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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我国经济∷建设实践

何  寿  枢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它仍是我们考察现代

资本主义矛盾必然进ˉ步发展的锐利武器。同时,由于它也揭示了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

的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般规律,囚而只要去掉它的资本主义外衣,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适

∷用的,I它是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没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多年来,我国经 济建

设的成就与失误、经验与教,Ⅱ ,都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正确性。∶当前,我国调整

国民经济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深刻理解和掌握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资本

论》中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容极为丰富,本文拟根据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仅就我国社会

主X扩大再生产中应当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试仵一剖析。   ∵

∶笫-,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   ∶ ∶ ∴           ∴

马克思考察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入手的ρ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

各个组成部分不仅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在实物上也得到替换以后,社会再生产才能继续

正常进行。为此,马克思还提出了正确解决社会总产晶实现问题的Ⅱ两个基本理论前提:第-,
按照实物形态,把社会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 I部类是生产资料的

生产,第 I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都由不变资本价值 (c)、 可

变资本价值 (o、 剩余价值 (m)三个部分组成。由此出发,才能顺利地解决社会总产 品

的实现问题。                    J
∷ ∵

马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时,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是 I (v+m)亠 Ⅱc,即 第 I

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佘价值等于第 I部类的不变资本占在扩大再生产时,总产品实现的基本

条件是 I(v+m)>Ic,这 是以不等式表示出来的平衡条件式o.这样第 I部类才可能为

两大部类扩大生产提供所需的追加的生产资料。但决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第 I部类的这种

作用。正如马克思说: “就像第 I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Ⅲ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

-样 ,第 I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 I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Ⅱ
”

,(《
.资本论》第

=卷
,∶ 人民

出版社】θt呼版,第584页。以下同书只注明页数)这就是说扩大塞产不仅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还要有

追加的生活资料。可见,第 I部类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第置部类也有相应的发展占只有生产

资料和消费资料都按上述条件相应地发展了|∶ 社会再生产才能以扩大的规模进行。总之,社

会总产品无论在简单再生产时还是在扩大再生产时,∶它们的实现条件都∴表明两大部类之间以

及各部类内部的分部类之间存在着ˉ定的比例关系o∶ 它们之阆是互相提出需要,互相提供满

屉溽要的产品,互为市场,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o社会生产只有遵守这些比例关系,总产

品才能实现,再生产才能进行。所以,正确处翟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Ⅱ使之保持平衡、:

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妁摹本条:件o没有这种比例关系,就没有生产的正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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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增长速度。

但是,以往我们的经济工作存在着
“
左

”
倾错误,盲 目地追求高速度、片面地理解生产

资料优先增长,搞钢铁孤军突出,结果导致了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农轻重的比例极不合理 ,

经济结构畸形,大大降低了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益,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为此,三中

伞拿哪王了绎犭平作的指早阝珲亻揖屮了哕碉

显重基定挈窘霪黯  鼗 繁暑夏把国苠经济搞得比较合比例。鉴于农业、轻工:

调,能源、交通成为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熬慢重工业的速度,加强农业、轻工业和能源、

交通事业的发展,把消费品生产放在董妾地位、,则堤完全必要的。只有如此,我国经济才能

稳步前进,健康发展。

∷ 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平衡的原理和:以往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启:示我们,应 当正确处

理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经济效益就是指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消耗《包括∴劳

动过程中占用的物化劳动和生产产品时实际消耗掉的劳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较。、困此经济

效益的大小,是同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成正比9而同所:消 耗的劳动量成反比,所以

从∵定意义上讲,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减少劳动消耗。无论是活劳动还是物化劳动的减少

都可归结为劳动肘间的节
′
约。 f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

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下册,第?25勋 可见提高经济效益十分重 要。∶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怎样评价和求得最优经济效益呢?马克思讲: f要 想得到和各种不

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
一

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ˉ定Lo

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

表现形式”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I第四卷,第 8-8页 )。 这个论述说明,:评价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标准

应当是Ⅱˉ定时期社会拥有的总劳动量中,∵ 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量所生产出来的各种不同用

途的产品数量△刚好与有支付能力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量相等。简单讲就是以生产出来的

各种产品能否满足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为标准,即社会需要与有用效果的∵比较。∷因此,在节约

时间的前提下Ⅱ根据社:会需要按比例在各i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社会劳动 -∶ 从而生产出能与:社舍

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的这种比例,就是最优的比例。而这种最优 比例I正是求得最优经济

效益的保证∵条件。以上分析说明,效益制约着比例 ,Ⅱ 从而也制约着速度。保证效益的比例是

最优比例,在这种比例基础上所能实现的速度是最优速度。当然,如果没有∵定的速度∴产

品满足不了社会需要量,.效益也会受到限制。但讲求效益是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比例是保证

条件,∷速度是讲求效益的必然结果,i∵ 因此∷今后必须把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以社会经济效

益的大小来衡量发展速度是否恰当,∶把经济工仵转移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能

再搞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了矿:|、∷¨∷t,∴  ∷ ∶ ∷  ∵,       ∷ ∶

∷ 社会圭义制度下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要意义Ⅱ同时也为此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马克

思说:“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

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 (《政治经泽学批判大纲冫弹稿)∷ 第∵分册,∶ 第

i】2即 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经济效益o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

需要的产品,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要求的。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以及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仅为提高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经济效益,而且为提高社会经济效

益提供了可靠条件。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现在强调提高效益,不是不要速度。∷我

国的经济建设不能没有速度,但不能离开效益和比例就说速度越高越妤,我国.的社会制度的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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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来发展国民经济的可能性,也有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许

多条件。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制定出能反映、符合社会需要的计划 ,

搞好综合平衡,首先是两大部类的平衡。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并以工定的速度发

展。这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有比例保证而增长的速度,才是有用的、扎实的、囟而也

是最优的速度。总之,正确处理好比例关系,首先是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既是提高经济效
∶益的条件,又是我国经济能以较快速度发展的保证。                ∶

第二,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关于再生产的类型,是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按再生产的规模,把社会苒

生产区分为在原有规模上重复进行的简单再生产和不断扩大原有规模的扩大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了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靠持续地扩大生产规模,使生产遂年有所增长才能
′
实现。

`因此,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每年把ˉ部分剩佘产品用于积累以扩大生产,这是 非 常 必要

的。               ∷                     ˉ

但是,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要使社会主义扩太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首先保证

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决不能因扩大再生产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征而忽视简单再生产σ

芷如马克思说的,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 “-个现实因素
” (第 488页 )∶ 理由之-, “简

∴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ˉ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部分” (第 45了页)。 这

就是说凡有扩大再生产的地方,简单再生产是包含在规模扩大了的再生产这-总体之中的
'

并构成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简单再
:生

产总是最大、蕞重要的主体部分丿而再生 产 的 扩

大 部r分 所占的比重总是比较小的:可见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IB。 痤由之主, “扩

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
” (第 s60页 )这就是说,生产·建 设规

模能否扩大,剩余产品能否转化的生产资金-要靠原有生产能杏为扩大生产提供所需要追加

的生产资料和追力0的生活资料。可见简单再生产又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   -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处理好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 产 的 关

系|即处理好扩大再生产总体中属于原有规模的部分与新扩大了规模的部分的关系。在实际

生活中,也就是要处理好生产和建设的关系。在处理
=者

的关系上,必须坚持先简单再生产

后扩大再生产, “先生产,后基建”的原则。在作计tll时 先安HI好当年的生产,即先倮证和

满足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才稂据WulJ奈产品
:的

多少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情

况,去进荇新建或扩建。但毫,莪 fl。l赶去在在童基建∷轻生产甚室赤颜芨樯革蓠生产曲薷妻
凭主兢愿垒妥排扩大再生产的规傧∷音自̀地章复地上了-些新项自、铺新摊子△真结果不仅

损害了当前:的 生产,就是=些上了马的基建渍目
:也
未僖赤疽卡菜:刍嵛∷确整i作芷在继续

进行,就应苡笃竞总的锺疮作指喜:畈鼓赶去的教功i;∶ 宪蕹持妊裔革肓生←幽婉稹柚崩为:

然后按量力而荇的原炯,针莳国
∷
苠经济的镱葫坏幸肴童点地进荇铲建柚薪建 ,∷ 产格控铀基建

碛目。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圭义∷
扩大苒生产才膏B艋环刂进彳宁: 

¨
-·

i·
j       ∶ ∶

如何使用折旧基金Ⅱ是关系到简单再生产与扩大苒生产幽夹索能否得到正确处痤曲∷攵工

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是假定固定资本的价值在-年中一次

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卉在当年的社会总产品讳得到宁汴佳的:但幸卖上由走资苯南价碹是随

着它的磨损程度遂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为宁葆癍倚单再生产的芷常迸行,必须把这韶分

资本价值从商品的铠售收

^中
敢血和:积祟起来:以备将来府扌固定资苯吏新占∷手是在整个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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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平均有效使用年限未到夙而不需要全部更新固定资本以前,就形成了一笔货币准各基

金,即折旧基金。不难看出,提取折旧基金是 “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

补偿资本。
” (第 1gz勋 这样,马克思就阐明了折旧基金的补偿性 质 及用途。从根本上讲”

折旧基金是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即用来重新购置需要更新的厂房、机器、

设各的,所以它的提取和使用是属于简单再生产的范围。马克思同时还指出,在整个固定耸

本更新未到来之前,可以把已经提取的折旧费暂时用于扩大再生产。但他强调这种扭模扩木

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引起的。可见,必须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氵用好折

旧基金,才能处理好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以往,我们忽视简单再生产,折旧基金被过多地挪用于扩大建设规模,以致原有企业需

要替换的设各得不到及时更新,生产能力萎缩。这种吃老本的办法既然损害了简单再生产这

个基础。就难于达到扩大生产规模的目的。因此,必须从理论上明确折旧基金的补偿性质,

并确定它被挪用于扩大生产规摸的界限。这种界限是:首先要充分保证当年必须更新的固定

资产能得到及时更新,其次是要充分保证原有设各正常运转的维修费用,余下的才可用于扩

太生产规模。        /
'第三,王确处理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ˉ

在再生产类型问题上,马克思还按实现方式的不同把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

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他说: “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9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

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

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 锑856页 )∶ 他还说: “如果生产场所扩太了,就是在外

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
” (第 192页)可见,不 是按有无

积累,而是按生产要素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质和量的变化情况,即按有无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标准,来区分外殍扩大和内涵扩大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单纯依靠生

产要素的数量以同等比例增加来扩大生产规模的,这里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的变化,

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它是以生产向延广方面发展为特征。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是依靠

技术进步,依靠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依靠提高活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 生:产 规 模

的,因而它是以生产向深度进军为特征。

扩大再生产的这两种类型常常结合在一起,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般地

说,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扩大再生产以外延犁为主 ;当 生产力有所发展时,内 涵犁的因素就逐

渐增加。在生产增长的因素中,增加生产中的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两个重要因素。所以

当机器大工业出现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提供了物质条件时,劳动生产率对生产增长的作

用就开始超过增加劳动量对生产增长的仵用,从而社会扩大再生产中内涵的因素就开始超过

外延的因素而占居主要地位,外延的因素相应退居次要地位。-个国家在奠定了大工业的物质

基础后,就有可能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制度清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障碍,

不仅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生

产目的的手段。因此就社会制度的性质讲,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更应该采取以内涵为主的形

式。

正确选择扩大再生产的类型,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处理好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

生产的关系,这对于我国经济建设能否顺利发展十分重要。由于旧中国的经济遗 产 十分 落

后,所以建国初期我们主要采取外延扩大再生产形式是完全必要的o并收到了铰妤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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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问题是工业化基础奠定后,我们耒及时由外延型为主转向内涵型为主来扩大生产,反而

-味追求高指标,走一条 “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消费
”

的路子,热衷于搞新建,造成战

线过长,大量人财物力被占用和浪费,未能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同时,我们也 没 有 充 分

利用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9忽视维持它们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致使老企业设备陈旧,技

术落后,消耗高9质量低。加上管理体制的弊病,使产销脱节,造成太量积压。生产经营的

这种落后局面,使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更加紧张,迫使再去大搞建设9其结果加剧了比例失调

和经济结构畸形。这种靠高积累来支持的以外延型为主的扩大生产的路子,表面看速度不算

慢9但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多 9经济效益低,人民得到的实惠少,经济发展也不稳定。现在 ,

我国建设方针上要有一个根本转变,即扩大生产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 企 业 的 仵

用,也就是由外延型为主转到以内涵型为主,这就 是 “先 挖 潜、革新、改造,后新建”
的

原则。现在我国工业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又有一支科技队伍,为实现这-转移提供了条件。

当然这并不是一概排斥外延扩大再生产,在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能源、交通两个战略

重点,还必须新建一些项目,才能搞活国民经济的全局。同时缺资金、缺设各而劳动资源又十分

丰富的状况短期内不会改变,故应扬长避短,在条件允许下搞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商业

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这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9以 及解决就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依靠现有企业实现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一是要抓挖潜,二是要进行技术改造。为此 ,

要打破那种认为不增投资就不 能 增 产 的 偏 见。马 克 思 关 于 生 产 资 本具 有 潜 力 的 论

述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的。他在 《资本论》中详细地论证了在不增加货币资本的情况下,依

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但不增加劳动报酬;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有效

地利用劳动资料;充分利用不费分文的自然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提高

劳动生产率在相同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和转移更多的生产资料价值,从而为扩大生产提供

更多的物质条件;依靠资本集中出现了大企业从而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以及加速资本

周转等八种途径,都能扩大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 的 规 模 (见第8θ8-3gs勋 。

我们应从这些论述中得到启示,并注意在各个环节挖掘企业的潜力来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

当然也要看到,挖潜如果不与技术改造相结合就有局限性。如我们是社会主义 制 度,在 建

立了各种责任制后就不能超过合理的界线去延长工作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又如要加强对自

然资源的利用而不与科学技术结合不仅收效不大9甚至还会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挖潜要与技

术改造相结合而且一般还应以后者为主,才能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并使它增 加 进 行内涵

扩太的能力。改造现有企业带有部分简单再生产的性质,确有一部分系补偿原有设各和维修

现有设各,但相当部分的性质不是这样,因为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资料特别是提高了

设备的效率,从而增加了产量,提高了质量,达到了内涵扩大生产的目的。改造现有企业也

带有部分外延扩大的原素,如进行技术改造大多数情况下总要增加投资和设各,但不是以同

等比例增人增资,而是主要用来改善、
‘
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增加了内涵扩大的因素。由此

可见, “挖、革、改”是内涵型与外延型结合而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它投资少、

见效怏、效益高9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也正是这样,据有关统计,它一般比新建企业节

约投资三分之二,节约设各、材料百分之六十,缩短时间一半以上。这一事实从另-方面也

提醒我们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即挖潜总得与技改相结合,总得要增添一点投资和设各,如果

不是这样,只挖不补,竭泽而渔,长此下去简单再生产就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实现内涵的扩

大了。这点在理论上必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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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靠琬有企业进行投术改造以实现内涵的扩大苒生产,这 就要 正确 对 待 生产资料优

先增长的问题。列宁在阐述乌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时,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
理论,把技术进步纳入公式;得出了 “生产资料的生产1匕 消费资料的生产增苌得吏快

·”南结

论 (《 歹刂宁金卷》第|卷第″页)。 这并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如第 I部类已能满足两大部类 扩 大再

生产对生产资料的需要,而消费资料却大大落后于两大部类扩大生产的薷要时,消费资料就

可以比生产资料增长快些。但这种特定情况并不能否定生产资料增长较快的客观必然性。因

此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技术改造工作有重点有步骤的逐步展开,将会 出现生 产 资料 比消

费资料增攵较快的趋势,但不能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曾带来过不良后某,就
因噎废食而否定这种客观必然性。当然,我￠i应慎重土山对待这个问题以免重犭巳错误。首先必

须明确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决不能脱离消费资料的相应增长。因为第 I部类要扩大生产,不

仅需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也需要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否则,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继续进行。

这个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也包括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时的扩大再生产在内。其次,需荽强

调的是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归根到底又是为了满足第Ⅲ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如果第 1部

类没有适当的发展,则第 I部类就会有△部分产品不能实现,这样它的优先增长也就失去意

义占正如列宁说: “生产消费
′
(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

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 (《列宁全集》第4卷,涕 伍页)这是我们要调整重工业服务方向的理论

根据。重工业的发展,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是为自己,∶但不能仅仅如此,它必须要为整个国民

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才有出路:只有这样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

要的。~∶

∴第山,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     ∵        ~
∶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也是社会进步的物

质基础占社会总产品在扣除补偿消耗了的生产资料部分后,剩下的是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仓刂

遣的新价值,即 国民收入。社会主义国民收入按其最终用途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积累

基金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消费基金主要用于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扩

大生产的最终目的又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从根本上讲积累和消费是统一的。但另一方面

又有矛盾,如国民收入已定,积累的比重过大消费部分就少,反之亦然。处理不当都会影响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可见积累与消费是重要的战略比例关系。

Ⅱ 这里,关键在于确定符合我国情况的合理的积累率。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

我国经济工作的△项基本原则。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也应如此,人 民生活要首先考虑 ,

但国家建设也要,二者必须 兼 顾。过i去的主要问题是积累率偏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

善∷影响了劳动积极性。∶这种情况经迪近几年的调整已有了很大改变。当前,也要防止片面

强调改善生活而忽视国家积累的倾向,否则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还包括合理分配积累基金和提高它的使用效果的问题。

积累的规模,特别是积累基金的使用方向和构成,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

部门的发展比例占加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ˉ人民生活水平低,这种状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每年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除了用于满足十亿人臼的基本生活消费外,可用于积累部

分的∵相当有限|这决定扩大生产的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为此,怎样把有限的积累基金合

理地加以利用,∷ 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就成为△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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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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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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生-产

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

(第 8θ 6-sθ了页)这就是说,我 们在 制订 经 济计 划 时,必 须 处理 好 远期计划与近期计划

的关系,必须根据各个生产部门不同性质所决定的周转时间长短等情况,确定正确的投资方

向和合理的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这样才能既使当年生产正常进行,又能使远期计

划顺利完成。所以,要适当调整过去投资于:重工业多而轻工业少。重工业中投资于钢铁、加

工工业多而能源、交通业少,投资于生产领域多而非生产领域少等不合理状况,并适当增加

对教育、科技方面的投资,这是实现四化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要集中资金确保能源、交通

这两个战略重点的建设,以适应和满足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凋的发展。在投资方向和规

模已定后,还要注意提高积累基金的使用效果,才可u狎应搀减少烬耸。只有裒腮祥去浪费

大、效果差的状况,才能争取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努力提高投资的经济效果1  ∷

Ⅱ∷斯大林说得好, “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佴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

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埋论对于社会主义

生产也会是有效的。〃 (《 苏联竿会主义经济问题》1θ 61年版,第 ss9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

再次证实了这一论断。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内容极其丰富,除本文提及的外,还有许

多基本原理值得我们结合实际去学习和研究。当前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调整、改革中前进,

还有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急待解决。这些间题的解决不仅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

出应有昀贡献Ⅱ iL必然会给马克思主X增添新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将是

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它永远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 j∵ ·   ∷∵ ∷∴     -

~Ⅱ′“ F△ ·̄ 、·,· Ⅱ¨
'● `·

。̈
Ⅱ'、

Ⅱ"Ⅱ
'`亠

。°

`'¨
Ⅱ●·′ iJⅡ‘.'。 %Ⅱ●·●●ⅡⅡⅡ

'′
¨Ⅱ′·口J¨、.Ⅱ Ⅱ -.。 ′iⅡ

`冖

·Ⅱ亻。·r`¨ r`J¨ ¨··′ .●
·′Ⅱ¨ 、..· ¨¨

'′
Ⅱ¨、 ●●′

∴

七省区八院校政治专业函授教材讨论会在我院举行

《高等师范院校政治专业函授教材》,包括哲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X运动史甲闸

课程。与会同志认为,要针对这套絮材申丰翠廖煮对寨

是中学政治课教师的特点,在修定中努力使教材内容紧

密联系中学政治课教学实际,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的阐述,反映出八十年代理论研究的新水平,使它具备

知识准确,科学性强,通俗易懂,适于自学的特点。并

争取早日出版,满足广大政治专业函授学员的迫切 需

要。   (邓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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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简

黑龙江、辽宁、河南、浙江、广东、广西和四川七

省区的八所嵩等师范院校政治专业函授教叼讨论会,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至二十日在我院举行。
l 

来白华南师大、广东教育学院、哈尔滨师大、辽宁

师院1广西师院(河南师大、浙江师院和四川师院八所

院校的四十五名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函授部门的负责同

志,对《{高
∷
等师范防校政冶专业函授教材 》 (初稿)的

科学性、系统性、知识性间鹛和教叼的编写体例等进行

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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