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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论 经 济 效 益 与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

刘贵访

断大林晚年曾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邦赞匆定界 , ,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

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
,

来保

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

和文化的需要
。 ”

①在这里
,

实现社会主义

生产自的的手段是
“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

社会主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
。 ”

这种

表捧脚井是霉珍的。 因为它是提高经济效益

的重要途径
。

但这种表述还有待 进 一 步 完

善
,

一

因为它只讲了
“

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

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
” ,

没有准
‘

确地充分地体现节约劳动时间
,

以最少的劳

〕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个客观规律的

耍求
。

、

当然
,

生产发展和技术提高
,

有可能

带来劳动时间的节约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

但

布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正比例地发展

的
·

实珍证明
,

如不惜代价去追求生产增长

和技禾提高
,

有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

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

单位产品中
一

的捧劳动减少了
,

但是
,

由于单位产品中物

极劳动的消耗太大
,

资金 占用过多
,

物化劳

动的消耗大于活劳动的节省
,

把活劳动和物

化劳动加在一起
,

劳动消耗总量反而增加
,

经济效益反而下降
‘

所以新技术的采用
,

必

须以经济上是否合算为限制条件
。

如果不合
一

鬓
, 一

尽管新技术采用了
,

生产增长了
,

经济
李

绒鑫舞未提高
,

一

甚至下降
,

人们的劳动成果

扣劳动消耗相等
,

甚至如
“

大跃进
”

时期大炼
‘

娜锈那样 得不偿失
,

当然谈不上生活的提

赛粉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启然不能达到
。

由

此可见 离开了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益
,

就

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

人民的物质

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只能用丰富的 产 品 来 满

足
。

社会产品越丰富
,

人民的生活越富裕
,

社会一切成员的全面发展就会得到更加雄厚

的物质基础
。

一切社会财富都是 劳 动 创 造

的
,

都是一定劳动时间的凝结
。

当社会总劳

动量一定时
,

生产一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

间越少
,

生产其他产品时间就越多
。

由于社

会在一定时间内对某种产品的需 要 是 一 定

的
,

因此社会就可以把生产某种产品节省下

来的时间
,

用于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新产品
。

这样
,

劳动时间越是节省
,

社会用于生产各

种新产品的时间就越多
,

社会拥有的产品种

类就越齐全
,

物质财富就越丰富
,

从而人民

群众的各种需要就能得到更充分的满足
。

要

知道
,

如恩格斯所说
“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

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
,

都是从家庭劳动

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 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

剩余的时候开始的
” 。

③一个社会怎样才算

富
,

马克思有独到精辟的见解
“

富的程度

不是由产
,

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

的相对量来计量
。 ”

③这就是说
,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富裕的程度
,

不是取决于社会总产

品的绝对量
,

而是取决于剩余产品或纯产品

在社会总产
,

品中所占比重的大小
。

剩余产品

在社会总产品中占的比重越大
,

一个国家富
的程度就越高

,

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就

越雄厚
。

可见
,

即使采用新技术
,

但消耗大
,

浪费高
,

不能提高剩余产品在国民总收入中
所 占的比重是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

目的的
,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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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分析
,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

把全社会的劳动时间
,

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

间
,

进行有计划的分配
,

以尽量少的活劳动

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和 占用
,

生产出 尽可能多

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

是实现社会生产 目

的的主要手段
。

如前所说
,

虽未见马克思用
“

经济效益
”

这个范畴
。

但他对这个范畴却

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
。

我们知道
,

资本主义

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
,

是利润
,

马克思在讲

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时说
“

资本主义生产

的始终不变的目的
,

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

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 在

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

下
,

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 力图用尽可

能少的花费一节约人力和费用一来生产一定

的产品
” 。

④在谈到社会主义生产时
,

马克

思还指出
,

要做到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

之间进行有计划的符合生产发展 需 要 的 分

配
,

才能收到节约之效
,

因此
, “

社会必须

合理地分配 自己的时间
,

才能实现符合社会

全部需要的生产
” 。

⑥在马克思看来
,

不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社会主义制度下
,

节约

劳动时间都是实现其生产 目的的主要手段
。

不过
,

由于社会性质不同
,

生产目的不同
,

从而经济效益的性质也不同罢了
。

社会主义

生产的目的
,

不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
,

而

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

因此经济效益的质的

规定性即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个核心

间题和社会主义生产 目的吻合了
,

所以尽量

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和占用生产出

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

应是构成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
。

但在斯

大林的定义中
,

只讲到
“

在高度 技 术 基 础

上
” ,

·

对如何提高效益的问题则未涉及
,

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

要知道
,

所谓
“

高度

技术基础
” ,

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

都会带来时间的节约和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

提高
。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不仅取决于技

术水平
,

而且还取决于经济体制是否符合生

产力的发展
,

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

是否做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
,

资源是否

做到合理利用
,

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等条件
。

仅有
“

高度的技术基础
” ,

没有其他条件配

合
,

技术再先进
,

也不能达到提高效益的目

的
。

同时
,

先进技术的应用
,

也有一个从实

际出发的间题
,

从原则上说
,

固定资本转移

增加的价值部分必须小于节省的 活 劳 动 部

分
,

物化劳动的消耗要小于活劳动的节省
。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 卷中考察使用机器

的界限时指出
,

机器并不创造价值
,

机器的

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

的
。

在生产机器时物化在机器中的劳动总量

比它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
。

使用机器的界限

是
,

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它所代

替的劳动
。

只有这样
,

才表明劳动生产率提

高了
,

产品的价值降低了
。 “

如果生产一台

机器所费的劳动
,

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

动相等
,

那末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
,

就是

说
,

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

少
” 。

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机器
,

就没有什

么意义了
。

我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
,

机

械化程度很低
,

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
。

要

节省劳动时间
,

降低产品的劳动耗费
,

就必

须重视生产工具的改进
,

提高机械化水平
,

这是毫无疑义的
。

但是
,

在使用机器的过程

中又必须克服盲目性
,

加强经济核算
,

要通

过使用机器使产品便宜
,

劳动时间节约
,

而不

是相反
。

这就是说
,

根据我国国情
,

使用机

器
,

也必须有个界限
,

而不是无 原 则 地 使

用
。

采用先进技术
,

也有一个从经济效益上

进行评价的问题
。

一项工程的兴建
,

究竟采

购那一项技术措施
,

是需要事先进行论证
、

比较
、

核算的
,

那一项经济效益最好
,

就选

择那一项
。

采用先进技术会减少活劳动消耗
,

但也有可能同时增加物化劳动消耗
,

如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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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于前者
,

这项技术的采用就不合算
,

就

是蚀本生意
,

就不能采用
,

如果两者相等
,

就毫无意义
,

只有后者小于前者时
,

采用这

项技术才是在经济上合算的
,

才能取得更好

的经济效益
。

下述这种情况在现实经济生活

中是客观存在的 采用 中等水平的技术
,

甚

至采用某些较落后的技术
,

比采用最先进技

术
,

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

在资本主义国

家某些资本家宁愿采用陈旧的技术设备
,

因

为这样可用少量的预付资本取得 更 多 的 利

润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经济效益的性质虽

然不同
,

但同样也存在这种情况
。

例如有许

多
“

劳动密集型
”

企业
,

它们的生产技术并

不先进
,

甚至是手工劳动
,

但它们的经济效

益却很好
。

我国是一个有 亿人口的大国
,

农村人 口 占 肠以上
,

吃穿是个极大的间题
。

我国幅员辽阔
,

地跨寒温热三带
,

各地 自然

条件差距很大
,

各有特点
,

经济建设应扬长

避短
,

发挥各地区的优势
。

各地区应从实际

出发
,

有重点地发展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具有

最佳经济效益的产业和企业
,

发挥我国劳动

力多
, 工资低

,

资源丰实的优势
,

多发展容

纳劳动力多的劳动密集型工业
,

少发展需要

大量资金的技术密集型工业
。

可见技术进步

虽然是提高效益的根本途径
,

但不应绝对化
。

离开经济效益这个衡量经济工作好坏的最主

要的尺度
,

而片面去追求先进技术
,

是会给

国民经济造成损失的
。

经济体制的
“

不断完

善
” ,

也应以经济效益为尺度
,

离开经济效

益的逐步提高
,

就没有真正的高速度
。

贯彻时间节约规律
,

讲求经济效益
,

要

求在客观经济活动上
,

根据社会需要有计划

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
,

使社会生产满足社

会需要
,

在微观经济活动上要尽可能节省劳

动消耗
,

使一定量的劳动
,

生产出尽可能多

的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财富
。

所以讲求时

间节约
,

经济效益
,

应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一切活动的客观依据
。

我们现在进行的治

理整顿深化改革
, 、

归根结底
,

都是为了提高

经济效益
。

离开了经济效益
,

就根本谈不上

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经济效益的质的规

定性是满足社会需要这个核心间 题 得 到 体

现
,

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表述的社会

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

两

者得到了吻合
。

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

经济间题 》中所表述的社会生产的目的是
“

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 。

⑦在同一书中斯大林

还有另一种提法
“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

是利润
,

而是人及其需要
,

即满足人的物质

和文化的需要
。 ”

⑧这两种提法
,

在斯大林

看来
,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

但严格说来也

并不是完全一样
, “

整个社会
”

的 需 要 比
“

人
”

的需姿的范围更宽得多
。 “

人
”

的需

要可看作是
“

人
”

的生活需要
,

而
“

整个社

会
”

的需要
,

除个人的生活需要外
,

还包括

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

国防的需要
,

加强无产

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需要
,

储备和出口的需

要等
,

如果把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

包括在社会需要之内
,

则扩大再生产自身也

变成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

为生产而生产
,

片面强调积累
,

片面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等弊病就从这里发生
, “

人
”

的需要
,

劳动

者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

就会摆到极其次要

的地位
。

这在我国和苏联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

我国工农业特别

是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不慢的
,

但

人民的消费水平却很低
,

增长狼慢
,

大量的

物质财富被滞留甚至被积压浪费
。

在片面追

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
“

大跃进
” ,

山
、

散
、

洞三线建设
,

或其他重工业 例 如 以 钢 为

钢 建设中
,

结果是
,

农轻重不能协调发展
,

能源
、

交通等瓶须工业又跟不上
,

农业轻工

业的发展滞后
,

原来片面强调的优先发展的

重工业仍然上不去
,

最后还是得被迫退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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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重大损失
。

总结 年的经验教训
,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
,

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

社会主义生

产 目的是不断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

受

到重视并逐步得到实现
。

人们注意到斯大林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所表述的社会主

义生产目的
,

外延太阔
,

叫人不容易掌握分

寸
。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 社会主义的经济目

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

民需要的最终产品
,

这种提法是有新意的
。

所谓最终产品
,

无非是一定时期社会物质资

料生产的最终成果
。

从实物形态看
,

它等于

一定时期生产出来的全部消费资料和不再继

续加工的生产资料
。

从价值形态看
,

它等于

固定资产磨损价值加新创造价值
,

即国民收

入加折旧
。

是直接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共同

消费的消费资料
。

因为生产的终极 目的是为

了消费 从长远看
,

作为固定资产的产品
,

用子增加储备后备的产品和用于扩大再生产

的生产资料
,

它们最后也要转化为消费资料
。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最主要的是生

产消费资料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

要就比较确定了
。

根据以上分析
,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

律所提出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有待进

一步补充
、

完善的地方
,

它是否可以作如下

的表述 通过技术的不断进步
,

经济效益的

不断提高
,

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不断完

善
,

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 满 足 整 个社

会主要是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

需要
。

这个表述 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规律的定义虽基本精神相同
,

但还是有所

不同的
。

这里把人民的生活需要提到了整个

社会需要的重要地位
。 “

整个社会
”

的需要

不仅包括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
,

而且还包括巩固国防的需要
,

积累和扩大再

生产的需要
,

国家政治经济管理的需要
,

支

援世界革命的需要等等
,

但第一位的最主要

的是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生活

的需要
,

其他需要当然要根据情况给予 以适

当满足
,

但所有其他需要最终总归是为了满

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

因而只有它才

能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终极目的
。

如果只用
“

整个社会的需要
”

来表述社会主义的生产

目的
,

就不可能清楚地表述满足人民的生活

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

给
“

为生

产而生产
” 、 “

为 革 命 而 生产
”

以可乘之

隙
,

开方便之门
。

如果把社会主义建设只归

结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的需要
,

又可能否定社会主义的其

他需要
,

从而导致片面追求生活消费的错误

倾向
。

所以只有首先把人民生活的需要摆在

主要的第一的地位
,

又能顾及社会主义生产

的其他需要
,

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全面

观点
。

再者就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

来看
,

突出了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高社会

主义经济效益节约劳动时间在实现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中的主要作用
,

使技术进步和生产

的不断完善同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益统一

起来
,

这样既可防止那种不注意节约劳动消

耗
,

盲 目追求高产值
、

高速度的错误倾向
,

又

可防止那种片面追求先进设备而不注意改革

经济体制
、

经济管理和经济结构的错误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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