采用新技术。 在那里，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
是作为

种异己的力量发生作用的
。

经济危机 来，

迫减产
， 生产资料的生产又往往。优先。 减产。

下
，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发生作用，

度下更为广阔的场所。 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经济危机。
社会主

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是社会和企业的主人，
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

义ı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他们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 虽然存在阻碍技术进步的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等

社会力量 但是， 通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它们进行斗

争并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国家砒能够自觉地认诉和运用生产资

料较快增长的规律， 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两大都类的比例关

系， 以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 たマ ：- 书孕 。

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离不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

社会主义国家编制国民经济计划， 必须考虑到生产资料生

产较快增长这一 规律的謇观要求町? 但是， 这并不是说， 制造生

产资料的第 部类可以不受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 部类的制约，

可以脱离第二 部类孤立地发展。
。

先从生产资料的去路来看， 第 部类的较快增长
， 不能脱

离第二 部类的相应发展。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虽然有相当大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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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

有比资本主义制



分部分生产资料并不直接用来生产消费品，
而是用在第 部类

爾部， 例如 煤炭企业把煤炭供应给钢铁企业，
后者把钢铁供

彩绘机械制造业
， 而机械制造业又把机器供应给煤炭企业和钢

铁企业
， 如此等等

。 在第 部类内部相互交换产品这个 限度

盔口第 部类的发展的确具有相对独立性； 也就是说，
即使没

愉个人消费的增长，没有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 部类的相应发展，

赜，厂 部类也可以在 定限度内实现扩大再生产。
但是，

生产资

料终究不是为它自身而生产的。 生产资料的生产，
归根到底，

陉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 如果没有第二 部类的相应发展，
第

种类的产品到头来就将没有销路， 也就不可能继续得到更大的

再从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方面看
， 同样可以看出第 部类的

陬快增长， 不能脱离第二 部类的相应发展。 因为， 第 部类的

良展， 不仅需要增加生产资料， 而且也需要增加工 人， 增加消

降资料。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 个方面
， 就是在生产

断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 即使

第一 部类不增加工 人， 也需要追加消费资料。 在第二 部类从事

出产的广大工 人和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同样也要对消费资料

提出新的要求。 所有这些， 都要依靠第二 部类的发展来解决。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问存在着相互对立
、 相互依存和相互

促进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

， 对于社会生产高速度地
、

健康地向前发展ラ 具有重大作用。 但是，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

才具有这样三种现实可能性 把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和消

费资料生产的相应发展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 促使扩大

42 3



再生产健康地向前发展
。

在帝国主义国家， 由于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和追求世 界

霸权， 军火工 业恶性膨胀， 第 部类所提供的大量生产资料， 不是

用来生产生活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军火。
军火生产本身，

如大炮、

坦克等的生产， 不提供生产资料， 不属于第 部类 同时，
也不提

供生活消费品， 但提供军用物资，
用于战争消费，

因而它构成为第

二 部类的 个特种部门
。 军火工业恶性膨胀的结果，

使两大部类关

系复杂化， 社会生产畸形发展， 生产发展速度必然下降。
例如， 苏

修社会帝国主义在 19 5 6 1 9 7 5 年间， 大肆扩军备战，
军费 占国 民

收入 的比重， 1 9 60 年为1 3 % ， 1 9 7 0 年为1 7 % .
1 9 7 5 年上升为2 0 % ，

超过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
以及第二 次世界

大战以后侵越战争时期的美国 (他们那时的军费开支也未超过 国 民

收入 的 1 2 % )
。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肆扩军备战的结果， 挤掉 了农

: ł 
业投资多 而工 业投资的主要部分则用于同军火生产有关的部门，在工

业投资中用于生活消费品生产方面的还不到 1 5 % 。
结果给扩大再生

产造成严重破坏，
工 农业产值的增长率越来越低

。
苏修第九个 五 年

(1 9 7 1 1 9 7 5 年) 计划所规定的国民收入
、

工 业产值、 农业产值的增

长率， 比第六个五年 (1 9 5 6 1 9 6 0 年) 计划分别下降了3 6 %
、

2 8 %

和6 9 % 。 在 1 9 6 5 1 9 7 5 年的十 年中， 有七年农业是减产的。 苏修

工 农业生产 团糟， 主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 而军火工 业的恶

性膨胀则加速了这 ·一恶化过程。

ŕ 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

这是理论上的概括， 而现实的生产则是按农业 轻工 业和重工

业来划分和组织的
。 农、

424

轻、 重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是什么关



系呢? 农、 轻、 重是根据各物质生产部门在劳动对象和生产方

法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划分的， 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则是按照产

品最终用途的不同划分的， 它们之间既有区别， 又有密切的联

氟 因为， 农业和轻工 业虽然也提供部分生产资料， 如经济作

物、
工 业用纸和工 业用布等

；但它们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į 重

工业也提供 部分消费资料， 如民用煤、
民用电等， 但它主要

是提供生产资料。 因比 安排好农、 轻、 重之间的比例关系，

既能照顾到极为复杂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 又能基

本上反映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要求。

依据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较快的规律的要求， 就要安排较多

的资金和物资， 投放在重工 业的发展上，
这同按照农、 轻、

重

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j

物资的分配要使农业和轻工 业占最大的比重，
而只是说资金神

物资的安排，
要先保证农业本继工 业的需要， 然后根据农业和

轻工业可能发展的状况， 安排重工业 。
但由于重工 业主要是制

造生产资料的部门，
必然要有较快的发展， 所以， 这样安排的

结果， 重工 业在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中所占的比重， 仍将超过农

业和轻工 业 。

依据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离不才消费资种 E 产雨坛 tÇĖr p

邕 就要求按农业、
轻工业如 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

划
。 搞农、

轻、
重，

还是摘重、
株 轧 是关系到能否正 确处

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关兼的重大原则问题。 搞重、 轻、 九 重

工业的计划安排就将失去依据，
社会生产第二部类的发展就容

易脱离第三部类，
因而必然要受到阻碍甚至破坏。 搞农、 ，轻、

4 2 5

是不矛盾的。 因为后者说的不是资金和



重就不同丁， 先安쒜!农业和轻工业! 再安쒜!重工业,
社会生产

第 部类的发展 '

，
打了坚实的基引II、 \ 个社会生产就有了迅速

发展的有利条川い

'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エ业为中心、
这 点必须 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 毛主席的这个教

导、 正 确地反映了生产资料生产力较快增长，
同邗j费资料生产

的相应发展这两个方而必须相互结合的客观要求，
为国民经济

计划的综合平衡、 规定丁最基本的内容，
使马克思主义再生产

的 般理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指导方针。
这是对马

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具体运用和重大发展。

前 章已经研究了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
，
最后将归

结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种不同的用途。
国民收入的这种分

配关系， 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扩大和人民生 活 的改

善， 是我们这里要着重加以研究的 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存在着既对立

又统 的关系。 前者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后者主要用于改善

人民生活， 这两者都是必需的， 不可少的。 但是在 个时期

内， 国民收入是 个已经确定的量， 如果用于积累的多 些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毛泽东著朴选读〉甲种本)， 人民出

版社 1965 年版， 第 4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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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 费的；】允只能少 些
。 反之也是 材。

它们之1司是存在着

矛盾閾。 但从长远观点看问题， 情况又有不同，
因为积累是扩

失再生产的源泉， 积累多 些， 即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多

些， 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可以快 些，
这就为将来改善人民

：提 消：：平，

。

邕 二二的 面
。

4

匡 隹 资本主义社会
， 积累是资本的积累， 是资本家用来进

被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
。 资本主义积累和广大劳动人民消费之

摩的矛盾， 具有对抗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 积累是社会主义国

陳和集体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

单， 为无产阶级如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社会主义积累

陰消费之间的矛盾， 属于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长

臣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矛盾， 是根本利益 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

盾。
， 三 i绊

。 矼蕊 。
ì

i

グ三 飞 i
、

会

, R

璽 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的矛盾， 虽然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但

匪不能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积累和消

摩的比例关系是扱为重要的比例关系之
。 这三比例关系处理

昆当， 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和稳步地向前发展
。

陲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后果。

积 累基金的确定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 怎样才算恰当? 积累基金的确定是否

有一 个最低、 最高界限? 它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是怎样

知 其中有什么规律性了 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427



和实践意义
。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网关系中， 积累的增加要同人民生活的

适当改善结合起来ļ 而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只能建立在社会生产

的不断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这就是说，

既要考虑

到需要， 又要照顾到可能， 既要考虑人民生活改善，
又要保证

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而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则

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条件。

为了进 步探讨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规律性，
先来具体

分析三下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最低、
最高界限是什么。

在正

常情况下， 国民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必须保证在计划时期内，

在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条件下， 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水平不低

Ť 前 个时期。 这是消费基金的最低界限。 从国民收入 中扣除

豸个最低界限的消费基金以后， 剩下的就是可以用于积累的部

分， 这样也就为积累基金规定了 个最高界限。 另外， 积累基

金也有它自己的最低界限。 在仁 般情况五 ；这个最低界限就是

维持前一 时期已经达到的积累量。
少于这个积累量， 不仅社会

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将会降低， 而且前 时期已经动工 的基本

建设工程， 将有一 部分不能继续施工和我ř 并且会对作为后

标的物资储备带来ご 定影响, 不荆于°备战， 备荒
，
°
，为人民°方

针的落实。 除了特殊情况如进行反侵略战争或遭遇到特大自然

灾害或受到禧误路线严重千扰等以外， 般不会出现少于前

时期已经达到的积累量的情况�
。 积累基金这个最低界限一 经

占。枭基石的最低界蘸再么1
这个问题还可以进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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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徙， 也就同时为消费基金确定了最高界限。

臣述最低
、 最高界限， 为积累基金的确定，

提\ 了˜ 个选

范围。 在 般情况下、 我们不能越出这个范围行事。 生产发

屨瞇度越快， 国民收入增长幅度越大， 这个最高、 最低界限所

规定的范围越大， 那末， 我们选择积累基金多少， 从而消费基

叠多莎的回旋余地也就越大。

积累基金多少
， 消费基金多少， 在上述范围内， 是否可以

任凭我们主观来决定呢? 也不可以。 分配要由生产来决定， 国

民收入怎样分配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
归根到底，

要霓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制约。

：这是因为， 积累基金

卖主要部分是用来搞基本建设， 扩大社会再生产的， 除了需要

遭加部分消费资料以外，
主要是需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作保

证」没有相应物资保证的积累基金是空的， 是不能兑现的。 同

样，
イ消费基金是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 ，它必须有相应的消费资

提供线来作保证 石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和消费比例

关系爵形成出 ：曾经指出过 ' 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j 而且

是物质补偿?
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

比例的制约，
又要受他们的使用价值，

：它们的物质形 式 的制

巍韩Ġ i马克思的这令原理 ， ; 同样适凧于社会主义社会； i

毛主席教导说 '我国每年作，次经济计划 ，

佷：安排积累和消

费的适当比例， 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占
》@ 毛主席在这里

=  1

<i

角 平克思 į ダ资本论)漿 卷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孥4 37 43 8 页

垴 关于正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丈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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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平衡
，就是指积累和消费的安排，

要有相应的物资保证
，

就是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同需要维持平衡。
可见，

从价值上规定积累基金多少和消费基金多少，
似乎比较容易，

但这种规定要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有效规定，
还必须要有相应的

物资作保证
， 要受现有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构成比例的制约

。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
， 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形

成， 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这绝不是说，
我们可以用 个现成的

简单数学公式
， 来机械地给积累和消费规定一 个百分比。

因为

就物质条件所提供的客观可拒性来说， 是有伸缩余地的， 有

部分产品
， 可用作消费资料， 也可用作生产资料。

同时，
由于

时期不同， 要完成的政治经济任务不同， 需要积累多少、
消费

多少
， 也是可变的

。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是 把客观可能

性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把国家利益
、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以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尽可能完善地结合起来，
在国民收入

增长的基础上
， 使积累和消费统筹兼顾， 都能有所增长。

- 方

面
， 必须把积累的增长放在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可靠基础上$

另丁 方面， 人民生活的改善， 又绝不应妨碍积累的应
；有的增

长， 重点应放在火民的长远利益土
o
打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为i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局利益

勤俭建国
，

勤俭持家，
：适当多积累了 些

。

^ 佷

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叫做积累率
。 社会

妄义积累率不仅库该而且也完全肴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件 的积

累率保持较高的水平
。 这是 由十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经济危

4 30

和长远利益ı 我们应该强调 艰苦奋斗 增产节约



忆 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不断的增长，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以

合理利邮， 并且否定了寄生性消费， 等等， 因而在逐步改善人

悪生活單条件下
， 能够经常保持较高的积累率

。
这是社会主义

度优障性的 种表现
。

本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分配问题上， 历来存在着马克思

· 义甽扎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百多年来， 暗藏在德国工

雙関學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皤 之流， 主张在未来的新社会中， 分光国民收入，
不留积

罗 让陟动者获得所谓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 或 * 全部劳动

所得。

， 试图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 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改

良主灾歧途。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机会主义谬论曾给予无情

的揭露和批判。 恩格斯三针见血地指出 在杜林的' 共同社会。

里
， 积累完全被遗忘了 。 更坏的是 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

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 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

接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
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

。 の

桂林山 半共同社会。

，

。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 再没有其

他目的° @
。 刘少奇

、
林彪

、
邓小平 类同拉萨尔和杜林 脉

相鼠松然叫嚷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要°多分三点。

，

。多拿 点。

，

用。 睁增加 次工资。等等许愿来蛊惑人心
， 恶毒攻击社会主

紫积累是什么 。变相剥削'

。
他们反对社会主义 积累，

：

"反 对

席关于厉行节约
、
反对浪费 艰苦奋斗 '

勤俭建国等·二系

@ 泰格斯 .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あ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340演。

园 同上书， 第 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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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保证社会主义积累的方针， 其目的 方面是想借此蒙蔽人民

群众
， 为自己搞复辟活动培植社会基础，

另一 方面是妄想用分

光
、 吃光和用光的办法

， 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
这实际上是用

私人的积累去代替社会的公共积累，
为瓦解社会主义所有制和

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

：，、
；女

积 累基金的内森构成
， 八

'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积累基金怎样用法，对于扩大

再生庶的效果是大不咋样的 ； 积累基金按照用途可分为扩大再

生产基金
、 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和社会后备基金三个部分 į

如何认识积累基金内部比例关系的规律性9 怎样合理组织积累

基崟的狡滑。
，是弓会关系 到太民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结合 į

°

关系到能否獒挟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乜裘 F お

直茁抜夫再生产基金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之间严存在着西

定的比例关系礁非生弗性基本建设不宜过多地古用积累基金佷

如果占用过炙 那末荭用量柼太再生庶的基金就将减少 这就

符合国家建设的长垂利益る；特别是办公差公大礼 堂. 5：展 览

馆，，招待麻等十类非生产性基本建設， 更不宜奎 占弱国家建设

的资金。 ，但是另有些非生序性基本建设死是不再少的 如为它

同人民生活或エ 作条件密切相关 例如!
： 在新建工 业基地或者

职工天数有较多增长的老城市， ，就有相应兴建职 i琋 岩
、 菜

场、 商店以及其他文化
、

福利设施的需要
。 生产性基本建设和

非生产性基本建丧的关系
，

。婷昆差罾头和尚的紧系
，

；°需要正确
田 リłく

加以处理 。 。 )( 4 卜C tŕ ，计 j 弘 ，

4 32



社会后备基金在积累丞金中所古的比重虽然不大 但是它
的存在却是必要的d 因为 尽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
计划的， 但是不平衡的现象总会经常出现

。 在再生产过程中，

固定资产如机器
、

' 设备等会逐步损耗
， 为更新固定资产设置的

折旧基金也随之逐步积累起来į 但固定资产的替换更新，

' 却要
在好多年以后才进行į；'

，这就有可能引起各年固定资产折旧基金
的供给和当年需要注网不平衡现象的发生 o 此外， 如 自然灾害
的袭击， 各部门之间的意外脱节以及国际关系的突然变化， 等
年 都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为了克服这些难于
避免的不平衡 '

为了备诚' 备荒į 为人民，就需要有社会后备，

如重要器材和原料 燃料等生产资料的储备， 粮食和其他主要

以便在非常情况下动用， 保证
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马克愿为下说

'

明物资后备的重要作用，

曾把这种后备说成是 。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
质资料的控制 '国

。 社会主义社会为丁组织按比例的生产 ļ 必须
有计划地建立立 定的物资储备

"

用以调节物资有时多余
、 有时

不足的矛盾。

'

所以廾保留. 定社会后备
， 有利于国 民经济有计

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o ,
但是，

，后备的增加 就是用于当前扩
大再生产物资的相应减少 ·；过多妁后备j

i 就会形成资金和物资
的积压

， 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速度 ：因此 必须从客 观 情 况 出

尢 制订各种物资后备的合理定额 正确加以处理
。

在扩大再生产基金内部 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构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乡第24 卷ł 第 527 页 į  i i

a 用消费品等消费资料的储备

の 马克思 名 〈资本论} 第 2讒 ，
；；



扩大再生产基金投资在农业 、
轻工业和重工业本占多少如 投资

在大
、 中、 小型企业本占多少， 是有规律可循的。

首先必须遵

循农业是基础， 工 业是主导的规律，
正确处理农业 、

轻工业和

重工 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其次， 无论在投资项目或者企业规模

大小的选择上， 还有午食投资效果的问题 。
马克思指出 《有些

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而在这个时间内不

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 而另一 些生产部门不仅在 年间不断

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

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

m 篌 i江 ł了 才不致有损 于后者 。

。 � 马克思的这段话 告诉我们，

需要排长期限的建设项 目如果过多， 就正好象基本建设战线过
罴佷投资过于分散， 或因建设项目互不配套而引起的拖延和迟
迟不能投入 生产스 样如

「4有损于投资效果的提高专不利テ扩大再

是社会主义工 业化的骨干
绷举办寸但是 搬来说，

' 它们投资较多 建设周期较长 投资效果发挥较慢 这就是说，； 它们会在较长时洞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乡 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
。 因此，

' 基本建设投资的主要部分， 虽然要授放在重工 业部门
，
： 但是大型重工 业企业韵兴建，

· 也要适当 ·：：：：：：：：：：：：：：：：：：：：：：：：：：：：：：'' 不能过多
。 正 确安排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内部各种比例关系 注意充分发挥投资效果，

对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 是十分重要的

。

生产资料 。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 ，

生产的高速度发展ズリ

，; 现代化的大型重工 业企业 j



第三节 社会主义积累的一 般规律

į
'

资本《.ą资本主x私有制的产物
，资ネ积累的过程

诖纲暴挤值的生产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 是资本家发财致富，

：
同时会珠嘶产生人口相对过剩， 使亿万劳动人民贫 困化 的过

程
。
旂該

， 伴随资本积累而来的扩大再生产，
不仅是社会产品

的扩大再生产， 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

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口相对过剩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随着

资本蒙藻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 在生产过

程中必然以较少的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
这个过程，

具体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寻)越来越高
， 可 变资本相对于不

变资本来说， 越来越小， 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总资本量 相

相对地减少。 其结果， 必然带来人口相对过剩，
工人失业

。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

生产加苾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
这就是资本主义

也良笃垚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作过十分精辟的阐述。 他在批判普鲁

东时说道 1
《经济学家普鲁东先生非常明白，

人们是在 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

绒
、
麻布和丝织品的。

但是他不明白，
这些 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

、
亚麻等 样，

也是久们生产出来的。

°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羝 人

民出紐社 1972 年版， 第 108 页)马克思还指出1
《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 系 起 来考

察，
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

它不仅生产商品， 不仅生产剩余价值，
而且还生产

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1 方面是资本家， 另 方面是雇佣工人。

° (《资本论》 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3 卷 第6 34 页) 乓 砖 ;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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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 o 规律。

。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在人类社会，

抽象的人口规律是不存在的。

。抽象的人 D 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

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の

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果必然是 在 极是资产阶级私人财富

的巨大积累
， 在另 极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 的 资本 越

大
， 它的増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 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

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
， 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

· 但是同现

役劳动军相比 这种后备军越大
， 常备的过剩人 D 也就越多，

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圆
。
最后，

工 人阶级

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
， 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

越多。 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
、

般的规律。

。 圆

过剩， 失业入数常占有劳动方人数的4 % 左右。
旦爆发辽经济危

机，比例就更高了。 据美国官方公建。
i9ひ彝全年朱业率为 8

: 
5 % ，年

舞美失业人数凑到主頁八大疼夹即譽受积上半失业本拦及由于长期失

业现交已放弃找到壬传希望的邓部分失业人数， 那末，失业大军芊寸
已高达 千五 百万人，实际失业率已经是 1 5 % ，而黑人失业率则高达

2 6 % 。 在另 些资本主义国家，受失业打击最重随是青年工 人和女工
。

T : } 
t

$욕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3 卷， 第·92 页妇 马克

思的这两段话， 是对马尔萨斯人白论的深刻批判。 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

规律， 说成是抽象的人口规律， 绝对的自然规律， 同社会制度无关ラ こ其目的是为了

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园 原译者注 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 。成正比
》

。
っ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 あ ：第70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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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意大利的七十万失业者中， 有四十五万人是第 次寻找职业

的青年。 在比利时的失业者中，女工 比男工 多 倍以上。

富两极分化
， 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伴侣。

据 19 7 2 年 8 月 5

日美国《商业周刊》转引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材料，
19 7 0 年美

国最富有的 5 % 的家庭， 占有全国社会财富的 4 0 % 以上§ 而处于社

会底层的 5 0 % 的家庭， 仅占全国社会财富的 3 % 左右。
据 19 7 2 年

11月 5 日《纽约时报杂志》援引国情普查局公布的 1 9 7 0 年对五十 个

城市地区的调查材料， 在这些调查区内， 全部工 人有 6 0 % 以上不能

挣¢足够的钱， 来使他们的家庭维持 种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有 3 0 %

甚至不能得到 种贫困水平的收入
。

资亦主义◆双的一 条规律， 在芬芳社会ü 回生R Æ里， セ

日益明显地段盛着作用， 苏修官Æ整固资产玢Ħ振民国民经济

Æ , = T F # Á R Ĥ N  R « À e « j- Æ ,  m Ĥ r # #

琏，

。
来为攫取更多的《余价值箔进¢资本æx . 具æ果是，

Ē*#Æa\»ai Ĥ £Q# ,  H qFa #c , Ħr * % b A

¢M Ą Í ĴŁË Æ 胁的 #  �, Ė X B £* E .

据苏修报刊透露， 在苏联。有些地区劳动カ过剩。

，

。居民就业 已

成r司题。
。

为此， 各地广泛地设立了所谓。职业介绍所。

， 业务十分繁

忙， 成千上万的求职者 。络绎不绝。

。 仅仅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

从 19 69 年到 19 7 4 年登门求职者就达数百万人之多。

苏联今天存在着很多的。经济困难家庭。

。 苏修�社会主义劳动》杂

佷
志虹释， 所谓经济困难家庭， 就是按人口平均收入 比°保证最低标准

ı ,锄质生活。嘶必需的水平还要低的家庭。
塔斯社 19 7 4 年 11 月在一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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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中供认、 这种" 经济困难家庭。

，

°涉及到二 千五百万人。

。
实际情

况当然还要严重得多
。 根据苏修报刊材料计算， 在苏联城市里，这种

" 经济困难家庭。约占城市人口的 2 o %
。

在苏联集体农庄中， 使用畜

カ和进行手工 劳动的那部分大田劳动者也属于这种
。经济困难家庭。

之内， 仅这 部分人就要占农庄庄员总数的 S O % 以上。

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反
， 社会主义积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基础上
， 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社会主义

积累的增加
， 不仅表现为社会公共财富的巨大增长， 社会生产

力的日益提高， 而且这些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和日益提高的社

会生产力， 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有，
用来为他们的

利益服务。 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

在社会主义社会， 随着积累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 劳动生

产率也将日益提高
。 这也就是说， 在生产过程中将以较少量的

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
。 这 过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进行得更快。 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积累过程遵循着完全不同的

规律。

社会主义的积累过程， 不会产生人口相对过剩， 不会带来

失业现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 世间 切事物中
， 人是第 个可

宝贵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提供了一 种现实的可能性，来

有计划地使用劳动力， 为社会创造财富， 给全体劳动人民谋福

利。 在社会主义社会， 鼓励实行计划生育， 不是因为有什么人

口相对过剩i 而是为了有利于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438



会主义建设， 有计划地安排人民生活， 并有利于妥善保护母亲

和儿童健康。

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 随着劳动生产圭

韵提高，也将会有 部分劳动力在原有生产过程中变成多余的，

[但是， 这部分劳动力， 不会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 变成相对

过剩的人口
。
这是因为，

。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

和生产资料， 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
人

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

他们可以组织起来， 向 切可以发挥

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替自

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

。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

的经验表明， 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因此变成过剩人口
， 恰

好相旋
， 它为农村人民公社大搞精耕细作

、
多种经营， 提供了

' 。

攀上海县有个地少人多的薛家厍生产队，为我们提供了 个颇能说
Ĵ  ê į Į
玥苘蘧的本例

。
这个生产队很大，共有 百六十六户，五百六十六人，

. 百二 十八个劳动力，但耕地只有三 百零 亩
， 平均每人只有五分多

地。
而农业机械化在全县却名列前茅， 19 7 4 年有各种动力机械十四

兀

田

现

. 劳动力找到 出路〉 文按语》
。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



化
。 农业机械化的实现， 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

改变了。 根扁担不

离肩， 弯腰曲背几千年。的状况， 而且解放了大批劳动力。
19 7 4 年共

节约三万七千个工
， 等于这 年多出了 百四十五个劳动カ。 如果再

加上 1 9 6 5 年到 19 7 4 年期间自然增加的 百七十八个劳动力，总共就

多出了三百二 十三 个劳动カ。
这个队本来地少人多，又多出了这么多

劳动力， 是否就因此造成了劳力过剩呢7

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千得多么出色 他 !l」把夕 山木 ·ı：：H  ~ / J

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在农业生产上增加了 百五十六个劳动

力， 把粮食生产从两燕改为三 熟， 19 7 4 年常年亩产达到二 千 百九

十斤
。 蔬菜复种指数从 i9拓 年的三点五次，

提高到 19 7 4 年的四点五

次， 亩产高达 百五十七拒 他们还把多出来的勞动力用来大搞多种

经营' " 在副业韭产上的劳动力， 19 7o 年为三十 人，
1 9 7 4 年增加

到七十六人 副业总收入则从十气 万八千多元，增加到二 十七万三千

；
七百 多元じ 薛家厍生产队因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 葵秒生产率， 不

仅没有带来人口过剩， 却为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了有利条

件， 使 1 9 7 4 年社员收入水平， 平均每个劳动力达到五百四十五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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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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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村最终也会有 些劳动力多余出来。 这

部分劳动カ除了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外， 还可以转

入工业生产。
这是 个变农业人口为工业人口和亦工 亦农人口

的长过程。 这个长过程， 将同改变生产力的布局相结合， 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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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適磯 乡， 遍地开花
。 前面提到的那个薛家厍生产队， 在多

出来的三百二 十三个劳动力中， 除了二 百三十二个人增投在农

副业上以外， 就有九十 人转用来支援社队工业和其他工作，

他们仍留在农村和中小城市，
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 集

中在交縈大城市
。 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社队工 业的发展，

还将

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进느 步提高
， 从而使得公社、

大队两级经济

更加壮大起来。 在这个基础上， 公社和大队将有产可共， 社员

眼界将更为开阔
。 这就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限公有化

程度的逐步提高
， 并在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创造条

熨饩社会主义积累过程既然是 个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壮

大\ 逐步提高的过程
， 因此， 它也就是 个使工 农之间、 城乡

之间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的过程。 荫

熟食社会主义积累客观上还必然是 个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 全面解放劳动者的过程。 在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 工人阶级的で 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

的另壬部分无事可做ヲ 反过来， 它的一 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

另兩部分从事过度劳动。 � 在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
工业昶农

业轰动生产率的提高，
不但不会迫使 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

让另鳥部分大失业ı 而且将提供二 种再能， 使全体劳动者减轻

劳动强度， 并在将来条件具备时适当缩短劳动时间：。所有劳动

者咽此将有更多的时间片来学习文化， 学习政治黒批判资庁阶

ğ £șį 14 1



名 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管理工作。
那时，

劳动者将在德育、

智育、 体育等几方面获得全面发展，
脑カ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

质差别亦将逐步消失
。

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发展
，

不仅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

发展
， 而且也将使劳动逐步改变性质， 最后变为

。不仅仅是谋

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 需要
。 �

。 这样，
在个人消

费品的分配方面
， 就将带来两种结果 是按劳分配中的等级

差别逐步缩小 二 是按需分配部分在整个消费基金中所占的比

重 日益提高
。 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

将促使资产阶

级法权 日益受到限制以至最后归于消兀 而共产主义因素则将

卟益发展以至最后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

总之， 社会主义积累的 般规律， 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 般

规律根本不同。 社会主义社会积累的财富越多， 社会生产发展

的规模和能力越大
， 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将日益

提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将随之逐步积累起

来，

： 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

件，
这就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 般规律。 这个规律表明弔i 社会

主义积累不仅是社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 而且是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表明了社会主义积累同它的社会经济后果

之间的必然联系， 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必然趋势， 反映了社会主义积累中最本质的东西 o
!

�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

年版，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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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既相造

降又相矛盾的状况、 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都还不

同程度地存在， 因此，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知， 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也将随着

再生产出来。

迹， 千方百计地加以强化和扩大， 使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

处于主繇地位， 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 如果我们以为社

会主义祯薰只是增加社会财富，不去限制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不去发晕蓼藏在其中的共产主义因素， 不去主动地组织无产阶

级对资焉阶级的斗争， 那末， 社会主义积累也可能被党内资产

阶级郵分地甚至全部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积累， 即部分地甚至全

：
部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 社会主义积累的 般规律是一 个客观

规律， 耳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但这绝不是说， 社会规律的发生

作用可以不通过人们的斗争
。 恰好相反， 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

本质圭差阶级斗争的规律。
：
：我们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 切阶段和

4钡领域,

， 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

底
"

啸符合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 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只有二 十多年的时

间乒我国还是一 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但是， 社会主义积

禁媳一 般规律在我国已发生了强大的作用以 林彪 邓小平之流

造谣惑蔑我们" 国富民穷节

，
マ缺吃少穿。

，

' 今不如普'

。 社会主

一蕓丁

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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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兰十多年来基本建设投资数量很大， 增装很快。
19 7 3 年的

基本建设投资总颉， 较 19 5 o哖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了二 十七倍

多 基本建设投资是实现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形式，它的增长表明了

；

我国社会主义积累和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发展。 随濟社会主义积累的增

长
， 社会主义再生产也相应得到很大发展。

在建国以来的二 十五年

(1 9 4 9 ˜ 1 9 7 4 年)中， 人口尽管增长了 6 o % ， 但粮食却增长了 点四

：

倍， 棉花增长四点七倍， 各项轻工 业产品增长几蓓
、

几十倍，重工 业

产品的增长幅度更大
。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

平菇 得到提高
。

19 7 3 年我国职土的平均工 资， 同區民经济恢复

，
；
；.

°

轟 '

繫君主卓的1 9 5 2 年比，
裢洒チ菇4% ;

轻遮同 日麺 ，
士资总

： 荚·佷ĺ 众4949 年到约西年，
丁
'
：：鉴国职立关癜增洳

"

ず约六捂 ：在逃同二-i

飞 ：时期，，栽国诮蟄品零售总额增加暨韮號七傷 ：ガ. 叫卅学在校学生

垒で大数仆" 共增加尹五毒本倍$卫生事业床位数繾抑歹オ出倍多。

·

，

：历吏是最好的见证
。

'

我国兰卡多年来j；；社会主义·建设大大

发展，私会积累 太大增加， 已经建设喊ゑ芸个初步繁荣昌盛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多 时时， 康发展生产的基础上，
：哦国广

，
太

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相应改善了
。 几亿人民早已

从旧į中国饥寒交迫媳困境中解放出来矿现在环仅甍遍布王非做，

有书读，
主丰衣足低 而且当家作主，

六革歙斗志昂扬ど：为实现对

资水价级全面专政砥奋战在三大革衆运动中
!在 今天 ·的毒 中

国，
的确也有光比过去。穷ņ Į鴦 鄒就是卜\ 撮被剥奈了生庶资

料的地主皋资本阶级。

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

这种穷， ； 好得很ı：' 难道还能让他们恢复

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
， 作贼作福，，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再生产

中的资金运动

第一 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

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不仅表现为实物形式的物资

疑动，
而且也表现为价值形式的资金运动。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

萨资金运动的许多范畴， 如财政、 信贷、
利润、

利息等等，
虽

然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

眴的关系，

°
イ但是， 这些范畴都是商品制度的体现，

： 是私有经济

珀遗物。 党内外资产阶级容易利用这些范畴进行复辟资本主义

活动。

' 赫鲁晓夫
、
勃对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在鼓吹。更多地利

和完善财政、
信贷杠杆į 即卢布监督、 价格、 利润等。

(赫鲁

晓夫在苏修上手二 大的报告 时声浪下， 推行所谓 °经济改革。

， 复

降资本主;荚的。 刘少奇
、
林彪、

邓小平为了在我国复辟资本主

陳' " 拚命推行利润挂帅、
物资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 因此，

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的规律性， 划清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界限，
是反修防修的一 个重要方面 。

隷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贯穿在生产
、

交

知 分配和消费等各个方面。
关于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资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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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在本书第七章 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ł，

l】》 和第九章哎社会主义

社会的皆币币I f' 币流通》 中，
已分別作了一 些分析。

在这一 章

中， 我们将把社会主义资金在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中的运

动作为 个统 的过程， 进 步从总体上来加以考察。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 资金的运动首先要经过流通阶

段$ 不首先通过这 阶段
， 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 社会主义资金就会停留在货币形态上，
就不能转

化为生产形态， 也就不能进入资金运动的第二 阶段 即 生产 阶

段
。 在资金运动的第二 阶段中，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

通

过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 制造出商品，
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

到了商品上面， 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凝结在商品上面 。
这时，

社会主义资金便从生产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 然后， 资金运动

又进入第三 阶段， 生产出来的商品被销售出去， 社会主义资金

从商会形态重新复归为货币形态。

' 社会主义资金经过以上三个

阶段， 依次表现为三 种形态， 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这个

运动的全部过程， 就是社会主义资金的循环 社会主义资金反

复循环不已 处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井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再生

产是在二 个周期又一 个周期地、
不断地顺利进行着。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运动的总过程
，

又是由许多单个企业的

资金循环运动构成的。 其中，
：每工 企业的资金循环

， 都同别

企业的资金循环互为条件， 紧密联系，
· 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社会

总资金循环的 种错综交叉的运动， 并影响着社会主义再生产

的发展进程。
例如 个处在循环第 阶段的企业的资金， 如

果运行畅通无阻j 货币 能够顺利购买到所需的生产资料ラ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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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转换为生产资金，那末， 同它相联系的另一 企业的资金
，

必然是顺利地处在循环的第三 阶段， 并在实现着从商品资金向

货币资金的转化。 这时， 前 企业的资金由于具备了再生产的

跏质条件， 得以及时进入生产阶段 后 企业由于商品售卖了

匦去， 妖而具备了开始又 个新的生产周期所必需 的资金 条

醛。 很明显 ；社会总资金的顺利循环
， 是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

匿行的标志į 我们再进 步假定
， 有 个处在循环第二 阶段的

隆业ゴ 它的生产组织得好， 生产资金能够较快地转换为商品资

降， 这就为这ム 部分商品更快地投入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

附， 同它相联系的另 企业就能更快地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

険货币资金迅速转换为生产资金， 从而也就加快了这个企业的

资金从循环第三：阶段向第二 阶段的运行。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前

势釜业的资金由生产进入流通的时间缩短了
， 后 企业的资金

由流通进入生产的时间也相应缩短了 很明显，
： 社会总资金的

加速循环系就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加速进行的标志。

冬 以主·分析的是社会主义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资金循环， 没

有涉及资金积累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况. 现在 应进 步分

析社会生疑资金循环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关系i

乡社会主义资金总是以 定的价值量为起点来开始它的循杯

运动的书当它进入循环第˜ 阶段的时候， 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

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货币资金转换为等量的生产资金
。 在

逵卒阶段中 并没有发生价值量的变化。 接着进入循环第二 阶

段 三在这个阶段中； 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要素相互结合， 经过

劳动套角劳动，
： 转移了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又创造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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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 劳动者创造的这个新价值， 分成两个部分 一 是用于劳

动者个人消费
， 即支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价值3 另氘 还有

个增加出来的部分， 即社会纯收入
。 最后，在循环的第三 阶段，

商品资金通过商品销售， 又转换为货币资金，
这时，

社会纯收

入就表现为货币资金的 个增加量
。
这个货币形态 增加 量 越

多
， 其中可用来作为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资金就越多。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中的社会纯收入
， 是由无数个社会主义

企业分别提供的， 它作为社会基金
， 首先要经过 定的渠道集

中到社会主义国家手里3 然后
， 按照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客

观比例要求
，
： 经过有计划的分配

， 再从社会主义国家手里，
重

新纳入有关企业的资金循环之中 最后， 这个货币形态的社会

纯收入
， 连同各企业的原有资金 起， 就进入了一 个规模扩大

罴的
、

' 经历三个阶段和转换三种形态的循环运动， 从而推动着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向前发展 o F ；砖 知凳 ， ；

社会主义社会纯收入投入资金循环运动，
还包括不属于企

@

.  

-

业资金循环的非生产性基金流通 例如 ；社会纯收入作为社会

基金， 在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后， 必须分配 部分交给文教卫生

部门
， 用来购买仪器和医疗设备$ 或交给机关团体用来购买办

公用品等等。 这部分非生产性基金流通和企业资金循环相比

具有各自不同的运动特点。

' 它们的区别， 在于前者只经过单纯

的商品流通阶段， 以后便不再返回i 而后者则要顺序经过流通、

生产
、 流通三个阶段， 最后不但返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并且还

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社会纯收入 。 这种不同的运动特点
， 是由非

生产性基金流通和企业资金循环两者的不同性质和它们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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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义扩天再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

在荟全义资金循环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 社

昏主义资崟循环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 它要求自己

的每. 循环阶段和形态转换， 都环绕着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

島需냉佷遼夢社会主义再生产目的而运动。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

陬猪稣为鳓·

受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 。 资本从货币形

恕，
塑产形态， 再到商品形态的不断转抓 也就是资本从剩

余价值生产要素的购买阶段， 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阶段， 再到剩

杀价镫翁实瑰阶段的不断循环过程。
这一 循环过程，

始终是环

娆着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再生产目的而运动的。 社会主义资

薹镛彌 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就提供了一 种可能，

把各

个◆李垄业单独的资金循环有计划地联结在 起， 使它成为一

个肴机蓥锋， 其中， 每 国营企业的资金循环和它所带来的钱

会死嗪天
，

· 都是这个整体运动的不可分野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

蔗矿犬再生产所需的资金， 不是自发地由各国营企业从它自己

入中去解决，
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社会主义扩

要求的比例关系，

：把各个国营企业上缴的社会纯收XŠŹ
芡橥単是乗，

统筹安排， 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这样， 就使社会

主契挫委总资金的循环有可能保持协调和流畅。 资本主义条件

下蚶赉孝循环，
建立在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 每 资本

永垂豊臠章个资本循环及其价值增殖， 都被私有制分割成为各

自独坐的运动体系，

Ē襟 i巷默不所形成的混乱交错状态。 资本循环的这 种 混 乱 状

态 璀位同周期性经济危机 起发生， 给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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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极大的破坏
。 社会主义资金在它的循环过程中，

也会经常

出现 些矛盾， 但是这种矛盾， 般不会导致象资本循环过程

中的那种周期性和全局性的危机， 它在正确路线指引下， 能够

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觉调整而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金循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

是有区别的
， 但是， 前者又是从后者转化过来的，

带着资本主

义遗留下来的传统或痕迹， 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因而它又

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从它的货币形态到生产形态、
再到商品

形态的不断转换， 是价值形态的 种运动。
恩格斯说

°价值概

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 般的
、

因而也是最 广 泛 的表

现
。

。 の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商品制度， 当然也离不开价值形

态的运动. 在商品制度下
， 各个社会主义企业需要 的生产 资

料， 是由国家计划分配的， 但是， 仍然需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

则
，

用货币资金购买。 企业在生产中的耗费， 仍然需要从价值

上得到补偿。 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
， 也仍然需要在价值上得到

实现， 以取得开始下 生产周期所必需的货币资金
。 在这里，

正象任何有商品生产的社会 抿 或者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

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或者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

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两种情况都必然要发生。 生产同样

的商品， 那些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主义

企业， 成本耗费大， 收入少， 它的资金循环处于不利地位。

の 恩格斯 《反杜邦论)
。

( 자血厚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 l9?2 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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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变匡种不利地位， 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 种是通过革新

じ不 ıg°节约、 陜氐成本等办法，
使本企业生产的商品的个

熟卷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去改善它的资金 循 环 状

瓦 辊I 种是利用各类商品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情况，
去生产

或多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
如果按照后一 种 办法 去

做， 奖结果将是， 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就会充斥于市场，
超过

社会的需要量， 从而影响这 部分商品的价值的实现， 最后，

又不得不改为生产别的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
这样， 社会主义

的计划经济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

就会重新出现。 那末， 那些个别劳动时司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

闸始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又将怎样呢? 这些企业的成 本 耗 费

少， 敌人多， 资金周转不仅没有困难， 而且在完成正常周转以

后还需ケ部分多余的货币资金
。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也可以有

两种羹择 一 种是遵循正 常的途径， 把多余的货币资金及时上

缴给◆家 (全民所有制企业) 或公社 (社办企业) 统 分配和使

用。 够一 种是把这部分多余的货币资金通过旁门\ 道， 去非法

套购計划外的紧张物资， 并以此作为筹码， 去搞那种以°协作°

为君物资本主义自由交换。 这种活动循环反复地进行， 必然造

成商场酝甘 部分商品的供应紧张， 影响别的企业的资金从第

阶歆向第二 阶段的循环一从而影响这些企业的再生产过程
。 在

这种猜况不， 就可能促使别的企业也用积累多余的货币资金
，

去搞套购紧张物资的活动， 最终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听任

竞金和蓉产无政府状态再现。 在前述两种情况下， 选择后 条

送路障企业领导人， 邱使他本人并没有从这种活动中心取 部



分货币装进自己的口袋， 但是， 他的活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

活动， 他本人也就变成或者正在变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
。 这

里分析的党内资产阶级， 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

者， 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
。

。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

种关系， 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 � 至于他个人

从社会总产品中捞取了多少份额， 同这里的分析无关。
正是在

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中， 贪污盗窃、
投

机倒把之类的活动才得以发展起来， 部分人就能够把工 农劳

动人民为社会，集体创造的那 份社会纯收入转化为剩余价值，

成为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过程中， 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用价值形

态的运动进行资本主义活动， 是产生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

物及其修正 主义路线的经济基础。 通过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

人物制定的修正主义路线， 又将进 步强化和扩大党内外资产

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资金运动中始

终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由来。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
， 不论是企业资金循环

， 社

会总资金循环
，

还是社会纯收入的加入循环运动
， 由于都以社

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 因此， 它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

本循环 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 它受社会玉义基本经济规律的

支配， 以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的。 但是， 如果

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 修正主义路线占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ľ 卷' " 克思恩格斯全集》笫2 3 卷， 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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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 那 1 、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就会转化为资本循环，

&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山
。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都证明， 社会主义的

不运动， 是 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的曲线。 它反

触 人们帅认识上， 也必然不是直线的
，
不是 下子就能认识

师必然要表现为 种曲线。

。 这 曲线的任何 个片

艮 証活、 小段都能被变成 (被片面地变成) 独立的完整的直

。
両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

看 ) 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 (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

。 把它巩固起来)
。

。回 因比 在眼花缭乱的\ 值形态运动中，单

是由于认帜上的直线性和片面性， 也会把人们引向犯走资本主

义遒画韵错误
。 这种错误

， 在性质上当然同党内资产阶级有所

单却十分值得警惕。
因为它很容易被党内资产阶级所利

卧辱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
。 因此，

坚持在无产阶级专

匾断纠正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过程中出现的资本 主义倾

亂 區时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武装广大经济工作人员， 克服唯む

论和国辆上学，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经济运动的各个方面，

义：：：， ：是十分重要的

：
，

冯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纳2 3 卷，

：

妯175 页，
。

餘诙辩证法间题}
。

·列宁选集》第ヌ為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7 15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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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

企业 资金的分配和企业 财务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包括企业资金的循环 、
社会

总资金的循环以及社会纯收入 的加入循环运动。
与此相适应，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也包括企业本身资金的分配 、 社

会总资金的分配以及社会纯收入的分配。

现在， 先来分析企业本身资金的分配 。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妁循环要顺序经过三个阶如 转换三 种

形态， 但这并不是说，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在 段时期里 ，
是全

部处在 个阶段中和全部存在于一 种形态上 3 而在另 段时期

里
， 又全部进入 下ム 个阶段和全部转换为别一 种形态。

如果这

祥，

； 这个企业的再生产就只能时断时续地进行， 而失去连续性。

所以
，

个企业的资金必须同时存在于货币资金
、 生产资金和

商品资金这三种形态之上。
必须经常保持有一 部分货币资金

，

可以随时购买生产资料和女付劳动报酬 经常保持有 部分生

产资出 使生产不间断地进行§ 经常保持有し 部分商品资金
，

随时可供销售。
这样， 才能促使企业的再生产始终不间断地进

行，
保持它的连续性。

货币资金、 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的这种并存性， 是企业资

金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的正常循环

， 以三

种形态资金的并存为条件， 这就产生了 个社会主义企业必须

对它的资金在三种形态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 这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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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企业财务来进行的。

体义伞业财务对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在它的货币形态、

印商品形态之间进行的分配， 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

相同降。

卹咖， 象造船工 业这样的生产部门， 要造 条万吨轮，需要半年

セ煮的生产时间，耗用的钢材要好几千吨， 不仅生产的周期比较长，

艮原材料在整个产品价值中的比重也比较大。
因此，它需要用于原

酳 各以及加工过程中的在产品、 半成品等方面的资金就比较多，

ヒ的资金结构中，生产资金所

匪凳样的生产部门，生产 只轮胎或 双胶鞋的生产周期只有二
、

鄂二 因此， 在它的资金结构中，用于原材料储备和在产品、 半成品

方面酣主产资金所占的比例， 相对来说，就不会象造船工 业部样大。

国外， 在不同的供应条件和销售条件下，
企业资金的结构

也不相网。 但从一 般趋势来看
，

生产资金在生产企业的资金结

相中所陟的此例，
总是居于首位。

辆7 4 年底， 在上海八个地方工 业局所属企业中， 三种形态资金

闃的花倒是， 货币资金占6 7 7 % ， 生产资金占8上9 6 % i 商品资

国虹i 87 % 。 其中 纺织工 业局生产资盛所占比剑最久， 达 到

翅魅。 両化学工 业局生产资金所占比例较小， 但也达到7ヒ8 1 % 。

隆业财务的任务之 ，
就是要积极地做好企业资金的分配

陲可能把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金和商品资金压缩到最低

4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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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 以相应提高生产过程中生产资金所占tj1比重， I1时，
要

在可能范围内把虽然属于生产过程，
但并不处在现实生产运动

中的那 部分用于原材料储备的生产资金，
压缩到能够保证企

业生产正常运转的限度， 以相应提高处在现实生产运动中的那

部分用于在产品和半成品的生产资金所占Ĥ 比例。
这样， 才

能使企业的资金有更多的部分可以投入到实际的生产 过 程 中

去

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和银行信贷

社会主义企业对三 种形态的资金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以发挥它们对企业再生产的最大效能
，

还必须借助于社会总资

金在各企业之间进行经常的暂时性的再分配 ，来不断加以调整。

社会总资金进行经常的暂时性的再分配之所以必要
， 具体

说来是因为， 在企业资金的循环过程中， 方面， 往往会出现

这样一 些情况 些企业的资金虽然已经进入 了循环的第三 阶

段， 商品已经销售， 商品资金已经转换为货币资金
， 但是

， 这

时还不需要立刻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劳动报酬多 从提取折旧基金

和大修理基金，
到更新固定资产和实际进行大修理

， 总要间隔

一 段时间。
这就是说，

些企业在循环第三 阶段流回的货币资

金，
不会紧接着就全部进入循环的第 阶段， 其中总有 部分

是暂时不用的
。

同时i 劳动者从企业资金分配中领到的货币形

态的劳动报酬，
也会有暂时储存不用的情况

。 另 方面
， 些

企业招安金循环的第三添段
，

'

由于生产旺季， 或者正值农产品

收购季节，
需要临时补充大量货币资金购实原材料， 还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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鑾可能霽沩别的什么原因， 也需要有临时补充货币资金的情

艮 这就実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通过银行信贷的渠道， 来

卧员社会上義时不用的那部分货币资金，在有借有还的条件下，

障计划地加以再分配
， 用来满足一 些企业对货币资金的临时需

區。
这權バ将使得处在不同情况下的各个企业在资金使用上能

办得到相互调剂， 使整个社会总资金的循环更加流畅， 它的使

困更加节约 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更加迅速地向前发

1
. 社会主义信贷是在社会总资金循环中调节单个企业资金循

胚的六 种特殊运动形式
。

它的基本特征是经过国家银行，
以存

歔和贷款的形式暂时地取得和分配 部分货币资金
，

规定在

时期偿还 并支付一 定的利息
。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信贷， 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
。

资本主义社会的信贷， 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
。 货币资本

陬把货币资本贷给产业资本家， 产业资本家利用贷款购买生产

资料， 雇佣工人， 从事经营活动， 榨取剩余价值
。 然后， 产业

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一 部分，
以利息形式分给货币资本家

， 共

同瓜分嫡亲价值。 因此， 资本主义信贷体现的是资本对雇佣劳

动的剥岫奥亲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信贷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 的生产 关

踝。
国家和国营企业的信贷关系， 是社会主义信贷关系的主要

卢面。 国岸通过信贷对国营企业有计划地
、
合理地分配资金，

ŢT Y Ţ 'lTŢ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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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集体经济之间的信贷关系，
是工 人阶级同广大劳动

农民和手工 业劳动者之间， 在经济上友好合作
、

相互支援的关

系。 集体经济把它的暂时不用的货币资金存入 国家银行，
支援

社会主义建设多 同时，
：国家银行对集体经济发放各种贷款，

以

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
。 这种新型的信贷关系，

是发展社会主义

经济和巩固工 农联盟的手段。 Å

国家和劳动人 民之间以人民储蓄形式出现的信贷关系， 体

现了国家和劳动人 民根本利益 致的经济关系。
它既为劳动人

民储蓄消费基金和有计划地安排生活服务ゴ 又可动员个人暂时

不用的资金转用于扩大再生产， ，
： 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

我国通过信贷动员企业和社会上闲置的货币资金逐年有所增长
。

在 1 9 5 2 年至 1 9 7 3 年的二 十で 年内，
，

缀行瘙项存款总额共计 增长 了

七点四倍 ， 其中城镇居民鰭蓄增长了近本黄o 把这些资金费放 给 工

业 、 商业和农业， 促进了社会主义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 。

: Ţ 3

，
但是， 社会主义信贷作为对货示女金的 种以偿还为条件

的让渡， 以及随同这种让渡要支取一 定的利息�
， 体现的仍然

是资产阶级法权 。
无产阶级利用信贷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为建设

国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存款和贷款， 都要支取여 定的利息
。 此

外， 对人民储蓄存款， 也付给 定的利息 。 人民储耆存款利息是国民收入 的 种再

分配， 它有利于鼓励储蓄， ，
圭援社会主义建设

。 但是作为货币持有者凭借对货币所

有权带来的收入 ， 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
。 持有货币多的人 ， 多储蓄可 以借此获得

更多的货币， 如不加以限制， 就会扩大个人收入上的差别 。 我国建国以来的二 十多

年中，
逐步降低了人民储蓄的利息率，便是对信贷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 ユ 种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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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眼务， 资产阶级则要扩大信贷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为复

艮服务。 党内走资派刘少奇、
邓小平为了利用信贷去

陶经营方向， 曾经公开叫嚷 只有赚钱的企业 ，
银行

不赚钱的企业 ，

。银行不贷款°

，

。 定要卡死 ，
不

陬 加粗°

。 在这个黑指示下，
九六二 年前后，

批骨

军工豋业和生产国家急需产品的企业，
都因为没有利

覧停除了
。 有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企业，

为了追

陬 ，
还以供应某些紧张物资为诱饵，

向别 的企 业 以

解 名爽 搞资本主义的

国家1 叶划着贷。 在这种资本主义商业信贷之 ]- ，
新老贾广 秽r

华以施展其投机倒把的伎俩，进行招摇撞骗、 卖空买空、

笋用 批商品预收好几批定金的办法， 来大搞资本主

豸 多 騎有些国營企业却因此受骗上当， 影响了社会主义资

园地运动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还看的资产阶

冒羛放高利贷的活动去盘剥劳动人民。 为亍限制信贷方

妪产阶级法权，
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信贷破坏社会

蹉
、

的活动，
无产阶级就必须把 切信贷活动都集中在国

静它所领导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手中， 坚持按照无产阶级

线， 把全部资金运动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轨荪 执

鬮借费政策，
取缔商业信贷和私人高利贷活动， 禁止把货

防业信贷是资本主义信贷制度的基础， 它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回常

延期付款出售商品的形式。 资本主义的商业信贷对促进商品流通起一淀 的

妊， 同时也加深了市场盲目性， 掩盖生产过剩危机 ， 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危

阻。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取消了商业信贷。 某些经过批准列入 国家计划的预付

隆 ， 如农副产品预付和预购定金 ， 和无计划的商业信贷是不同的。

1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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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转化为资本， 使社会总资金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信贷机关， 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

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 具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写的许多著

作中， 阐述了马克思、 恩格斯在く共产党宣言枭中提出的。通过

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 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

里。� 的原理
， 并进六步明确地指出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

主义所必需的 ' 国家机构 3
。没有大银行, 社会主义是不能实

现的。@
。 社会主义银行是无产阶级组织、

： 统计和管理经济活

动的工具 差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同资产阶级

进行斗争的工淇荌苡 ：巽 ， 严 袭 ：

" " '弟廾柏

阿共产党早在第二 次国内草食战净时期，就在江西中央革命根

：掘地建立了国家银行o 抗 日战章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義革命根

据地又损据毛主席一 再提出的 大银行、 大工业、 大商业， 归这个共

和国的国家所有。@ 的指示
?

先后建立 了人民自己的银行。 随着人民

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节节胜利，
19 4 8 年 1 2 月， 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建立 了新中国统 的银行货币制鹰， 并陆续没收了国民党反 动政权

的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 处理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银行， 对民族

资产阶级开设的私营银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这样，在很短的耐期

惑 就建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主金融体系。

� ¢共产党宣言·
。

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夕72 年版i 第 272

页ご

回 ł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

°到? 选集加第 3為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
版 第 3 11 页

圆 · . 新民主主义论れ 毛泽东选集デ第皂卷 入民出版社 四67 年横排本， 第 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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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
。
中国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所组成。

堅國人民银行是我国的国家银行， 是全国信贷、 结算和现金出

纳的中心，又是我国的货币发行银行。
国家银行通过集中信贷管理，

弘\ 非现金结算以及管理货币发行等职能，促进工 农业生产发展和商

二二二年国人民建设银行是主管基本建设财务的部门，
专门办理基本建

烈 莺矗 蛀
、 贷款和结算， 组织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 监督基

花隧注资毒的合理和节约使用， 避免资金和物资的浪费。

。 簪骤 丰国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对外办理外汇和国际结算等业

务， 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联系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属
°

轰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银行在农村金融工 作方面的助手i 它的股

黉 镌 积累和其他财产， 归信用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
· 在中国人民银

搠 绗钙笋牙, 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办理农村存放款业务， 根据生产发

兹谛璽美声要。 对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放生产费用和生产设备的賛

- \欺。

：
罗时, 还帮助贫下中农克罗可能发生的暂时的生活困难， 制止

，

击高利贷活动。

，
， ： !

了 ļ：；
'

!
'

j P
i

Ēr

为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的循环， 限制资金

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信贷、

结算和

现金苾纳等业务全部集中于国家級六
， 使它血为全国信贷、 结

尊称现金出纳的中心
，

这就更加有利于对社会总资金进行合理

的分郧夕· 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 o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全国的信贷电心
， 能够做到按计划

进行贷款 使信贷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同国民经济计划相适应，

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b t 

全国人口头上，
- 个美国人就要负担九百五十七美元，

比上一 财政年

度增加了守 2 4 % 。

在苏联，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 以

扑う 还用居民税的形式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
196 0 年居民税总额为

三 十六亿卢布， 19 74 年增加到 百六十七亿卢布，
增加了近两倍。

；

着7 3 年年 联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缴的居民税， 党占工资收入的 1 1 %

以上。

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国内公债和举借外债也是预算收入 的一 个

童要项目。 美国发行的内债到 1 9 74 年底为止， 合计已达四千九百二

十七亿美元。
苏修也靠发行国内公债和向外国乞讨贷款过日子 据不

完全统计，截止 19 7 0 年,苏修所欠附内债已高达三百二 十六亿卢布

向西方自家乞讨的外债 ·自排列日涅夫上台的196.Į 年以来也把逾

ゴ百亿美元。
资本主义国家的西债和外债，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

な手雩但是却要最动人民偿还 ， 回声兴原主是对蓑动人民的·盘剥.：.

筆 兹浍韭美国家通过预算收入把社会主义企业纯收入的大部

分，
椎为社会基金集中起来以后，

经过有计划地再分配
， 以形

成预算支出。
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支出用于经济建设

、
文化建

设
、

国防建设
、

国家行政管理和对外援助支出等方面。 其中，

经济建设支出和文化建设支出占有主要的地位。 在我国国家预

算支出中，
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

已从一 九五 0 年

的百分之·三中木左右， 提高到了 九七三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随着这些方面支出比重的提高，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很大

发展， 人长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而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

持压迫人民拘禁力机器的政府经费开国家， 预算支出中用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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罠， 以设用于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军费支出占有主要的比重。

险些◆家爵预算支出
， 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ťl'i寡头统治和霸

权主义服务的
。

以美帝国主义为例， 从 19 7 1 到 19 75 财政年度的时期内，直接军

费开家累计共达三千九百九十亿美元，平均每年在七百九十亿美元以

上名 在 19 7 6 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预算中， 军费预算更高达九百四十

亿美元。 加上其他间接军事费用， 平均军费支出占预算总支出 的 比

重约薏三 分之 左右。
苏 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同美

帝争霸世界，更加疯狂扩充军备， 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
19 7 1 年

以来，苏修军费开支每年都超过美国。 按美元计算，
19 7 4 年， 苏修用

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经费约为美国的五倍半，用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计划的费用高出美国约 3 0 % ， 用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费用比美国的多

七倍į 在苏修的国民收入 中， 将近有 2 0 % 用于军事开支。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 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内容都不

窘筏Į c"崮衢 ，
国家预算的性质也不相同ム 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是

菴毒主,义国家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发展经赤、 文化、 教育和

保健等事业， 并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对社会主义企业的

社会纯嵌人进行再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一 种分配关系。 社会主

义国家的预算收入来之于民， 预算支出用之于氐 体现了 种

新型踏社会主义关系。
而资本主义国家预算则是资产阶级凭借

国家权力； 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 占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

价值。 ļ月，
以维持其反动统治而形成的 种分配关系。 它体现的

是剥削和被剥削
、

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预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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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同资本主义国家预算不'
一 样， 但是，

它仍然是国家为了实

现其职能而在一 定时期里所需的货币收支预计。
毛主席教导说 1

' 国家的预算是 个重大的问题 ，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

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 � 在正确路线下，
社会主

义国家预算被用来在资金方面保证 无产阶级的路线、
方针和政

策的贯彻执行， 而在修正主义路线下，
它也完全有可能被用来

在资金方面替复辟资本主义的那套路线、
方针和政策服务。 党

内走资派刘少奇
、 邓小平就曾经利用国家预算 ，

对亏损企业实

行不予补贴的办法
， 对完成利润计划指标的企业实行给予相应

奖励基金的办法
， 来加紧推行利j 挂帅和物质妯激的修正 主义

ť

路线。

社会主主国家止赢血焱艾苾苾墓垩茁荪趸去计划的
。

国家

在安排和执行预算的过程中，有可能按照资金毒妇铂客观规律，

自觉地做到预算收支的平衡， 并注意留有适当的后备， 以供预

贫资金临时周转以及应掠重大意外事故角需要。

《增产 、 节约 多留后 备力量 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

三 道防线。

。 @
，
我国的国家预算 已做到当年收支 乎衡

、
： 略；有 给

余。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帝国主义国雍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预算收 支则是另一 种

情景。
这些国家的预算收鳥很不稳定， 预算支出则由于扩军备

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而 日益膨胀，
· 因而预算收支无法平衡， 巨

� 转引自 194 9 年 13月 4 日《人民F 报〉
。

毛主席语录。 转引自, 九五四年国家纭磊。 島碰妞济运薩耘i9 54 年版，

笫 2 0 页。 r g \

4 6 8



睥 赤字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家预算的特点。

美帝国主义在从 19 4 6 财政年度到 19 7 5 财政年度的三 十年中，有

二七ド年预算有赤字。 截至 19 7 4 年度的二 十九年中 美国的预算赤

净额累计已达 千七百三 十 亿多美元。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19 6 5

熟到 1 9 6 7 年预算赤字为 百五十五亿卢布，
19 6 8 年到 19 7 1 年的预

蟹赤字估计达四百零 亿卢布。
苏修为了弥补巨额的预算赤字，只能

蹈灵于通货膨胀， 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主义再生产
ニ 二

单

.

.
.

，
;
；

产中的资金分配 ， 包括单个企业 资 金 的分

一
膨会总资金的分配和社会纯收入 的分配

， 是分别通过企业

时务
、
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进行的。

企业财务、 银行信贷和国

弊构成了社会主义资金分配的完整体系。 这个资金分配体

系 ， 以企业财务为基础，
以银行信贷为重要调节器， 以国家预

匾主导， 形成了社会主义财政。 社会主义财政是以社会主义

陳为生体进行资金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 种经济关系。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是阶级压迫的工 具， 国家的财政

瞅 不可能是超阶级的。 社会主义财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

陟从资全方面 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执行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瓢 葆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 它是无

卧级领导下的全体劳动人民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以 及 帝 国圭

匡蔻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作斗争的工具， 是为社会主义

降和社会主义建丧服务的士具。

；
ı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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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 曾经面临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通 货膨

胀 、 物价飞涨 、 市场混乱、 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局面。
国家通过统

财政经济管理， 大力整顿税收， 加强现金管理， 在促使生产恢复

和发展的基础上 ， 迅速做到了平衡财政收支，
制止通货膨胀， 平抑

夜场物价， 从而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为开展大规模的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国家利用财政

这 工 具 ， 对于资本主义工 商业 ， 按它对国计民生的有益程度和接受

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 在税收和信贷方面加以区别对待， 有力地配

合 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利用
、
限制和改造。

国家还通过税收和
4 !

信贷， 限制城乡资本主义 自发势力， 支持农民和手工 业者走合作化

的道路， 促进了个体蛀济的花荟至义蛩邉ゴ囱瘫， 国家通过财政有

计划地分配资金，
， 开展以重工 业为生心的经济建设， 促进了国营经

济的迅速发展 。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

. 夕
义财政继续通过对资金的分配和再分配 ，保证 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巩固壮大， 促进政治战线、 经济战线和思

想战线上高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开展，并在 定程度上支援了世界

大牙的反帝、 反霸革命斗争
。

��

髯，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无序阶级专政的工 具。 . 但是在修正 主

义路线下，
它也可以被利用来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 在党内走

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 《论总纲》 这株大毒草中
， 提出要用。

三

项指示为纲勺来整顿包括财政在内的各方面的工 作
。 所谓财政

要整顿， 就是通过反对在财政体制方面下放财政
、 信贷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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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企业折旧基金下放给地方和企业，
反对增加地方自

坠ヘ声设投资比例等办法、 以达到反对毛主席关于
' '在

酚计剕下
，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的指示的目的。

代之

˜ 队体制上挖
、 从权力上收

、
从指标上压

、
从支出上

オ度阻卡的那 套管
、 卡、

压和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货

这跺 口
°

整顿。

， 在财政领域大搞条条专政， 妄图从各方

面篡夺党时财政工 作的统 领导、 复辟资本主义的财政制度。

社会主汉财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之

執 釅欧和鐸济的关系， 实质上就是分配和生产的关系。
生

产决字睡配
， 分配反过来又影响生产。

毛主席教导我们 《发展

经瀛 保障供给
， 是我们的经济工 作和财政工 作 的 总 方 针 。

°

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 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 经

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 未有经济不发展

而可以使财政充裕 的。

。� 毛主席的指示，

· 科学地揭示了财政和

经家 的辩证关系， 是社会主义财政工 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经济决定财政， 说明要使财政收入有保证
， 必须首先着眼

经济， 降为促进生产的发展。 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增长了，

财翎收入才浅丰富的源泉。

。忘记发展经济， 忘记开辟财源
，

企勇双收馏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 的保 守 观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 @ 持有单纯财政观点的人，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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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经济和财政
、 生产和分配的辩证关系，

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

上打圈子， 不关心生产， 不积极促进生产， 因而最后还是不能

解决财政收支问题
。

经济决定财政， 这次不是说， 财政只是消极的
、
被动的因

素， 财政工 作的好坏， 对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财政把物质生产部门已经创造出来的一 部分社会

纯收入
， 用货币资金的形式及时地集中起来进行分 配 和 再 分

配
， 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

。 除此以外，
它还通过下列途

径积极为生产服务 ( )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
挖掘生产潜

力，推动增产节约i (二 )促进企业之间的比
、
学

、
赶、

帮竞赛，

抓住同类型产品的可比因素对照分析， 推动企业相互交流先进

经验， 不断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3 (三 )沟通

协作， 促进企业相互支援， 帮助企业解决在物资
、

技术和劳动

ガ方亩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财政在为生产服务， 促进经济的

发展方面，

'

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

社会主义财政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 把企业财务
、 银行

信贷和国家预算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从而形成 个比任何 种

建立在私骞制基础上的国家财璇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的
， 概括

了整个国民蠡济的分配体系
。 它不仅包含生产荫域以外的再分

配 ，
逐一 ·直延伸到生产领域内部。

选种分配
， 是直接按照社会

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的， 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

社会主义财政已经具有共产

主米高级阶段由三突统 的社会中心对社会总だ菇鑫打有计划

分配的因素。 但毛 另 方面
， 这种分配仍然采取价值形式和

472

展的组成部分。
； 从这コ 方面来说)



用象预算收入
、 预算支出和存款

、 贷款、
利息等等这样一 些

的经济范畴。 这些旧的经济范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可

拭加以利用的东西
。 无产阶级要利用它们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

趴 而资产阶级则要利用它们来破坏社会主义
、 为复辟资本主

义服务。 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占了统治地位， 财政上的收
、
支、

督、 気 就要被利用来贯彻执行利润挂帅的方针，
让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逐步复活起来。 刘少奇鼓吹利润挂帅时就说过 。 个

工厂 一 定要赚钱， 不赚钱就应关门， 停发工 资。

，

。财政、
银行

Ł 定要素驱。

。 邓小平也说 。要抓财政， 过去片面反对抓利润

是不对的。

， 他把财政同利润挂帅联系起来， 推行的也完全是刘

少奇驹那套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财政分

配关系楽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的斗争， 始终是很激烈的， 我们

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j 坚决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韵当权派扩大财政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复辟资本主

义的阴谋掌以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方针、 政策的贯彻执行。

广大エ 农群众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 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

者， 他们簸痛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最痛恨违反党的路线
、

方针和瞰策，
以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

只有充分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把住路线关， 掌好财政

权， 形成衙种群众当家理财的生动局面， 社会主义财政作为无

庶阶级专政工 具的作用， 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多 社会主义财政

为生卉骣夯的路子， 才能越走越宽广 社会主义财政方面的资

だ阶级法权才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逐

歩缩小 军最终消灭냥 ,
穀 区メ排 加 \六 ：··

飞
。 " ベ · t[

47 3



第三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资金分配

充 '

同物资分配的关系

貸金分配 中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关系

社会主义财政利用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这两种不 同 的形

式
， 进行资金分配

， 以形成国家集中使用的资金，
这就在客观

上要求建立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 平衡。
建立这两种资金

的统 平衡
， 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

; 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

一 个重要问题
。

秧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相互联系的。 信贷资金的来源i：除

了企业存款、 居民储蓄、 利息收入和货币发行以外 ： 还有社会

主义国家预算存款和国家预算增拨的银行信贷资金 社会主义

银行发放多卖贷款， 并不单纯决定そ它本身有多少信贷资金来

源 ：在 定意义上说， 是决定于国家利用信贺形式攻持生产的

需要否 当信贷资金来源不足时，就被靠预算拨款莱姆滬 阿时，

信贷积极组织存款i 合理发放贷款， 尽可能缩小信 贷 ：收支差

额，则可以减少预算增拨信煲资金的数量。信贷通过合理发放贷

款 促进生产和流通佷采可以积极增加预算收入 į - 方面
，

·

：
：在

信贷资金来源生j。预算资金古有重要位置§ 另卄方面i·

预算收

支的安排， ：又受着信贷情况的重要影响：； 正是信贷资金和预算

资金的这种内在联系， 决定了这两种资金平衡的必要性。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性质和作用都不相同的两种资金į

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纯收入 。 通过预算收入形成的预算资

4 7吾



由国家统一 拨给企业， 用于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和经常性的
财政开支。 信贷是来自企业资金循环中暂时不用的部分和社会

让暂时闲置的资金
， 存款要准许提取

， 贷款要按期归还。 这种

性质的资金
， 只能用于短期性的暂时周转需要。 因此 要建立

预算和信贷这两种资金的统 平衡
， 首先就要对这两种性质和

作用都不相同的资金做到分别使用
， 不能混淆。 凡是基本建设

这种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和企业经常占用的流动资金， 以及非生
产性基金(如文教、 科研

、 体育卫生、 ，国防和国家行政管理等)

这类财政性的开支如 都属于国家预算案出 谊该由预算资金解
浃 · 而不能任意使用信贷资，

盗加信贷资金只能用作短期周转性
钓流动资金

。 如果把信贷资金用于预算开支， 那味 就等于计
划外增加了预算支出， 其结果， 去打乱国家资金的安排和物资

穆分配计划， 施盖预算变出的真相も 而쑈į, 信贷资金用于预算

支出， 必然使这部费贷款不能按时收回į 在计划规定的贷款不

能减少的情况下す· 哺 分贷款不能按时收回， 那就只有增加没

有物资保证的货币投放升从而引起信贷收支的不平衡 因此加

免费发放贷歆， 第一

， 毋须強计划贷放干 不属于信贷資划范围

麴预算开支坚决不贷ł 隽二
， 贷款要和物资运动相结合ł第三 į

费城应按时归还
。 这些原则是实现信贷资金和预算黃金分割装

用，的重要条件， 也是信贷资金促进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正 常进

行的重要保证
。 怔虽女!吆吆 弼

ıF ，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两者之间既有内在联系 'j 又让性质和

m łm Æg å łe y a ,  $ # ÆÆñ #  资壶 = 4 i - Ţ # ,



的资金， 根报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党的方针政策，
进行全面的统

筹安排 这里首先要恰当地处理基本建设投资同因生产和流通

扩大而需增拨的流动资金之间的关系$ 其次，
就是要进广 步对

哪些流动资金应由预算拨付， 哪些应由银行信贷提供，
确定

多少用于基本建设，
多少用于增援

流动资金
， 是三个关系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短的重大问

题 。 基本建设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 没有過当的基本建设

投资 就会影响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
但是 崮

家集中学握的资金除了州〒基本建设的需要外，
同时还要考虑

到因生产和流通的扩大而需要增拨的流动资金。
这느 部分增被

流动资金的需要如果得不到满恳 那就不仅会影响到·扩头喜垒

产佷甚至会影响简单再生产的进行卞因配 国家在线袤安排资

磕·的时候， 必须首先考虑应该增拨的流动资金，
以满足生产周

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 注此基础上， 积极挖掘潜力， 安排好惹

本建设投资。 如果只单纯考虑基本建设投资的需婆
， 以致不适

当地挤掉了一 部分査该增援的流动资金
， 那就会妨碍正 常的韭

产周转和商品流通， 导致物资供应紧张和某些企业停工 待料的

现象. 肝以下国家在分配预算资金时i 必须具体研究基本建设

投资和增拨流动资金之间的这し 比例关系
，探索其中的规律性，

正确加以处理
。

爷環 社会主义企业因生产和流通扩大而需增扱\ 诜動资金
， 哪

些应由预算提供，

· 哪些应由信贷提供
， 所应遵循的°二，癢康夠

长期占角的流

个合理界限。

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

范歹短期调转性的流动资釜。 费信贷资釜解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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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 由预算资金解决
。 在我国， 对企业流动资金的供应，

定颛部分是由预算拨款， 作为企业的自有资金， 超过定额的部
分由银行贷款解决

。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流动
资金的需要量也会不断增加

， 因而国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也要按期核定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
。 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如打

得过宽， 就会造成资金的积压和浪费! 企业的自有资金如果不

足， 又会影响生产发展， 并且势必经常长期占用银行贷款， 引

起信贷收支的不平衡。
·

； ；；
；弘ダ ケł；

。

；· く 力'\飞 · f ；' 矛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平衡关系， 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资

金平衡关系的集中表现。 两者奨ご 平衡的标志是 第一
， 菁看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否做到按照它们的不同性质和件用¢ 严

格划分， 区别使用， 雍由预算安排的支出千社窟去挪用信贷资

九 第三、
要看在此基砩上的信贷收支是否平衡 信贷收支差

额能否从预算资金中得到梦补解决$ 第三， 要看预算资金在增

补丁信贷收支差额以后 能否做到预算安身的收文平衡 只有

以上 个方面全部做到了；才晦说是实现了预算资金和信贷资

耷的骁广平衡
，

， į
' ，y . 中仃 ：" 稣系；，零无生命オ 秧

预算和4 如祷窑耉募北同物资分配驴关手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 开集资金运动同

物资运动必须协调一 致。 因如 当预其资金和信贷资食之1贝的

平衡实现以后， 还必须注意处理好资伞分配旧物资分配之间的

关幕 在预算和信貸资金同物资之间进行缝合景衛 一 亡çÝ虽

资金是物资的代表， ，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耷直接地或间接地



总是问 定的物资相联系，
两者之间具有平衡的可能性。

另

方面
， 资金和物资又各有自己不同的运动规律，

它们并不是自

始至终都结合在ブ 起的。
项资金运动不一 定都在同一 时间或

者同 地区伴随有相应的特定物资转移。
例如，

一 个企业在销

售成品时， 是 面货出去
，

一 面钱进来$ 在购买生产资料时，

イ上r

;

是一 面钱出去，
一 面货进来。

这些资金运动过程，
都是伴随有

相应的物资转移的
。 但是， 个企业在支付劳动报酬和向国家

预算上缴税收和利润时， 以及国家预算把收到的税款和利润拨

作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等支出的时候，
这些资金运动过程，

就并不在同一 时1司和同 地点伴随有实际的物资转移。
又如i

甲地的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到乙地去采购农产品原料，
这种资

但又不是在同一 地区发

生的 。 由于资金运动同物资运动的这种并非自始至终都结合在

一一起的情况宇 又使得资金分配旧物资分配之】司有可能发生脱节

和不平衡的现象 这种脱节现象一 旦发生， 如果不及时加以纠

正
，
不平衡就会进一 步发展， 以致破坏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给资本主义非法活动以可乘之机
， 为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

复辟开辟道路
q

、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 使社

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以利于在经济领域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就必须在

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説同物资分配之间进行综合平衡。

'

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的综合平衡，
一 般

是指在一 定时翔肉ł：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

要做到在总鼍至、
；构成主以及各地区的全面平衡

。
多点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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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再生产首先要求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求得在

总量上的平衡， 也就是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所形成的货币购买

力总量， 必须保持同商品物资供应总量之间的平衡。
在生ř ı

和价格既定的情况下
， 预算和信贷 共应拿出多少货币资金同

商品物资相交换， 就基本上被决定了
。 如果预算和信贷分配的

资金总量
， 能够同物资的总量相互协调， 那末，从总的方面说，

交换过程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 社会再生产

就能够顺利地进行。 如果预算和信贷分配的资金总量同物资的

总量不协调
， 那末， 交换过程中就要发生商品物资供不应求或

者供过于求的现象， 其结果将会妨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那末， 怎样才能做到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

在总量土平衡呢? 一 般地说j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都是直接或

间接同 定的物资运动相联系 ；所以 ' 只要预算资金和信贷资

金统一 平衡了， 资金分配就会同它所支配的物资在总量上

蔹 如果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没有做到纯 平衡， 例如预算麦

·老头子收入，
发生了赤字， 银行信贷发生了超过生产发展正常

籌要函蟄示投珐，
, 在这种情况下， 部分资金没有相应的物资

葆碰
，

姜崔预算和信费芬練的要濟总量大于壱所能攴配的物

资总量，
从而

"

出现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主的不丰衡。

茭· ；资金分配同杨资分配在总量上平衡， 还不等于各项预算支

出和信贷投放相应地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使国民蠡济茖都向的ネ

同需要都能得到满足。
因为善自家通过预算支出和借贷投族芬

配资金的时候，
这些资金是有其特定自的， 用来购买特定的物

资的。
但是，

始兰芳面，
挂荟上前暴徒闸翁物资在类别构成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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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定同需要 致。
因比

实现各项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的符疋日日， 贊 男 仨 页 刀 癿

同物资分配总量平衡的基础上，
进 步做到资金分配同物资分

配之间在构成上的平衡，
也就是要做到预算和信贷支出的各项

用途比例同物资构成的比例相 致。
例如，

预算和 信 贷支 出

中， 有 部分是用未购买生产资料的
，

它包括 基本建设投资

的绝大部分村口除基建工 人工资以后的部分)$ 增拨生产部门流

动资金的大部分 (用于购买原材料的部分)$ 以及用于国防支出

的 部分， 等等。
预算和信贷支出中，

还有 部分是用来购买

消费资料的，
它包括 经济部门

、 社会丈教部门和行政管理部

门的事业经费和人员经费的全部， 以及国防支出的 部分，
等

等。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分配中所形成的这些用于购买生产资

料和消费资料的不同支出， 必然要求不仅在价值，分量上有同它

相适应的物资， 而且还要求在特定的使用价值形态上即物资的

构成土，：能够同这些支出的特定目的相适应。 如果说，；预算和

信贷资金的分配同它所能支配的物资在总量上是一 致的
， 但是

在物资构成上并不 致r 那木，
就会出现以下的一 些情况 当

着在资金分配方面，预算和信!煲安排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

大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 部分物资į · 而安排蛔于购买消费资料的

支出养小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 部分物资的时候， 就必然会带来

在物资分配方面出现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和消费资料的积压
。

相反， 当着在资金分配方面， 预算和信贷安排用于购买生产资

料的支出 小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 部分物资， 而安排用于购买

消费资料的支出， 大示它所能支配的这て 部分物资的时候， 必

480

为了保证在特定的使用价值形态上



然又会带来在物资分配方面出现生产资料的积压和消费资料的

供不应求
。

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还有 个在全国不同

地区的平衡问题。 各地区之问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 有的

地区向国家预算和信贷上缴的资金
， 可能大于国家 下拨 的资

锄 有的地区向国家预算和信贷上缴的资金， 可能小于国家下

拨的资金
。 同时，地区之间也会产生资金相互流出流入 的情况，

资金的流动比较方便
， 而物资的转移则需要经过 段运输和调

拨的过程， 这就有可能产生资金流动和物资转移脱节的现象。

如果国家从 个地区上缴的和对这 地区下拨的预 算信 贷资

金， 同国家从这 地区所集中和分配的物资不相适应的话，
那

就会造成 个地区内部资金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
如果地区之

司的资金流动和物资转移不相适应的话， 也会带来同样后果 。

因此， 国家在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 I司进行综合平

衡时， 除了需要考虑资金和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总量和构成上

的平衡以外， 还要考虑各地区的平衡。 各地区的资金和物资平

衡是全国范围资金和物资平衡的组成部分， 各地区的资金和物

资平衡实现了， 全国范围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

量和构成上的全面平衡尹 也就更有保证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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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社会性质 。

'" 资本是 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 动 的 抽 水

机。 �
。

经过层层解剖，
马克思终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发生、 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大路上悬起了

盏光辉灿烂的明灯。

同庸俗经济学 样，

生产关系说成是僵死的、
一 成不变的生严关系 ，

并且花 3ă rır 王

产关系物化。 斯大林时代的走资派沃兹涅先斯基起劲地鼓吹这

样 种观点 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 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

。谁

战胜谁的问题已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坚定不移地有利于

社会主义方面而得到了解决
。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已经消灭
。

，

°社会需求和物质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 。成为社会

主义经济的基本内部矛盾。 @
。

这样，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 就

同庸俗经济学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 样， 仅仅是人们物质

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而不再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

和再生产的问题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被否定

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物化了。
这就是沃兹涅先斯基以及后

来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唯生产力论。 的理

论基础。 庸俗经济学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 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3 而现代

修正主义经济学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把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物化，则是为了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 阶级

C  \  Ĺ  论'4 łľi ï į 思蘸ĥ Aļ 4? ĥ $ļ4Ţ 42 . 111
：贝。 受真思

泸 苋苏联《布尔什维荪蘂忐i932 年染缸耄2 期合刊。
19 33 年笫2 i期、

i9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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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则把社会主义





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
。
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
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 也

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
分配 、

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
跟

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

这样，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表现出二 重

性 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

主义传统或痕迹
，

由此而形成 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

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 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

件下新的资产阶级、 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
恩格斯

指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

的产品交换문 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

中， 产品分配 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
是

由生产什么
、 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 @ 在生产

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 为着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

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交换
，

； 同这种生产和交换相联系 组织

维护和发展这种生产和交换的，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劳动阶

级一 - 4 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È 那末，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交换

过程中， 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

产阶级的呢? / u 长 。
' 戸

、 林夕1 l ，並 ； て乡 爷

靠 ；我们已经看到， 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

要的直接社会性生产， 但是 它又仍然是商品生产į 所谓商品

の 《国家与革命乡
。

4 列宁选集乡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56 页。

园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국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人
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424 _ 42 5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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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当作筹码，取得厂 定的社会权力，迫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某些

要求， 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 的 部分，
通过合法和

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 转化为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条件下

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这样\ 化出来了
。

恩格斯指出
。在阶级对

立中运动的社会里 ， 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 ，它就主要地
、

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
。�

。 新资

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

的支配的。 这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交互作用的过程。
对于个

别生产单位来说， 完成较多的产值、 获得较多的利润，
是直接

反映出来的， 是 目了然的， 但是搞利润挂帅所造成的严重社

会后果， 并不 定都能在し 个企业中直接反映出来。
马克思在

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流通领域的规律的时候， 曾经指出 。对单

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 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 不

能理解的。

°?曾 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 对个别企业的领导人来说，

也会是这样。 只有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总联系中，

'：人们才能认

识到， 当· ·个企业走上追逐利润的道路的时候， 就在实际上孵

化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 而领导这类企业的人员，
；也就成

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分

子的功能。

党内资产阶级， 兔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是在迪

逐利润的过程中形成的； 走资派贡物利润挂帅的修正 主 义 路

国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
。

〈马克思恩格斯奎集》第 2 5 羝 第 9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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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
这是说， 社会主义社会 个阶级的

形成， 最根本的原因，
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 但这

决不是说， 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
没有它的政治的思 想 的根

泯 更不是说， 党内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没有它的政治代

表。 毛主席指出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

有在幕后的。

。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

。在上面的， 有在社
、

区 、

县 、 地
、

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丁 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

人
。

。 の 不论是在幕前的还是在幕后的, 不论是在下面的还是在

上面的，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 个阶级， 阶级利益把他们聚合在

起， 必然会产生它的政治代表
、
挂帅人物；并且以一 条修正

主义路线把他们联系着。

。 荣俱荣， 损俱损。

。
推行修正主

义路线， 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

征6 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 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 部分

权力，
：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 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峁，

危险得多 林彪坚持搞修正主义， 发展到炮制 什 57 1 工 程。 纪

要 ，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邓小平坚持摘修正主义
， 授意炮制

く论总纲》这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 策动 了象天 安门

广场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政治暴乱占 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

实 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阴性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

分析社会主义生ř 关系的二 重性， 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一

方， 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 方。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过程中，
ヶ 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我们要从

� 转引自( 红旗·杂志 19 67 年第 10：期·ţ
，拿 ， 弹住

'



但是另一 方面也必然会不断
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 我们要从这 点上奠定共产主义

事业必胜的信心
。 在无产阶级专政T , 杜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

动， 不是 个自发的过程
， 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制

定的正 确路线和实行正 确的领导展开的。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是消灭 切阶级和阶级差别， 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产生资本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

中， 将日益提高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程度， 壮

大工 人阶级的队伍
， 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社

会主义新生事物， 更好地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分配社会产品
，

使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日益成长 。 所有这些
， 必将加强对

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
， 把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在内的新老资产阶

级驱逐到越来越狭小孤立的阵地上去
， 经过长期的斗争， 最终

消灭这个阶级。

； 、

パ 。 ： ， ·； ?

* 毛主席指出 °搞社会主义革命， 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

就在共产党内，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 资 派还在

走 。

。 の 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 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

羲 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

主席的科学论断， 使我们认识到，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党内走资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

� 转引百1 3 勇
，
1o 日《人民日报多

。

：

：

°
。

：

； 芽ダ .

这一 点上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1



礼 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 步指明了方向， 鼓舞和

指导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 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

本主义复辟，
建设社会主义和实行共产主义而英勇斗争。

4 92



第十四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 继 续 革 命

无产阶级为了胜利地开展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 保证

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 使资本主

义的传统或痕迹逐步削弱
， 最根本的 条， 就是要在整个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坚持无产

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くじ
l ：

' "
デ会 " ；įt卜 ："守。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曾经作过 个最简单的概括 °我的

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 l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

的 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

政s ( 3 ) 这 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 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

会的过渡。 �
。

马克思的这 段精彩论述， 极其鲜明地表达 了

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和根本的区

别， 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

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 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



内容
い

列宁也指出 。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
当然不能不

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 但本质必然是 一 个，
就是无

产阶级专政。

。の

毛主席指出 。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这个问题要

搞清楚
。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就会变修正主义 。

要 使 全 国 知

道。

。 ( 毛主席的指示， 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

复辟， 建设社会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
，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蒙么呢? 马克思在 《 八 四八

年至 八五 0 年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 书中对它作了具体的说

明， 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 切阶级差别，
达到消灭这

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 切生产关系， 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

适应的 切社会关系
， 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

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

解放自己 要做到这一 点，
, 无产阶级就要在一 切领域、 在革命

发展的一 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直到地球上

消灭这四个一 切， 使资产阶级和T 切剥削阶级斗不能存在， 也

不能再产生 决不能半途而废

： 为着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

专攻下坚持继续革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马克思就提出了 。社会主义就是宣布



不断革命， 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把无产阶

级专政和不断革礤联系了起来。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iįw 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 列宁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

的新形势， 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 次行动，
不是 条战线

上 的 次战斗， 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 个时代，

是在 切战线上
，
也就是说，

"

在经济和政治的 切问题上的长

长 系列的战斗。 @
。 列宁总是强调指油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

瓦 无产阶级必须从经济上乙 政治王、 思想上
、

军事上等一 切

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
决不Į能中途停止。 ·忍丽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到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无

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惑 提出了，无减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笋 毛主席指出 《在我国，

·虽然社会主义改造，
' 在所有制方面

说来，
已经基本完成 °

，

《但是如 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

还是存在ダ
; ；资产阶级还是存在，

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 。

。 《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 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

斗争，
先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还是长时期的， 曲折的， 有时甚至문很激烈的
。

。 圆 毛主康又作

匿霾音马克思 ，
。劦 車至 185o 年誌主贏聶挲 《马克矗泰斯选蘂蕩

箇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

列如。 2 ，
大蟲イ苭蒜尹

第 7 17 页 。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人民出

版社 19 6 5 年版， 第 4 82 页。
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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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 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史上
，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中， 第 次明确地

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还存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

论， 号召无产阶级必须把政治战线
、

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

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歹 1
°

：Ĵ

毛主席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创立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础上， 为我们党制定了一 条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社会是 个相当长的

历史阶段 。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
还存在着阶级 、

阶级

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 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 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

杂性 。 要提高警惕 。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 要正 确理解和处理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
正 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

部矛盾 。 不然的话 ， 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 ，

就会变质 ，

' 就会出现复辟 。 我们从现在起， 必须年年讲 ， 月月

讲 ，
天天讲，

使我们对这个问题
， 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 有 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の 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无产阶级革命斗

线， 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是坚持对资产

阶级全面专政的唯 正确的路线 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

的焦点， 就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 毛主席制定的党的

基本路线， 是光芒万丈的灯塔， 照亮了全党
、 全军

、 全国人民

� 转引自〈红旗) 杂志 19 67 年第 10 期。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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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航程
。

我国人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
胜利以后

，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率下j 遵照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

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并且在斗争
过程中， 找到了 种 。

公开地
、 全面地

、 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

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 这样的 种斗争形式，它就是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希是三 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 是

无声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 场政治大革命， 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
二 次革，氛。诖以毛主席为首的无虑阶级司令部酶正确领导下，

.

在无产阶级受化大革命斗， 经过反复的蓑量， 声吠革命群众惯

毁了刘少奇、 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可令\ 。 这伙装徒、 卖国贼里

通外国
， 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

资本主义 。 他们的修主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 批判邓小平
、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酶继 续和 深

入 。
毛主席在亲白挨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领导

我们党战胜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西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i 

进一 步汍国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 在幅贤广大 i7人口众多醇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月

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同时， ガ国修

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3

� 毛主席语录。
转引自。红旗···' " 第 5 期。

Ĉ  iļ 1 W  ĺ ：：ご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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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
建设社会主义 ， 提供了新鲜经验。

革命在发展， 斗争在继续。
毛主席指出 。现在的文化大革

命，仅仅是第 次， 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
革命的谁胜谁负，

要在 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
如果弄得不好 ，

资本主

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全体党员， 全国人民，
不要以为有

二 次、
三 四 次文化大革命，

· 就可以太平无事了 。
千万注意，

决

不可丧失警惕。

。 � 毛主席又指出：
。民主革命后

，
工 人 吒 贫下中

农没有停止 ， 他们要革命 。 而 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 ，
有些

人后退了 ， 反对革命了··
。

：为什么呢 ? 作了大官了 ，
： 要保护大官

们的利益
。

。

；
。
ザ 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 千年后要不要革命?

总还是要革命的。
总是一 部分人觉得受压， 小官 学生 、

工 、

农 兵， 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i 所以他们要革命呢イ ー 万年以

后矛盾就看不见了? 怎 么看不见眠 是看得见的。

' 圆 我们要始

终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名·种形式的斗争， 包括进行多次大

化大革命徜徉形式的斗净 ，
.
：直至彬分切毒蛇猛兽消灭干净，

，

社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赁以煮· ·フ 多 くそ げ柏' 妾i 避
'

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i
无产\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态度， 是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
。 三切新老修正主义者， 都在

这个根本问题上显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原形。 苏修叛 徒 集 团 宣

称 《 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

，
，蒙替无

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 全民国家。

。 章种谬论根本否定了
，

马克思

主义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
、 阶级矛盾和

の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 67 年第 7 期。

回 转引自197 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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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 关于国家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科学论断。 苏修叛

徒集团就是在所谓。全民国家。 的谬论掩护下， 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 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
。 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正 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提出了 系列科学论断， 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 给中国人 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

的方向
。 为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要对资

产阶级专政， 懂得资产阶级在哪里
， 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是什么
， 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实践
，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最终实现共产

主义
。

9





, : 
j

! İ

第十五章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

发展的必然趋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是为了实现党的基本纲

领， 即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 切剥削阶级， 用无产阶级专政代

替资产阶级专政， 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 最终实现共产主

义 。 ，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最崇高的理想，：差 自

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
、 最进步

、
·最革命、 最合理的无产阶级

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亿万革

索人民一 道，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 高唱着 。英特纳雄耐尔就

定要实现° 的革命战歌， 不怕牺牲
， 前赴后继， ；不断粉碎帝国

主义
、
修正主义和云切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多 在地球的东大地

区， 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 ，并在其他地区掀起了日益强大的社

会主义革命运动，为在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美勇斗争·
。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是不成熟的共

产主义社会
。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

·
：

是新生的共产主义因

素逐步成长， 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逐步消岩 的过

程。 从社会发展的一 般规律来看，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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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必要准备，
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的必 然趋

势。
在社会主义社会， 人心

、 党心
、
党员之心

， 是向着共产主

义的。
但是， 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过程中，并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 在 定时期内，资产阶级法权

被巩固和扩大，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方面占据主导的地位， 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当

戴 这种资本主义复辟， 从历史时眼光来着， 是短暂的， 是不

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
。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

基本狂奔 )
：就是在一 切领域

、

'在革命发屨的三切阶段，
墜持对

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夕
：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破除资产阶

级法权想想，

；逐步地清除资本主ť义的传统或渡迹， 使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 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

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妨以促进空事カ的高瘦发展多 击退资产阶

级的任何反抗，

た不断地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 揭露和批判

党内资产阶级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彻底战胜资产阶级，
：堵

绝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 最后消灭三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戒以实

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 ··

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 目的， 则是

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

?j �
.
北主

，那末，
，

：
二 代又叫代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之奋斗终身萌

共产主议社会į 境竟是怎样的二 种社会呢Ť八 。
·

，

乙共庶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 级差别的社会
， 是全

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
：是奎

(D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咤 泽东选集， 第 ，卷， 人民出版社 1ġ 。 。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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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民具有高度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 是具有极其丰富

的社会产品的社会， 是实行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原则的社

会， 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 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

高级阶段上， 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 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 ! 在劳动已经

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 需要之后 ， 在

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 切源

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

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

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社会オ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

能， 按需分配 !aの

报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 人类过渡到共

产主义社会， 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网金世

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 进行艰苦卓绝、 坚韧不拔的

长期的共同斗争 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 建

立 一 个没有帝国主义、 没有资本主义 、 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为共度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 这些条
，
件岸! 1 f

厂；蓑ミぢ
彻底消再 切阶级积阶级差别， 铲除资产产 级得以

存在和产生的土壤，
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Ů  L

Ę

在社会主义社会，
无序阶级中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

间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如水不彻底战胜气 彻底消

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炎产阶级， 不彻底铲除资产阶级侵以

存在和产生的土壤，
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危险ł在这ł毳奔件

� 马克思 ；( 哥达纲领批判)
。

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羝 人民出版社 197 2

年版 ， 第 12 页。
°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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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当然谈不上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

存在，
工 农差别

、
城乡差别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特长

期存在。 资产阶级
， 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他们墓中

到的那 部分权力， 通过巩固
、
扩大

、
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和三

大差别的途径， 来反对无产阶级
、
反对社会主义、 复辟资本主

义
。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和无

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但是， 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社会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瓦

在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 无产阶级必将创

造条件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逐步缩小以至最

后消灭三大差别， 把资产阶级这个最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彻

底摧毁
， 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 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一 代生产者。 �
。 什

么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呢? 什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道

路呢? 毛主席的く五 · 七指示*
， 既回答了什么是全面发展的生

产者的问题， 又为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指明了一 条光辉的道

路

毛主席指出 エ人以エ为主
多 也要兼学军事、政治、 文化。

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 在有条件的地

方，
；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 (包括林、 牧、 副、 渔)， 也要兼学军

� 恩格斯， 〈反杜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抵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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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政治

、 文化
。 在有条件的时候

， 也要由集体办些小エ r
，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

V  * ņ

订 学生也是这样
， 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即不但学文， 也要

学工
、 学农

、 学军
，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 学制要缩氲 教育要

革命，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

不去了
。

商业
、 服务行业

、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凡有条件的， 也要

这样做
。

国

全面实现毛主席的《五 · 七指示》
， 使得工

、 农、 商낳 学
、

兵每 - 个劳动者和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都做到拿起铁锤能做工 。

拿起锄头能种田
， 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 拿起笔杆子能批判

资产阶级。 这样， 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必然会大批大'批地

涌现，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 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衣必然要逐步

归于消亡
c

：
：因如 ，心暨 · 七指示》的道路，

'是J 条通向共产主义

社会的必由之 感 ：梦髡支江 Ť：星 - ? 兰 。孝 哎 六壬

第二
，
；，

°

实现单 7的生书资料的共彦主熨全民所有制， 使之

成为社会的唯上 的经济基础訂：事澄樹 ' i 輦こJ, 5
. . 캬 幸扛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ニ 小相当长的时期氚 在在生产资料的

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

式，

'

此外还存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 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

面还没有完全取消。 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社会

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眯侯，
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

' á i ti i966 ä 月, �过旧 《人民日报 净
。

人士 ı k j ； 广 \ +ł 。 .

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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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 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

特点和习惯势力
。 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

自发倾向， 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 同流 社会主义全 民所

有制也不是纯而又纯的， 也带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
可以被

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利用来复辟资本主义。 在领导权

被走资派篡夺的条件下，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有可能蜕化

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 要使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领导权

掌握在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 是 个相当

长的斗争过程。 因虬 て 方面，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多 另· 方面，
要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有条件地乜有步骤地使集

体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
由卅·到大地向前发展， 并实现从社会

主义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从限制所有制

方面没有完全取消的那三部分资产阶级法权， 到最终消灭这

部分资产阶级法权， 是 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

即使到了全 民

所有制成为社会的唯 的经济基础的时候
， 它的性质仍然是社

会主义的。 它要经过 个相当长的过程， 才能发展成为共产主

义全民所有制。 我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
上是解决这个过渡问

题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 く々 a メ 如二を貅 '- し 分 " 。

，心

々ぎ第三 ， 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 实现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的共产主义原则。

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是生产关系的 个

巨大的飞跃
。 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实现这 飞跃的物质条件

。

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基
50 6



础的。 那氐 商品货币关系不再存在了， 社会主义的直接社会

生产将要转化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 从而， 计算社会产

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也将直接以劳动时间为尺度， 产品将由社会

直接分配多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虽然还将存在先进 和 落

但是将失去阶级的性质多 在个人消费

品的分配方面将实行°各尽所能
， 按需分配° 的原则。

这 切，

离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办不到的。
马

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宕

。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

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
因而劳动还 占

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

必然划分为阶级
。

° k 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
它将

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

。 � 在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水平决不是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能比拟的
。

因此， 实现共产主义ヲ 必然要求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ö

第四
， 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 趵 极 大 提

高， 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 £ 1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虽然是实现共ř 主义的重要条件

之一
， 但是， 单有生产力的发展， 是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去的。
如果按照邓小平的° 白猫黑猫°论去搞， 那就必然会象苏

联那样 °卫星至天?
红旗落地°

， 倒退到资本主义了在社会主义

社会，
由景资产阶级的存在，

由于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土壤的存在， 资产阶级思想和传统恶习也还要长期存在， 并且

� 恩格斯 《反牡林论}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巻，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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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侵袭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来， 侵袭到政治生活和党的生

活中来。
在思想文化战线上，

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

全面专政， 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 顽强的斗争，
在劳动

人民中进行长期的、
耐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才

能逐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不断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

悟， 为使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 需要创造精神条件。

。共 产

主义문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
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

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 作。

。 � 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同党内

外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
劳动群

众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批林批孔

运动和批判邓小平、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提高了我国亿万

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

域的阵地6 毛主席教导我们，

《认真看书学习 ， 弄通马克思主

义 。

。 在千部和群众中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组织干部和群

众认真读马、 列的书， 读毛主席的书，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 那就是

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 园

第五
， 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

国家自行消亡る ţ r

又歹 当着世界上尚存在着帝国主义
、 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时

侯， 个或若千个社会主义国家， 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

\ 4
"

�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 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
く列宁选集 )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 72 年版， 第 112 页。
" b弓；

园 c 实践论〉
。

く毛泽东选集)第 1 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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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胜利了这是当代的 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问题
。

，女鳥 ド ： ：。。，1 ? ： 鳥 乙 、鳥
' 。

;

十月革命以后
， 列宁分析了苏联的国内外环境， 明确指出

" 我们旻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
、

阶级和政府包 围

着的。
必须记住， 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

。 � 。只

有在全世界范围内
， 只有靠各国工 人的共同努力，

才能够最后

取得胜利 。

。 @ 赫鲁晓夫
、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完全背叛了列宁

的遗训，
一 再宣扬什么在苏联 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

利，
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多 苏联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

社会经济可能性。

。
' 苏修叛徒炮制和宣扬这种 。理论

。

， 他们的

目的就是在国内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 在国外放手同是页

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 妄图称霸世界。

毛主席对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在厂 国取得最后

胜利的理论 ， 有重大的发展。
毛主席针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

主义的歪曲和背叛， 明确指出l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

一 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
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努力， 而且有待千世界革命的胜利 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因此， 轻易地

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是错误的， 是违反列宁主义的， 也是

不符合事实的。'" 毛主席的指示i 批判了苏務所谓社会主义在

：

� c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

c列宁全集i璜3 3 卷，，缵 12 1 贯 。 广 穆 ·薯

园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
。

《列宁全集》第 2 7 卷 ， 第 34 6 页。 カ ヰヰ じ 冷杉ン舞靠磊：。 ；费戈辜·i 泄：，啦ダ ·

�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 69 年第 5 期。
、
·，i 田 て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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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以取得完全 、
彻底

。胜利" 的。理论 。

， 为全世界无产阶级

指出了共同斗争的根本方向。

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从来是联系在 起的. 在其他国家

人民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前i

个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因为，
当着

帝国主义
、 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存在的时候，

国际阶级

斗争必然要反映到社会主义◆家内部来 社会主义国家就始终

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存在着国际帝国主义、 社会帝

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这种条件下，
无产阶级专政

的职能在对内. 对外两方面都不能削弱，
而是必须加强。

。消

灭阶级 ， 消灭国家权力i 消灭党
'

全人类都要走这 条路的，

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 要 。努力工 作， 创设条件，
使阶级

、
国

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 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

。
田

； ；T 社会主义加永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义不容辞的国

际主义义务， 尽自己的所能， 支授世界輩命， 向世界各国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

基础主因妯起乗i 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到加入的确度， 使整个

人类都得到解放， 夺取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在全世界实现

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 结合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理论， 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准备条件

の 《论人民民主专政》
，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 67 年横排本， 第
13 57 13 5 8 页 り Į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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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路明灯
。

无产阶级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以阶级斗

争为纲， 在 切领域
、

在革命发展的 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

的全面专政，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根本保证
。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 达

是如同布帛菽粟 一 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
这是三个很好

的东西 ， 是 个护身的法宝
，
：卷一 个传家的法宝

，
直到国外的

帝由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牛净地消灭之 日，
燃个法宝皇

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国

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乡4共产主义社会 意味着要消灭一 切

阶级和阶级差别， 消灭妇女会追台下来的止动传统或痕迹，
湘

天资产阶级法权和资!

上层建筑方面, 都将发生般其深刻的转变 都将是一 种质的巨

大飞跃 。
这个转变和飞跃 ， 只有经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

的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
经濟社会革命， 才能逐步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规律证 明i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

段，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 司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

表现在党内。
党内资产阶级为才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 总

是竭力扩大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资产初 级 法

权 强化这个产生薪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 , 以维护整个资

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限制寶产价格法权：就是革党询资产

阶级的命 ，
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 法 权 的分

�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

《毛泽东选集》第 ヰ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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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 我们可以看到，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的限制和反限制

的斗争， 主要集中在这样 些问题上 要不要把 一 切经济部门

和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

里? 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富裕程度的差距要不要逐步缩小 ? 从

长远来看， 集体所有制要不要实现从小集体到大集体 、
从集体

到全 民的过渡了 对于那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

物， 要不要积极加以支持T 工 农差别
、

城乡差别
、

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的差别要不要逐步缩小并最终使之消灭 ? 商品制度和

工 资等级制度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不加以限制， 并积极创造

条件逐步地用按需分配来代替按劳分配 ? 广大的工 人 、
贫下中

农在民主革命后没有停止， 他们要革命 必然要求限制并最终

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į 但是， 资产阶

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 。 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

成天经地义 ，
' 不能触动它プ 根毫毛， 总想把它强化和扩大。 当

革命革到这些人的头上， 伤害到这些大官们的利益 ， 也就是整

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时 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 刘少奇ミ 林彪和

邓小平推行的那 一 套修正 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就是要通过强

化
、

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培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 颠覆无产

\ 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
·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歹 是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
。 毛主席指出 。

不斗争

就不能进步。

.
八 亿人 D , 不 斗行吗 ? l

》� 无产阶级和资产 \ 级

之间的阶级斗争， 将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直到阶级

r  
\

� 毛主席语录。 转引自 197 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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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
，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时候才会止息。

所

比 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是 一 个长期的阶

级斗争过程
， 是 场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

。 现代修正主义者散

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社会革命的谬

如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彻底背

叛。
; l z

'f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 ，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

主义者，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

。 � 当代， 形形色色的马克思

主义的敌人纷纷打起共产主义的旗号招摇过市， 欺骗群众。
，苏

修叛徒集团的假共产主义
， ：便是谷种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

表现。 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在这种假共产主义理论的掩护下メ 把

二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
' 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歹 必须在同苏修的假共产主义理论作斗

争中前进。 苏修假共产主义的理论旗·心， 是通过否认马克思主

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争的基本理论，策动资产粉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井焘

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産阶级专冀吊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

制度。
毛主席指出1

'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 ，是大资产阶

级专政 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
希特勒式的专政。?回假共产主

义， 真资本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 社会法西斯主儿 这就是闸

题的本质石デせ，； と励亭子 ä；鳥F う " 。 阜 $' ' - · .

3 i \

国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
。

《列宁选集。
，
第卫卷， 人民出版社 19鸡年版气 第

回 转引自197ロヰ4 月22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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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年十月， 赫鲁晓夫在苏修二 十二 大声称
。 在二 十

年之内(指 九六 0 年到 九八 0 年 引者)我们将基本上建

成共产主义社会
。

。 九六四年， 赫鲁晓夫垮台了。
勃列日涅夫

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 的假共产主义事业。
到一 九七

六年， 苏修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
已。建设

。 了十六年，
再有四

年就应该。基本上建成。 了。 奇怪的是，
作为赫鲁晓夫二 世的勃

列日涅夫， 多年来连哼 声。
二 干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也

不敢哼了
。 那末， 苏联今天到底是个什么社会，

总要有个说法

呀! 于是，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绞尽脑汁，
摇断笔杆，

在几年

前抛出了 个。统 见解?'
， 说 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

钒 并且为顺利建设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

刀 这个。统 见解。

，好

就好在它自我宣布这帮叛徒们原来炮制的假共产主义 已经破产

了。 看 快要。基本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

， 忽然变成了。发达

的社会主义壮会。 @ ! 变的好快1 其实，

。
二 十年基本建成共产

主义社会。也好，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也好，这两片薄薄的面

纱都盖不住苏岩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狰狞面 目
。

° 当顽强的

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 切醉梦驱散的时候， 这种形式的社会

主义就化为 种可怜的哀愁©i
。

梁筘メ老 参

生。 刘少奇
、
林彪一 伙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也散布不不少谬论，

：

：

� 苏修 个头目在 1964 年曾经气势汹汹地说， 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
、 我国

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

。
197 1 氧 这个家伙却大谈起所谓苏联是 。发达的社会

主义社会。

， 而所谓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 倒是 项《很长时间的复杂而

多方面的综合任务
》来了

。 昔日威风， 而今安在?

(参 く共产党宣言》
。

《욕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2 7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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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 会儿说共产主义要" 拿·ř ·字作旗帜。

，
要°大家发财。

多

会儿说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

，
二 千多年前孔 老 二 讲 的

"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P

， 就是 " 共产主义之原始的思想。

。
他

们重新拾起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 提出的所谓 °天下

为公 。 的口 号， 宣扬这种不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 切剥削阶级的
" 公产主义 ， 正好暴露了这 伙叛徒

、 卖国贼妄图充当二 十世

纪的奴隶主的丑恶面貌。 邓小平则鼓吹共产主义就是 °大家爱

吃什么就吃什么， ：爱麽什么就穿什么。

，

°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

肉， 每天半斤苹果，：·还 可以喝二 两白千。 之类的谬论。 邓小平

的这种。
二 两白千。 的共产主义

， 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

毫无共同之处， 而同苏修的。

土豆烧牛肉° 的假共产主义则是

路货色。 这就证 明他和苏修叛徒集团是一 丘之貉。 之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イ !；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
"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雄 伟 气

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

的现代修正主嘿 的伟大斗争， 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

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 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主席指出 °苏修：筘帝狼狈为奸， 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

丑事， 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 世界各国人民正在

起来。
一 个反对美帝、

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
� 苏修社

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具
，

有更大的欺骗性， 因而具有更大

的危险性į í 当代戏世界存在糠四太原盾
· ī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

屆 转引自く 事杂忐됴9 69 年第 辋。 ， 西 · 災系浓巷门 く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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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 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

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3 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

同帝国主义
、

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

展
， 必将日益激起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帝

、
修

、

反的伟大革命斗争。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已有 部分进了博

物馆 (在社会主义国家i§ 其余部分，

；也已 °

日薄西山， 气息奄

奄， 人命危浅
， 朝不患夕。

ラ 快进博物馆了。 惟独共产主义的思

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正 以排山倒海之势， 雷霆万钧之力
， 磅礴

于全笹界
， 而葆其美妙乏青春。

马克思量戴 列宁主义 毛 泽东思想关干 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理论， 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吏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基

础， 是无产阶级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
、

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 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必将使我们加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 不

断提高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 的 觉

悟，
吏加自觉地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以。
可上九夫揽月 可下五 洋捉鳖。 的英雄气概

， 去攀登共产主

义的高峰吕
° t Ē

：佷 革命在发屢，

；人民在前进。

' 无声阶级是革命的 乐 观 主 义

者。 我们坚信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 抵 抗 的 规

律。� 资产阶级的灭亡 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 不 可 避 免

� 《矛盾论》
。

《毛泽东选集》 第 1 羝 人民出版社 19 67 年横排本， ：第 2 9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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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国 马克思主义诞生只有 百多年

， 旧世界就已经被打得落
花流水。 个没有帝国主义

、 没有资本主义、 没有剥削制度的新
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
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永
远照耀着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 被压迫民

去争取胜利 !
族联合起来， 下定决心

， 不怕牺牲
， 排除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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