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夕 卷第 5期
2000年 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⒏ chuan Normal U血 versity(socLⅡ  sc忆nces E山 don)

Vo1.27,No,5

septembσ ,2000

′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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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确 立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而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上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可以综合地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体制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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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可

以把它划分为三大部分 ,即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哲学理论 ,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以社会主义本质

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则是对我国国情的论断 ,是整个邓小平理

论体系的基石。所以,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政治经

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都要归结于初级阶段

的国情基础上。我们不否认邓丬(平理论的世界意

义 ,但在评价其具体内容时 ,应更多地联系到邓小

平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解决中国现实的实际问题

中提出来的。因此 ,在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的过

程中,应更多地结合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正是

基于此种想法 ,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

结合起来考虑 ,一则希望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的现实国情中挖掘出市场经济确立的深刻根源 ,

另则 ,我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

⒛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提出了到 ⒛00年初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10年形成比较完

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那么 ,如何

建立、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应

从现实的基本国情出发 ,即 期望为现实的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找到新的理论武器。当然 ,在 此论述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联系 ,并 不

认为实行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草的一种暂

时性的权宜之计 ,将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又

将被恢复到实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

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既是历史发展的自

觉选择 ,也可以找到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市场经济的确立具有必然性

和可能性。

第一 ,这是由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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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特征是不发

达、贫穷 ,它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

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

段。依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所作的划分 ,可 以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放在∵定的历史坐标下考察 ,

因最基本的标准 ,特别是以生产工具为轴 ,把人类

社会划分为几个阶段 ,如图 :

生产力:手 工工具——机备—— 自动化过程

社会分工 :自 然分工—— 自发分工—— 自觉分工

经济形态 :自 然经济——市场经济——产品经济

社会形态 :人 的依敕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

社会俏皮:{::∶

∶}—

—

{查:i芟钅豪阶段

~~共 产

:义

社会

这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社会自然发展过程进

行的分类 ,它们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般地

说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相继经历从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发展进程 ,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

一个独立阶段。但社会制度的更替又是可以跨越

的,如 马克思所设想的落后国家可以不经历资本

主义的
“
卡夫丁峡谷

”
,直接进人社会主义。这一

设想在我国就成为了现实。但在我国落后的生产

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又不是马克思所说

的社会主义 ,只 能被称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因为这种跨越不仅包括制度方面,还包括生产力

方面。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显著的特点即是生

产力的落后状态 ,正如一些资深的理论家所谈到

的
“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

主义
”
[叫 。这些因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 ,发展

生产力所必须的、不可逾越的方式、手段。如在上

图中所揭示的:和 资本主义制度对应的经济运行

方式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造成了
“
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自主以及全面的交往
”
[2](68

页),“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

方面的需求能力的体系
”
[2](70页 ),更 为形象的

是 :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是凭借这一新的经济体制 ,

“
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

大
”
[2](2ω 页)。 因此 ,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

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如

果说我们要
“
补课

”
的话 ,更多的是补市场经济这

一课。而且 ,市场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到产品经济 ,

实现从人的依赖性到人的自由个性的
“
必然过渡

点
”
,具有不可逾越性。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

实现向更高阶段的过渡 ,同 样具有不可逾越性。

第二 ,这是由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任务所必须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

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 ,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
[3](17

页)由 此也就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上的

历史任务 :逐步摆脱这种不发达状态 ,逐步接近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广义上说 ,现

代化泛指落后和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发达

国家的过程 ,即 时代化。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

次重大嬗变 ,是地域文明演化为世界历史的全人

类文明的过程。正是从此意义上讲 ,我 国要实现

现代化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

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
“
股票、市

场 ,这些东西好不好 ,资本主义可以用 ,社会主义

也可以用
”
[4](367页 )。 从狭义上说 ,现代化指从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从传统的自然经济为

基础的社会形态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的转变(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 ,前者就劳

动、生产领域而言 ,后 者就交换、流通领域而言 )。

我国初级阶段现代化的目标即是从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由 自然经济向经济市场化很高阶段迈进 ,要

由二元经济结构过渡到一元经济结构 ,都必须建

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 ,实现市场经济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具有微观的经济基础。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原理 ,商品经济(也 即市场经济)的 存在必须具备

两个条件 :一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的所有者 ;二是

社会分工的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

两个基本条件都具备 :一是我国既有公有制 ,又有

其他所有制形式 ,他们之间的生产资料归属不同

的所有者的。即使同为公有制 ,由 于其实现形式

的多样化 ,特别是产权明晰后 ,使所有权与法人财

产权相分离 ,企业成为
“
四自

”(自 主经营、自负盈

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主体。因而 ,即使同属于

公有制的不同企业之间,也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

权和明晰的利益边界。二是社会分工依然存在 ,

而且分工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细。同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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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决定了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的差别和矛

盾 ,社会产品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 ,必须实行等量

劳动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这个原则是
“
调节商

品交换(就它是等价交换而言)的 同一原则
”
[到

(11页 ),即价值规律仍然是其经济运行的基本规

律。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基础 ,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化、

改革的方向。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视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社会主义经济 +市场经济。
”
[刨这里的社会

主义经济是指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

混合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

济制度。由公有制到多种公有制、多种所有制共

同发展 ,表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重新认识公

有制及非公有制。前面的等式就已经表明,公有

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具有兼容性 ,但我国传统的全

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 ,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 ,已显示出诸多弊端(很多理论家都作

了充分论述 ,笔 者在此不赘述),其 中最大的缺陷

是产权不明晰,其结果是资本的有效运转得不到

保证 ,这与市场经济要求资本收益最大化是不相

适应的。因而 ,公有制作为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

资料的形式和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统-,必然要

求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发生变化。正如党的十五大

报告指出的 :“公有制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以多样

化 ,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

织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3](23ˉ⒉页)。

考察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主要是在一定的生

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根据

企业资本的组织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等。同一所有制

在不同企业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不 同的所有制

可以采取同一种实现形式。这就表明,所有制与

其实现形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实 现何种形式的

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本 着这一标

准 ,考察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可 以得出 :股份

制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资本组织形式 ,是

现代企业的-种资本组织形式 ,有利于所有权与

经营权的分离 ,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

率 ,资本主义可以用 ,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

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看控股权掌

握在谁手中。至此 ,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有效实

现形式 ,也就成为权威性论断。正是以此为根据 ,

我国国有经济在掌握控股权的基础上 ,积极推进

和规范企业股份制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逐步

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

199z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提到国有小企

业改革时指出 :“ 一般小型国有企业 ,有的可以实

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 ,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制 ,

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
现有城镇集体企业 ,

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

合作制或合伙企业。1997年 ,李鹏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到 ,股份合作制对小企业的改造和转换

机制都有好处。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

济 ,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

相结合。股份合作制是企业制度创新 ,它 不同于

股份制和合伙制。劳动者的劳动联合是基础。职

工是劳动者 ,也是出资人 ,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和

使用生产资料 ,风险共担 ,利 益共享 ,实行民主管

理。股份制的基础是资本联合 ,也有一些企业有

内部职工持股 ,但主要是股权式合资的一种资本

组织形式。合作制的基础是劳动联合 ,也有少量

的资本联合。股份合作制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

优点。职工一方面按劳动贡献获取工资报酬 ,另

一方面按股分红 ,这是分配制度的创新 ,能充分调

动职工的积极性和激发主人翁精神。二是适应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符合初级阶段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 ,符合 目前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的

实际情况 ,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

形式。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指出 :“ 目前城乡大量出

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 ,是改革中的新事物 ,

要支持和引导 ,不断总结经验 ,使之逐步完善。劳

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

经济 ,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
[3](24页 )江泽民对这

一改革中的新事物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要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 ,并保证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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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地位 ,其表现就是公有制占绝大多数吗?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有

资料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资料表明,目 前混

合经济中公有成分约占 1/s,在全国经济总量中

占7个百分点(其 中国有经济 5个百分点 ,集体经

济2个百分点 )。 1996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6.8万 亿元 ,其 中公有制经济为 5.2万亿元 ,占

%%①。这说明,就总量而言 ,公有制经济在我国

是占优势的。
“
公有资产占优势 ,要 有量的优势 ,

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
[3](23页 )。 我国国有工商企

业的总资产约 9.6万亿元 ,负 债约 5.8万亿元 ,由

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资本只有 3万多亿 ,分布

于近 sO万个企业 ,平 均每个企业只拥有 1000万

元左右。我国 sO0家国有大型企业的资产总额和

利润总额还不及美国 sO0家 大企业的前 3家②。

其结果是国有经济战线过长 ,摊子太大 ,规模小而

分散 ,在质上不占优势 ,缺乏竞争力。因而 ,必须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二是国有经济在关

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

位。即通过破产兼并、扩股融资、债务重组与企业

重组、集股变现等资本市场运作 ,将 国有资产从效

益差的领域或国有经济不应进人的领域中抽出

来 ,集 中到国有经济应该而且可以加强的领域。

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 ,如

基础型、战略型、特殊型的企业 ,占支配地位。三

是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种主

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即要实现国家和集

体控股。如上海市 zs0户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

业 ,占 全市国有资产总量的 gO%,平 均每 100元

资本金中 59元是国有资本 ,41元 是包括海外资

本在内的社会资本。这就是说 ,国家以 s9%的资

本调动支配了 41%的 社会资本。又如安徽美菱

集团公司国有经济控股 ss%,实 际上 3.8亿元的

国有资本支配推动 zO多亿元的社会资本 ,从而壮

大了国有经济的实力③。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

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要

求 ,不 断发展壮大 自己。
“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 ,国家控制经济命脉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

力得到增强 ,在这个前提下 ,国 有经济比重减少一

些 ,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
[3](23页 )。

长期以来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只能是
“
公有

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
,说它是补充 ,表明它

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而不是其有机的组成

部分。前面我们已提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

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

度 ,也就包括非公有制经济 ,即非公有制已不再是

外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 ,而且没有非公有制 ,在单

一的公有制基础上是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因

为 ,商品的交换只能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 ,也

只有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才有真正的市场竞争 ,

从而发展成为市场经济。而在国有经济内部 ,各

个企业并不是独立的财产主体 ,所有者都是国家 ,

它们之间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商品货币关系 ,更多

的是无偿调拨。如国家之所以可以决定国有企业

可以不偿还银行的
“
安定团结贷款

”
,国 有企业破

产时欠银行的债务可用呆帐准备金充抵等情况 ,

就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是国家所有的,在

所有者内部的交换无需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

律。当然 ,资源也就无需市场来优化配置了,从而

也就不具备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了。因而 ,

也该是为非公有制经济
“
正名份

”
的时候了。十五

大报告明确提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3](24页 )“ 重要组成

部分
”
当然也就不再是

“
可有可无

”
的了。(董辅衲

形象地把社会主义经济比喻为
“
八宝粥

”
,八宝粥

是由糯米、红枣、莲子等组成 ,并 以糯米为主导成

分。没有糯米而只有红枣、莲子等成分当然不是

八宝粥 ,但只有糯米而没有红枣、莲子等成分 ,也

不是八宝粥。因而 ,糯米、红枣、莲子等都是八宝

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经济似
“
八宝

粥
”
,公有制经济如其中的糯米 ,占 主体成分 ;非公

有制经济如其中的红枣、莲子 ,是社会主义经济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 喜的是 ,这一重要决议已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 ,写进庄严的宪法 ,非

公有制经济必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显现出蓬勃

生机。

虽然我们已为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找到了

根本方向,于是很多企业以为一
“
股

”
就灵 ,大力开

展股份制改造 ,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龙头 ,改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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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大批公司,但这些公司大多是
“
形似而神非

”
,在

现实的经济环境下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党

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会议指出,当 前 ,国有企业的体

制转换和结构调整进入了攻坚阶段 ,一 些深层次

的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相当一部分国有企

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营机制不活 ,技术 、

创新能力不强 ,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 ,富余人员过

多 ,生产经营艰难 ,经济效益下降 ,一些职工生活

困难。为此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千重大问题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提 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若

干重大方针。

应该说对国有经济实行股份制改造 ,是力图

寻求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 ,这 也是

被很多人坚守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

会主义性质之
“
根

”
,但是 ,这种始终只是在国有企

业内的变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因此 ,在
“
攻坚阶

段 ,深层次矛盾
”
下 ,应为国企改革打破

“
坚冰

”
,解

放思想 ,实事求是 ,立 足初级阶段的国情 ,寻找
“
新

航线
”
。这就是一些理论家提出的

“
既从宏观层

面、又从微观层面
”
改革国有经济。

从宏观层面而言 ,既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

度进行国有经济的改革 ,也就是《决定》中提出的
“
对国有经济布局实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
,必须对

国有经济重新定位。如果说长期以来因为
“
国有

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

标
”
而必须坚守 ,并寄希望国有企业一统天下 ,而

在市场经济下 ,由 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利益驱动

性 ,以及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原则 ,国 有经济应

退出竞争性行业 ,只 能定位为特殊的经济形式。

所谓特殊形式 ,按 照国有经济应有的地位和应起

的作用来看 ,它 只应该是在公共性、自然垄断性、

命脉性等领域存在的一种形式 ,实现国有经济
“
有

所为 ,有所不为
”
的经济布局。具体来说 ,现阶段

需要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基本可以划分

为以下四类 :一是关系国家安全行业 ,如造币工

业、重要军事工业和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领域以

及国家战略储备系统等 ;二是具有较强社会效益、

非国有资本目前尚无力或不愿进入的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项 目,包括大江大河治理、重点防护林工

程、重点公益工程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三是

特大型不可再生资源 ,如 油田、煤矿等的开发项

目;四是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开

发 ,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等。需要指出的

是 ,上述领域只是给出了现阶段需要国有经济继

续发挥重要作用并优先保障的
“
底线

”
,并 不是说

国有资本就只能配置在这些领域 ,其余经济成分

必须齐步退出。其总体思路是在坚持国有、集体

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 ,鼓励和引导个体、

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不

断发展 ,国有经济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量将会继

续增加 ,整 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分布更加合理 ,但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有所减少。
“
只要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国有

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 ,这种减少不会

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
[3](23页 )。 应该说 ,

这是已跳出国有企业本身的圈子 ,站在更高高度

提出的战略性方案 ,能够有效解决目前国有经济

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诸多

弊端。

在微观层面上 ,即 从抓国有大中型企业 自身

人手 ,实 现改革同改组、改造相结合 ,搞好国有企

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实行公司制改造 ,真正实

现
“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
,使

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

主体。其中,主要应抓好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产权

制度改革 ,二是治理结构问题。当然 ,这两个问题

又是相互关联的。

(一 )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是国有企

业改革的难点和关键。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

有效结合途径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

观经济基础 ,产权制度改革是突破 口。市场经济

理论研究表明,如 果产权明晰 ,具有终极所有者 ,

产权所有者就可以排他地使用其所有的资源并从

中受益 ,关心自己的产权不受侵害 ,并依据市场的

价格机制 ,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的使用者。因此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杈明晰的制度交易费用低 ,运

营效率高。但是 ,长期以来 ,国有经济作为
“
国家

所有
”
的经济实现形式 ,谁真正代表国家行使所有

者权利是不明确的,即 出现了所有者的
“
缺位

”
现

象。因而 ,也就出现任何人无权声明对资源的所

有 ,不 具有排他性 ,人人又皆可从使用资源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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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同 时又不负担责任 ,自 然就导致资源配置的低

效性。所以,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明确国有资

产投资主体 ,形 成国有出资人制度。通过出资人

代表行使所有者权能 ,按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重

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 ,对企业的债务

承担有限责任 ,不 干预企业 日常经营活动。由于

所有者的有效监督 ,才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

殖。

(二 )确立公司治理结构。现代企业的突出特

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因 此 ,产权清晰必须

明确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

我国国有企业由于财产所有关系不明确 ,真正独

立经营的法人主体没有确立 ,作 为全民财产所有

者的代表只能由行使国家职能的行政机关来行

使。就是说 ,国 家行政机关兼企业财产所有权和

行政管理权于一身 ,对企业既行使作为投资者的

所有权 ,又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且多数情况下 ,以

行政管理权代替财产所有权的行使 ,导致国家机

关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 ,使 国有企业失去了经营

自主权。另一方面 ,“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
、股东会

和童事会形同虚设等违反公司制基本原则的做法

广为流行 ,实际上把所有者排除在企业之外 ,于是

注释 :

①②③数据来源于《改革内参》第⒛、21期 。

便相当广泛地发生了
“
内部人控制失控

”
的问题。

所以,明确企业的法人财产权 ,一是在清产核资、

界定产权的基础上 ,核清资本金数额以及法人财

产占有量 ,理清产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使企业以全

部法人财产独立享有民事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民

事义务。这是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

积累、自我发展 ,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

体的财产制度保障。二是避免
“
失控现象

”
,确保

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 ,这种保证即是在所有

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

构 ,特别是通过股东会这一权力机构得到实现。

使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照章纳税 ,对所有者的净资

产承担保值增殖责任 ,不得损害所有者权益。

总之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可 以综合地解

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中遇到的一系列体制性矛

盾 :实现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 ,使企业成为

独立的市场主体 ;建立有限责任制度 ,改变国家与

企业的债务责任关系 ;所有者职能到位 ,将形成企

业的动力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 ;通过公司制改革 ,

建立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动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 ,放

大国有资本的职能 ;建立企业法人治理机构 ,形成

科学合理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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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China’ s initial stage of sociahsm, it is of inevitab⒒ity and possibⅡ ity to estabhsh

market economy system, where pub⒒ c ownership functions as the principal part, whⅡ e co-existing

and coˉ developing with several other° wnerships。  1Γo estabhsh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can compre-

hensively solve a series of systematical contradictions arising in the course of gearing state enterprises

lnto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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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从《论语》、《孟子》考释
“
其

”
具有

“
自己的

”
这一义项

先秦汉语中,“其
”
是一个虚实相间、用法多样、使用频繁的词。它使用得最频繁的情况是作代词 ,充 当定语 ,表示领

属关系。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用法一般译为
“
他(它 )的

”
、
“
他(它 )们的

”
。然而在下面一些同样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用例中,

却需译成
“
自己的

”
才较为贴切。

(1)颜渊死 ,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 ,有棺而无椁。
”
(《论语·先进》)

(2)子 曰:“ 善哉问!先事后得 ,非崇德与?攻其恶 ,无攻人之恶 ,非修恿与⋯⋯”
(《论语·颜渊》)

(3)盂子曰:“ 爱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 ;礼人不答 ,反其敬⋯⋯"(《盂子·离娄》上)

(4)孟子曰:“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 ,而所以自任者轻。

”
(《盂子·尽心》下)

另一些同类的句子 ,译成
“
他(它 )的

”
似乎也通,但终觉别扭 ,不 自然、不贴切。

(5)子 曰:“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

(《论语·为政》)

(6)子 曰:“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

(《论语·公冶长》)

(7)“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 ,则怒 ,悻 悻然见于其面⋯⋯”
(《盂子·公孙丑》下)

(8)盂子曰:“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
(《盂子·尽心》下)

还有些相似的句子,译成前述两种均可 ,但仔细琢磨 ,还是译成
“
自己的

”
更切合文意。

(9)或问柿之说。子曰:“ 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 ,其如示诸斯乎 !” 指其掌。(《论语·八佾》)

(10)子谓公冶长 :“ 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

(11)盂子对曰:“
·⋯ 未̈有仁而遗其亲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
(《盂子·梁惠王》上 )

(12)盂子谓齐宣王曰:“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
(《盂子·梁葸王》下)

“
其
”
可以译为

“
自己的

”
,从训诂的依据看,是

“
其

”
可以通

“
己
”
。《诗经·王风·扬之水》

”
彼其之子

”
,郑 笺 :“ 其或作

‘
记

’
,或作

‘
己

’
,读声相似。

”
《诗经·郑风·羔裘》

“
彼其之子 ,邦 之司直

”
,《左传·交公二十七年》引作

“
彼已之子,邦 之司

直
”
。《诗经·曹风·侯人)“彼其之子 ,不称其服

”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作

“
彼已之子 ,不称其服

”
。《论语·宪问》:“ 不患

人之不己知 ,患其不能也。
”“
其

`“

已
”
属于同义换词的情况。《孟子·离娄》上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

之。
”“
其

”
、
“
己
”
也属于同义换词的情况。

“
其

”
在上古是群纽之部字 ,“ 己

”
是见纽之部字,同 为牙音 ,且韵相同,具备通假

的可能性。(余 一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