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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经 济 政 策 的 几 个 问 题

唐仕润

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对新经济政

策的讨论,对它的产生、分 期、实 质 等 问

题,提出了不少的新见解、新成果。笔者认

为;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俄共 (布)在探索新

经济政策时,既没有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 ,

又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战争环境,因此 ,

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政策的

论述,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完整地

准确地理解列宁的一些基本思想,否则就会

陷入片面。以下就新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 ,

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在探索的实践中形成新经济政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

义之间,存在着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

渡时期。这个时期 ,在政治上只能是无产阶级

专政,在经济上则兼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

特征。资本主义愈不发达的社会 ,所需要的过

渡时期就愈长。这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过

渡时期的问题,但在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却

是另外一回事。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俄共(布 )

是如何在实践上来解决这个 问 题 的 呢?这

时,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无别国的经验可

以借鉴,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革命的任务,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和战争环

境的实际出发,来探索过渡时期正确的经济

政策。因此 ,列宁和俄共 (布)的经济政策 ,

是在探索中前进 ,经过曲折的道路而形成的。

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苏维埃国家 “打算实行一系

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地过渡到新制度。”

(《 列宁全集》第38卷 70页 )(1917年至1918年春 )。

这时的政策是在全国建立起工人对产品的生

产和分配的统计和监督 ,赤卫队冲击资本,即

由国家控制基本生产资料 (土地、银行、大

型工矿企业、铁路、运输、外贸冫,同时还

保留着大量中小企业。1g18年春,苏俄摆脱

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列宁开始把注意力集

中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他在一些著作

中为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列宁

指出 ,苏俄面临的历史任务不是剥夺剥夺者 ,

而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在经济上要停止一

下进攻,进行适当的退却或妥协;要在-切

企业中组织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
重视农民经济;要吸收专家参加工作,付给

高额酬金,实行按劳分配。列宁还第-次提

出了苏俄存在五种经济成份,初步认识到国

家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还指出要采用托拉

斯和泰罗制中的科学的进步因素,在经济管

理中实行个人负责制。1g18年 4月 ,上述政

策为俄共 (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通过。这

些政策虽然被以后认为 是 已经 规定了新经

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

苏维埃经济同市场和商业有何关系- “对国

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自由贸易
”, “一

个字也没有提到
”(同上3了 9页 ),所 以,这时还

不能算是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因 为 新 经 济

政 策 的 基 础,即 商 品 货 币关系还未确定

下来,同时党内高级干部中 “左”派幼稚病

的思想还很严重,对列宁和俄共 (布)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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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仍有一定的牵制。正如列宁指出,虽

然在过渡时期上”有或长或短两种可能性的

估计9但是多半是 “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建设这种推断出发 的″
(同上65页 )。 由此 可

见,这-阶段虽已认识到了新经济政策的-
些基本思想9但还不坚定、不具 体 和 不 彻

底9而且在这⋯时期已隐藏右⋯些 “战Ⅰ扌共

产主义″穴二衤l山勹苗头。

笫二阶段9是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的

时期 《1918年下半年袅】921年 初)。 列
·
i=莅

1"8jf春提出的攻策,因 ェ年陌内戊争的烬

发而中dJ亍 9苏维埃田∴I∶ 从191Ⅱ
i∶ 下半年开始

逐步转入 “氵丿t时共产主义
”
的拶1逍。实行 “战

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9其原囚有三:古

先,是战争的迫变9资本家、地主向苏维埃口

家捉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蛋其次,四年帝国

主义战争的破环使国民经济陷入绝境;最后 ,

是由于其他方面的错误,如缺乏经验, “直

接过渡
v的模糊设想等。这个政策除军事政

治揞施外,经济措施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

制,大中小型工业全部国有化多商业全部国

有化多禁止私人贸易9实际上消灭商业;经

济实物化9货 币作用丧失 ,实行义务劳动制,

按阶级原则和生理特点平均分配粮食多全国

工业实行总局集中管理体制。列 宁反 复说

明9这个政策乍为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措施 ,

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乍为过渡时期无产阶

级长期的经济政策则是错误的。所以战争结

束后”娴2Ⅰ午春出现了经济危机 痢l攻 治 危

机9这个政策晦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第Ι阶段9通过实 i亍折经济政策 (19Ⅱ

年春)。 |921午 初9列宁在调查研宄和总结

前段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新经济政策。⒛

21年 3月 俄共 (布)笫十次代表大会正式通

过实行这个政策。有人认为9新经济政策是

为了解决 “
战时共产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

而采取的临时的退却政策。笔者认为这种耆

法有片面性。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有两方面原

因:-方面,列宁领导苏堆埃国家根据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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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从俄国经济文

化落后的实际Ⅱ∶:发 ,经过多砷尝试和实验 ,

在实践中终于找到了新经济呋策9这是俄共

《布)为寻求解决社会主义艹没∴1总任务的

必然绾呆。本文上述历史过杠可氵t说 明这点。

另-方面9∞ V年 的讧 昭I fΠ
“∴1∷刂

^共产主

义”臼I消∴∶ijⅡ 9计 `战 丁1θ f∶ ∶⒈;∵ ∴l严重局

势,使俄共 (珀 J》
-」

^Ι
立叩改∷∶∶i经济玟茨。

这样才彳l合 、Ⅱ̀jˉ 沟巧艾i!∵ 丿l。 列宁拍出:J°根

食 税 代 甘 i丨

`收
失1∶ 足Ⅱ于忠任务和回前

政治J彡 扌:,饣 r饣 |二 闸所引起1∶ 。,(cjj=企 ∷I》
9jij32卷

“cΙ()列 宁 iⅠ 多次 谈到过:i△∮玟策与1918

年杳的政策的继承关东丨l根本沟转变。1921

年苷氵1圻经济政策足要从社会主Σt退回到国

宋资本主义·这足 19I8iΓ 芯 就大 体 上准备

奸的阵∫丨u。 仁折珏济政婊绝不足 191^8年 春的

简单重欠.而 艮注祈的 :厅 史条丰下,l主 叫甲

货币市场关系基咄上的本贞转变。这是列宁

深刻咆总结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 9

结合饿国的实际清况,进-步 圳琶性的运用

和发展马克忌主义的结呆”是在历史上没肓

先咧妁清况下,第一次完簦也仑面也提出了

过渡讨期无产阶级欠瑚的泾济改策 ,

后来”列宁在淡到这几次政策的转变讨

说多力什么会有这种以乎舌来是不正确的和

偶然均转变呢?为 汁么邛忄我↑]试用-系列

的措 施 来 逐 步 地、泱玉 地 实 行经 济 改

造?为什么斗争的逻辑ηl资产阶级均哽抗又

迫使苏维决凵宋∷'K取 :l瑞 拼午斗∮方 i去?这

邯不沈离开当时斗争的历攴 t年 「{二 ,只要间想

一下斗争的攴丈条绊,扰 |垂 ij这 冲转变了。

在
'F沦

前两没经济政J走 ∵∶扌。列 冫诣出庄刚删

夺得政权和j罢脱帝 !国 主义戊争初j罚 “我们对

于经济建没任务的淡论,比 1918年 下半年以

及整个19I9年和1920羊 姜小心注真得多
”。

(《 列宁全襄》第33郭 2页 )从 第 一阶段 转人第二

阶段9然舌叉转入第三阶段9从形式上仿佛

又回到第一阶段9但实际 L是浒证认识的螺

旋式 L升过程 p是正确认识事物的规簿。



薪鳋济跛缣的卖嶷翮分觌问题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在无产阶级掌

握政权,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9结成了

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样三个条件下实行国家

对资本主义的调节,利厅商品I货 币关系”利

用市场 9“ 把商品交换支到古要地位,把它亻i=

为新经济政策的主妄扛杆。
”

(《 列宁全I豺仃32

卷压2噬页)在经济管理中实行商业原则9在苏联

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政策的实质是:笫 -,巩

团工农联盟,即正确处理工人与农民的关系 9

允许农民有贸易自由,通过市j为建立起工业

品与农产品之间的正常交换'建立起工农经

济联盟,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 义 建 设。第

二,对资本主义成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
系列原则,逐步把它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新经济政策预计到注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

谁战胜谁的 {争 ,社会主义将逐渐排挤资本

主义9最后取得完仝的跬刊9新经济政策的

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新经济政策实行了多久呢?有人认为9新

经济政策从1g21年开始,1922羊 春列卞宣布

退却终止这个政策就结束了。也有人认为是

实行到1g25年底才结束”以后是大规摸的经

济建没时期。笔者认为9这两神意见部值得

商榷,因为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时期的长i胡经济政策”它应包括从

开始执行到社会主义建戍这 -段历吏讨朋。

所以,应该是1921年奋起到1937年 苏联宜布

建成社会主义为止。这⋯时期”大体上可分

为四个阶段。

第ˉ阶段是确 辶或制定新烃济l玟策的基

本原则和措施 的阶 段 (192弹 春 至1922年

春冫。

1g21年春召开了俄共 (布) “十大
″

,

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浪收集捌,从此开始了

由 “
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实行战略退却。但是退到f十 么也方,退到汁

么程度, “十大
”

并未完全决定下来,这取

决俄国的实际薷要。因此 9在ˉ年内9根据实

行粮食税和商品交换出现的新惜况、新问题 ,

俄共 《布)举行了两次代表大会和两次代表

会议,苏维埃政府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决
定了新经济政策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剡和基本

措施。

俄共 (布 ) “十大
”决定iF行新经济政

策后 9仝党思想比饺溉乱9同 午五月又召开第

十次代夜会议,纨-全党峋思 i|农 认识,拍出

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经济政策,各级党政干

部必须极其仔细和认真贯彻执行。会议指出 ,

商品交换是垫本杠杆9要研究市场。会议决

定要发展中小企业,允 i午地方经济机关把国

家企业租给私人和其他机关,按企业工作好

坏对工入实行集体供应和实物奖励柙l度 ,改
革昔理制度9成立托拉斯 ,发挥地方、企业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 8月 9日 ,人民委员会政

府发布了列宁起草的新经济玫策的指令,规

定了一系列原则和具体措施。同年12月 ,又
召开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决定从商晶交换再

退到商品买卖、货币流通 (这年 秋 天 实 际

已发展成商晶买卖了),即 国家凋节商业、

掌握市场、从市场出发考虑其他-切经济措
ˉ

施·决定国鸶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和加强企业

管理。决定改革财政的指导原则是恢复金本

位9建立稳定货币冫消灭赤字顶算·决定改

革工资制度的原则是香工人对生产的贡献,

决定巩固国家手中的大工业,发展合阼社。

强调用法f聿来保护新经济玫策所形成的新关

系。1922年 3月 ,又召开了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通过了财政改革的21点基本措施,包括

财源、税收、信贷、外贸、改 革币 制勺步

骤,从经济实物中完全摆脱出来的方法;在
农村政策上9允许租佃土地和睫用雇用劳动

力。列宁在这时提出了共产党员 要 学 会 经

商、学会经营管理,并宣布退却到此为止。
“十一大

″
决议指出: “党所认为的必须向

私人资本所作的 让 步 应 以过去一年内实行

和规定的所有措施为限。”
(《 苏共决议汇编》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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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芬册1sO贲 )有人把列宁宣布退却 到此为止和

决议的这段话,作为新经济政策实行到此为

止的依据,这是误解。列宁的意思和 “十一

大”的决议十分清楚明确,它既说明过去一

年是规定新经济政策措施的时间,又指明允

许资本主义在这些规定的范围(笼子的大小)

内活动,绝不是指允许资本主义的活动时期

到此为止。认为这个政策只执行了一年 ,显然

是错误的。

第二阶段是实际完成由 “战 时 共 产 主

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时期 (1g22年春至

1925年 底)。

要在国民经济领域内,具 体地实际完成

过去一年新经济政策规定的那些 原 则 和 措

施决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经历了二三年困

难的实际转变过程。如建立工农产品之间的

正常交换,就花了几年时间,1921年 春实行

了粮食税,完全征收实物。1g23年 改为完全

征收货币税,但税款偏高。工业品价太高,出

现了销售危机,1925年 决定取消其他税种 ,

改收单一的农业税,并降低税额。这才完成

了工农业产品之间,完全通过市场进行正常

的交换过程。又如财政和币制改革,也经历

了痛苦的过程。1g22年 11月 ,列宁指出 “真

正 重 要 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
《列宁选集》第

讧卷0Ⅱ页)o∵因发行纸币过量和赤字预算,使

货币贬值惊人,其他有关政策的施行也受到

影响。由于黄金和物资准各不够 ,不能立即实

行金本位货币;1922年开始发行一种不贬值

的面额大的银行券与纸币同时流通,结果使

只能获得纸币的农民受到损失。1g2压年春 ,

俄共 (布 ) “十三大”通过了完成币制改革

的计划,发行金本位的卢布 (切尔文)、 银

辅币和铜辅币。 6月 ,停止纸币使用,完成

了币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从实物经济向

货币经济的过渡,为新经济政策的其他措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他如经济管理、计划

工作、商品流通、工资改革、经济核算等措施

的实行,大多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那末 ,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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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1g⒛年苏联国民经济已接近恢复,这个

政策的生命就结束了呢?不是。因为这个政策

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国民经济,更主要的是

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阶段是运用新经济政策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和建设的时期 (1925底至1g32年 )。

1925年 底召开的俄共(布 )“十四大
”指

出:整个国民经济蓬勃发展 “出现了无产阶

级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进攻和苏联经

济向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的局面。”(《 决议汇编》

第8分册t8页 )由 于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1927

年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私人资本的增长也

达到高峰。在这年的联共 (布) “十五大
”

和1928年 10月 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批判了∵

些入急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观点,指出

要继续坚持这个政策。但是,由于斯大林和

党内一部分干部害怕资本主义,过快、过急的

对工业和商业中的资本主义采取消灭政策和

“献金运动”,19⒛年10月 后,又过急、过

快的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对富农采取

消灭政策。因此 ,到 1932年 资本主义成分在商

业中已完全消灭,工业中只剩下0.5%,租让

制在1930年 批准最后一个合同后,采取收回

政策。农业集体化面积已达75呖 ,实际上新

经济政策已基本结束。

第四阶段是新经济政策的尾声和社会主

义的建成(1933·——1937年 )。 第二个五年计

划期间,进一步消灭了资本主义的残佘 ,完成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

解决,社会主义大工业和集体农业(99%)已

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1937年 斯大林宣布苏

联建成社会主义。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

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实践证明,列宁的新

经济政策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的目的已

经达到,但其生命力并未完全用尽。

农民被作为
“
主要的打击对象

”
吗

有人认为,列宁和俄共 (布)曾 把农民

仵为
“主要的打击对象

”
,表 现在内战时期实



行余粮收集制,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为
“内部的主要敌人”。笔者认为,上述意见

严重曲解了列宁的思想。

工农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列

宁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的革命实践中,

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列宁在十月

革命前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9一直把工人

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

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联系在一起。列宁提出

一个著名的原则 ,“ 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

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

持领导作用 和 国 家 权 力
”

(《 歹刂宁仝失》笫sz

卷矸了页)这是苏维埃政权取得成就、 “取得最

后胜利的保证”
(同 上第33卷 218页)o列宁和俄

共(布 )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农民问题,从未

把农民作为 “主要的打击对象
”。

余粮收集制是不是把农民作为 “主要打

击对象”呢?回答是否定的。列宁对这个政

策进行过两方面的分析,-方面是从内战时

期的客观历史条件来看9余粮收集制是符合

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建立工农军事联盟的

基础,保住了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列

宁指出, “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正

确关系的基础,是在1g17_1921年建立起来

的。”当时,由于国内外反动派发动了推翻

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这使得工农之间的军事

联盟得以建立、巩固和形成起来o “如果没

有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则军

事联盟甚至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
”

,(同上

第82卷 4哇 4页 )在战争激烈 进行、经济严重破环

和人民挨饿受冻的情况下9为 了工农的根本

的长远的利益,保 汪政权, “余粮收集制是

最适当的办法”
(同 上445页 )o这时,把布尔什

维克同白卫分子比较-下 ,连最落后的农民

也拥护苏维埃政权。因此,内 战时期实行余

粮收集制不仅不是把农民作为
“主要打击对

象”,而且是保住农民根本利益 的 适 当办

法。那么,难道农民没有因这个政策作出重

大的牺牲和损失?当然不是,为 了保卫自己

的政权,不仅农民作出宁苣大牺性和损央

'全苏俄的工人和劳动人 民 都 作 出了尊大的

牺牲。但是,他们都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

地作出这种牺牲的。因此,我们不能用谁作

出的牺牲大来说明谁就是受打击 的 主 要 对

象。谁都明白,内 战时期的主要打击对象是

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地主资本家及其武装

力量白卫分子。

另一方面9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长期

经济政策的角度看,列宁多次指出余粮收集

制是模糊的企图 “直接过渡
”的政策,因而

犯了错误,是 1g21年春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

危机的主要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

再倮留佘粮收集制,要进-步正确处理与农

民的关系,新的任务是 “在工人阶级与农民

之间建立经济联盟”,从军事联盟过渡到工

农间正常的经济联盟。因此,改行新经济政

策就是为了保持同农民的正确关 系 (同 上第m
卷3g了 页)o

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的论述是

把农民作为
“内部的主要敌人”吗?回答也

是否定的。列宁确实在1918年 和1g21年的有

关著作中,对俄国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

过多押分析,而且把它作为可以教育引导的

东西。什么是自发势力?它是一种动摇不定

的、最无定型的、最不巩固的、最不自觉的

东西。表现下列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自由散

漫 和 无 政 府主义倾向的自发势力。第二种

是小私有者的心理状态,不愿接受国家监督

的自发势力。第三种是小资产阶级上层经常

产生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因为他们积累
·

了一小笔财产、渴望发展成大生产者。对于

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无产阶级的任务

就是教导他们,没法影响他们。引导动摇分

子和不稳定分子。”
(《 列宁全表》第硅卷98页)让

他们服从国家监督,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始

终贯彻的基本路线是把 “劳动的农民和投机

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能按国家价

格出售粮食和遵纪守法的夜民 “完全不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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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9 “最河 靠 的 向盟

者”, “
亲兄弟

”(同上θ3页 )o

列宁在论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时9把
那些人当成敌

`呢
?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

政治上的敌入,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

反动头目,利用1921年春出现的自发势力的

动摇性9装扮成非党分子9打着拥护没有布

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旗号,同帝国主义和

米留可夫之流配合,建立第三种力量,幻想

走第三条道路9推翻无产阶级政权,为地主

资本家上台效劳。列宁愤怒斥责切尔诺夫和

马尔托大之流, “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

发势力与布尔什维宄 疏远,帮 叻
‘
政 权 转

移
’以利资本家地主”。(《 列宁全策》第32卷 8M

页)列宁 把 这些利甲 自然势力进行反革命活

动,推翻苏维唉攻权的人,作为主要敌人。

另-种是经济上的 “投机商、奸商、垄断玻

坏耆一这些就是我国
‘
内郎的

’主要敌人,

即苏维埃政权经济措施方面的敌人。”
(慈 列

宁选集》第3卷541页 )因为这些人千方百计 破 坏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反对社会主 义 经 济 成

份。笔者认为,把在畋治上利羽自发势力推

翻工夜政权、经济上利用自发势力反对社会

主义经济丿各饣人,作为主要敌人,是完全正确

的。任河一国均无产阶级都会如比。由此可

见,我
"不

能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同整个

农民小生产者混同起来·把遵纪守法的方功

农民同少数投阢钊汜分子混同迤来;把小商

品生产者是产土资衣主义的基础同小商品生

产者就是资产阶级混司起来,把 利昭自发势

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翊无产i阶 级专政的攴

动的攻党头目同可以牧肖次造的自发势力混

同起来。否则,就 衾陷入错误,列 冫对小资

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沧述,不是萎把攵民乍为
“主要打击对象

”,而是要找共(布 )采 取正确

的玫策对侍夜民,争取和孜育夜民9排除资产

阶级时农民的影响,帮 功农民克哏动瑶跬,

通过合乍制把灾民引导到吐会主义 道 路 上

来,以进 -步巩固工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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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蒙资禾圭义建设社会圭义

列宁认为9用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为建

设社会主义服务,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基本

原则。实践证明,在苏俄存在着五种经济成

份和小生产者占优势的恬况下,不可能直接

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作为小商品交换发

展的自然产物的资木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

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

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呢?或者是 “-概加以禁

止、加以封闭
”9这是一种

“愚蠢”的 “自

杀”的政策”或者是采取行得通的和唯一合

理的政策,即把这⋯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

的轨道。因为从经济上看。只要资本主义存

在的地方,那里就可以实行某种程度的国家

资本主义(《歹刂卜全礻恚冫第32卷 335Jr)。 因此,无产

阶级国家应该利甲资本主义 “阼为小生产和

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

的手段、道略、方法 和 方式
”(同 上3吐 2页 )o

只有通过这种中间环节, “才能将资本主义

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全部的关

键就在这里”。(同 L311页 )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是
“
中量环节

”
的思

想,是苏俄对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一项总原

则 ,即 国家利明资本主义 ,迫 陡资本主义为无

产阶级事业服务9使它戍为发展国家生产和

社会主义经济的 “帮手”。有人把这祝为奇

谈。列宁回笞:这不是奇淡,而是经济上无

可辩驳的事实。后来的实践 岜证 明,私 营

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恢芟和发啶起了重要

的阼用。它们生i讧的第二邙类消赍品,初期占

全国
4/5,后

来虽然比重育下降到30%,但绝

对虽一直在 i曾 艮,192o革达到 1o亿 肖布,就
业人数从开始珩31万噌桕到 400万。开始私

营商业占全国零害商品的大部分,到 L927年

还占全国唾0%以上,流通颉达 52亿 卢布。

列宁关于发展私入中小企业,组织工农业之

间商品流转,改 薯工农圭活,积 累资金,从而

为恢复和发畏社会主义工业刨造 条 件 的 意



见,完 全实现了。中小企业为满足市场需要 ,

减少失业,提高国家生产力,支 援大工业的

发展,起到很好的 “帮手
”作用。

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怕吗?回笞是不

可怕。因为除了国家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为

无产阶级控制之外,它还要受社会主义国家

的调节。这个调节政策的原则是:一方面 ,

国家在有利于恢复和发 展 经济、有 利 于提

高国家生产力的范围和限度内,为私人资本

主义经营提供必要的条件;另 一方面,必须

对私人资本主义破坏性的-面和对抗国家政

策的违法活动进行限制、斗 争 和 惩办。因

此9利用资木主义必须∵l同玄对它的调节作

为前提。调卞内容如下:

第一,只允讠ii1木主义殆i一定限度的范

围内,即适置屿和狭小的范围内得到发展。
“至于限度的大小,实践和经验会来决定。”

(《 列宁全集》审32亡 35C页 )这 新是饣说 的既要 鸟

儿飞 ,又只让乌儿在笼子里飞。国家明确规定

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在第二部类和零售

商业中适当发展。

第二,用 国家机关的行政权力、法律、

合同和租约同资本主义非法利用新经济政策

的违法、犯罪、逃避国家监督和统计的行为

作斗争,惩办那些有 违 法 犯 罪活动的资本

家。如1922年 法庭就审理破坏劳动法的案件

达两万多起。

第三,用经济手段谓节资礻主义。即用

原料供应政策 (不供应某些持种材料)、 信

贷政策 (限制其贷款数量)、 不同的税收政

策 (实行累进税、附加 税、遗 产 税)、 价

格政策 (提高运价0。 5至 在倍)和其他政策 ,

调节资本主义的发展、活动范围和积累量。

列宁还指出:要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

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

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有 :

租让制。这是-种纯粹的国 家 资 本 主

义,由 苏维埃国家与西方资本家承租人签订

的 “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同上88了页)从

中可以取得外国资金、失进技术、先进设各、

重要产品和学习管理经验。据统计有扭00件

申请租让书,实际签订租约有178件 ,实施的

还要少些。估计稆。让企业和其他形式的外资

企业有 350家左右。吸收外资约 1亿卢布 ,

占全国总产值 1豸。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

势,租让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列宁这个

政策却具有深远的意义。

合办股份公司。这是由国家与私人、合

作社或其他机关合股经营的股份公司。1g21

年成立26个 ,1925年达166个 ,总投资为 3亿

多卢布,私人和合作投资占-半以上。

私人承租企业。这是新经济政策允许发

展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是由私人向国家承

租或归还私人的企业,由 私人经营。全国划

出了】2507个 91923年实际租出5500个 (不计

面粉厂)。 整个私人企业存在期间,这类企

业占70%。

此外还有合作社企Ⅱz和代购 代 销 等 形

式。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究竞采取哪些

形式,应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掌握。

新经济政策使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方法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既然允许而且发展 “由国

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必然会使
“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改用所谓经济核

算,即商业原则。”
(《 列宁选集》第4卷 582页 )因

此,利 用 商 品 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是列

宁经济政策一项基本原则,是制定经济管理

和经济建设计划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9必

须明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同

资本主义下的商品货币关系 (包 括 商 品生

产、价值规律)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已在被纳

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在这个体系起决定

作用的条件下9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改

造非社会主义成份的工具。由于商品货币关

系在过渡时期具有双重性,国家的任务就是

利用它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面 ,限制其自发

的无政府主义破坏性的一面。
“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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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不是超越这个计划范围,而是要改变

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 列宁全集》第35卷 584

页)因此 ,为 了适应新经济政策,必须改变全

国的计划工作和管理体制,改变领导工业的

形式和方法,取消简单的行政命令和全国集

中统一领导全部工业的作法,把统-性和灵

活性结合起来,有计划的利用商 品 货 币关

系。这个政策就是把货币、价格、信贷、利

润等价值手段,作为计划领导和经济管理的

手段,作为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同时,国家

要学会经商,成为批发商, “用自由贸易击

败自由贸易
”(同上第82卷 JB8页 )o

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商业原则包括两个方

面:第 -ˉ =,计划原则。企业活动服从全国统

一的计划。第二,适应市场 需 要。研 究 市

场,占领市场。把集中的计划原则与发挥企

业的主动性结合起来。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

管理原则,除计划经济、经济核算外,还有

节约制度、国家利润、个人和集体的物质利

益、对劳动和消费的监督等屋要原则。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

(上接第101页 )

⒓。其他:3项次。如快速书写,利用工

具书的某种方法等。

象这样一题一题地培养良好的学习方法

和习惯,日久自见功效。教师若能从课到单

元、到册再到全套教材系统钻研,统观练习

题这方面的内部结构,必能成竹在胸地进行

学习方法和习惯的培养,极有利于自学能力

和习惯的形成;同时,这也是教材体系研究

和运用的一个方面。

凡是有利于培荞能力、发展智力的教学

方法都是好教学方法。过去的语文教学积累

了不少好的教法,有人曾统计有 四 十 种 以

上⑦o此后发展,当 日益增加。这里仅提出

一些与体系教学相应的教学方法 及 有 关 问

题。有些已涉及教学原则,但未从原则的角

度进行论证和加以运用。这里绝无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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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

够赢利。”
(《 列宁选集》第4卷 583页 )列宁要求

把国民经济一切大部门的管理,都 建 立 在

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企业要实行个人负责

制。根据列宁的这些原则 ,苏维埃国家废除了

总局领导制,改组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

国家计划委员会,建立和完善了托拉斯,规

定了地方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权力,协调

和制订中央和地方、中央各部门之间的计划

工作,逐步消除了混乱现象,使国家一步步

地走上了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道路。

列宁领导苏俄在探索过渡到让会主义的

经济政策、途径和方法的实践中,经历了痛

苦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找到了我们

今天认为是常识的一些原则、方式和方法。但

是,由 于后来过早的结束新经济政策,没有

使这个政策的经济潜力和政治潜力充分的发

挥出来,给苏联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

带来了消极影响。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

应采取分析ng态度,抛弃错误,吸取对我国
“四化

”
建设有益 n勺 经验。

或认为只有这些方法才是最好'的语文教学方

法之意,仅仅希望能在发展教法的长河中增

添几条波纹。

注释:

①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材教法研究室中学语文 组主

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1982年秋,当 时的四川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编印了单册

教材体系研究的征求意见稿,并开始试教;1θ 88年春又

出了双册的征求意见稿,继续试用。1g88年修订后,于

秋天正式由出版社出版上册 (单册),1θsJ年春出版下

册 (双册)。

③ 布鲁纳:《 教育过程》。

④ ⑤《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⑥ 1θ 83年 8月 10日 《教育部关于进-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

质呈的几点意见》。

⑦ 1g82年 2期 《语文教学研究通讯》 (全国中学语文教学

研究会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