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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
一
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王 世 雄

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告

诉我们: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

的,在这两对矛盾中,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它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的、最基本的动力。因此 ,

认真研究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

它们之间的辩订关系的原理,正确运用马克

思主义依据这个原理所揭示出的生产关系-
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对于我们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制定经济、政治战略决

策,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莛大问题。我们

讲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首先就要按这个规

律办事。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的第三十五节第三点指出: “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

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这正是依据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

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的主要点之-1它具有深:亥刂的理论意X和实

践意义,它给我们指明了三个极为董要的问

题。

第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唯一的

客观依据和标准是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

于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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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指

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

-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

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

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定社会意识形式与

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

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定阶段,便同它

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

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 生矛盾。

于是这些 关 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生

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

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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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中,我们习以看出 :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

的、最终的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

的关系9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对立统-的关

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

力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状况

时,它就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当生产关系



不适合生产力状况时 ,它就阻碍生产力发展 ;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同它相适应,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或迟或早 要 发 生 变

革。

由此可见,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是有

客观依据和客观标准的9这个唯一的客观依

据和标准只能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判断一

种生产关系是否先进是否完善,主要就是看

它是否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是否能促进生产

发展。离开这个客观依据和标准,从主观意

志出发去变革生产关系,必然会使社会生产

力遭到破坏。

过去,我们对一九五七年后我国生产力

的状况缺乏定性定量的分析,对当时我国生

产力水平虽然比建国初期有了很大提高,但

还是比较落后这个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在理

论上又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生产力要素中

人的因素的作用9忽视了物的因素,特别是

生产工具的作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不适当地夸大了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夸大了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此,在生产关系

的变革上,否定必要的物质 基 础,出 现 了
“
急于过渡

”
不口“穷过渡

”的错误9使生产关

系大大超越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就既阻

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使变革后的垄产关系

不可能完善和巩固 (即相对稳定冫。实践已

经证明,从主观愿望出发去变革生产关系是

完全错误的。 巛决议”明确指出 “生产关系

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

利于生产的发展”,这是对变革生产关系方

面的主观唯意志论的彻底否定。

第二,必须仝面认识生产关系的内容,

既要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叉要重视生产关

系的完善。

《决议》所说的 “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

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决不是仅仅指生产

资料所有制形式对生产力的适应,而是指整

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全面适应。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包括互相

联系、互相影响的三个方面: (一 )生产资

料所有制形式, (二 )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

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 ,

包括互相交换其活动或产品的关系; (三冫

产品分配的形式。这三个方面中,虽然荆产

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生

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决定着生产关系的

性质,但是,生产关系的另两个方面是生产

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它们又反作用于生产资

料所有制。

因此,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

条件下 ,不但要对生产关系中互相联系、互相

影响的三个方面都进行变革使之全面适应于

生产力的状况,而且对于变革后的生产关系

还必须使它的各个方面不断完善,才能不断

解决渐进发展中的矛盾,使之经常地、更好

地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促进社会空产

迅速发展。

过去,我们对生产关系的内容在认识上

有片面性,只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

系的基础 ,忽视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

在流诵过程中的关系和在分配过 程 中 的关

系,忽视了这些关系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反

作用。因而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 ,单纯着眼

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并且,往往只热

衷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对已建立的生

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完善,

以致对已经建立的适合于生产力状况的生产

关系,也没有充分发挥它对生产力发展的促

进作用。例如,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

制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而建

立起来的9从根本上说它是适合于生产力发

展的,是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按比

例高速度发展的。但是过去我们仅仅满足于

这种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形式9而忽视了经

营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没有建立合理的

生产责任制,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是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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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不

承认国营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

地位,否定了它们之间浒商品交换关系,因

而计划管理过多,统得过死,把企业弄成靠

外力拨动的算盘珠,丧失了它作为社会主义

经济细胞的生命力。又加以我们在分配上吃
“
大锅饭

”,搞平均主义,损害了群众的劳功

积极性。这就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这

种非常优越的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挥出它

刈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所应该起到的巨大

的促进作用。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中也有

类似的问题。

粉碎
“四人帮”以后9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确定了我国现阶段生

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基础上,十分注意对生产

关系各方面的调整和完善工作。结合经济调

整9我们正在稳步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

革。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

作上的失误,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

制,恢复并适当扩大社员的自留地,恢复了

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付业和多种经营 ,

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

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三,在公有制领导下,多 种经济并存 ,

是现阶段追合于我国生产力状况 的 经 济 形

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原来拥

有大量小生产者,经济发展水平越是落后的

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生产社会

化程度的层次就越多。如我国和其它∵些走

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大工业、交通运

输业和银行业中,已有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和

经营,但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还存在着中

等社会化程度的生产和经营,在手工业、农

业、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也还存在着分散的个

体生产和经营。这些社会化程度不同的生产

和经营,客观上要求有全民所有制、不同规

模的集体所有 制和个 体所有 制来与 之相适

应。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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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述状 况必然 会存在一 个相当 长的时

期。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

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照这种

客观要求来制订方针、政策,才能取得经济

建设的胜利。

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经济

文化十分芯后的〓家。新中画建立以后 ,我们

当然不可能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 起 单 一

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我们党依据生产力发展

的客观要求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

本,建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

济,并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个体农业和手工

业改造成为不同规模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这

两种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

重要作用决定了它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

我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

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

领导力量 ,是无产阶圾专政的主要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拥有了全部现代化的大工

业,早在一九七三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已占

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7%9占工业企业总数的

86豸 ,占工业职工人数的63%。 它不仅为社会

主义再生产提供各种物质条件,而且还为国

民经济各 部门的 技术改造 提供各种技术装

各,它是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

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满

足人民生活需要和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方面

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整

个国民经济中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一九七九

年,集体经济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

三十多。从就业人口看 ,一九七九年底我国全

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为七千六百九十三万

人,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有二千二

百七十四万人,农村集体经济中的农业劳动

者约三亿人。这就是说,我国约有百分之八

十的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是同集体经济联系

着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而 在 农 业

中9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我



目集体所有制农业以口益增多的原料、粮食

和各种副食品供应社会主义工业和城市人民

的需要,并为重工业和轻工业提供广阔的国

内市场。我国的集体所有制工业、商业和服

务行业在为满足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

外贸服务以及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也具有重

要的作用。

可见, ￠决议》规定 “国营经济和集体

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9是完全正确

的。那种试图过早地把集体经济全部变为全

民所有制经济是错误的9同样9有人主张把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统统都改成集体所有制经

济也是错误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由 于我国生产力发展

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状况,劳动者个体经济

在-定范围的存在也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

规模很小、经营分散、服务面广泛的手工业、

服务行业和商业适宜于以个体经济的形式来

经营。在社会主义未能完全取代他们的经营

业务之前,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广泛的多

种的需要决定了它们存在的必要。过早地取

消它们,会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危害。

个体经济中还包括集体化农民的自留地和家

庭付业,它有利于充分;F刂 用农村劳动力,增

加社会产品,改善人民公社社员生活 ,满足社

员多方面的需要。人民公社社员自给有余的

产品还可进入市场,满足城镇人民的生活需

要。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直接依附于

集体经济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

决不是 “资本主义的尾巴”。在社会主义社

会里,劳动者个体经济既有社会主义经济的

领导,又有国家的管理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约

束,一般是不可能发生两极分化的,它的自

发资本主义倾向是习以防止和纠正的。

过去,我们对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

平衡性和多层次状况认识不清楚,加以在生

产关系的变革 上不是以是 否适合 生产 力状

况,能否促进生产发展为标准,而是单纯从

概念上以马克思思格斯所设想的全社会单一

的全民所有制为固定的模式,形而上学地认

为个体经济不如集体经济男集体经济不如全

民所有制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规模越大、

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因

而不仅急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单 一 的全 民

所有制经济,而且在生产关系的变萆上存在

着
“
模式化

”
、 “

一刀切”的错误。在生产资

料所有制形式方面”在农村,取消社员自留

地和家庭副业,急于搞大队、公社所有制以

便尽快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城市,急于把
“
小集体

”变成
“
大集体

”,把 “
大集体

”

过渡为国营企业。在交换关系方面,否定商

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取消农村集市贸易,过

早地完全取消个体小商贩。在分配关系方面 ,

否定按劳分配,否定计件工资,急于搞 “按

需分配
”。实践证明,这种左倾错误观点和

作法是完全错误的。

巛决议”不仅明确规定了 “
国营经济和

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

的劳动 者个体经 济是公 有制经济 的必要补

充
”,而且指出 “必须实行适合各种经济成

分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 i:己 刊度。必须在公有

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

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
”
这就否定了经济管理体制改

革中 “模式化”、 “一刀切″的形而上学的

主张,否定了那种无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企
图取消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否定了那种试图

取消计划调节或者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不

分主次,等量齐观的错误观点,从根本上给

一切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 总之,正确认识釉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

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一项十分重要 ,

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仃l必须在生产力发展的

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

具体形式,才能不断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

向前发展,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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