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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之特征

颜 鹅 飞

一 共产主义学说从空想变为科学的

里程碑

《资本论 》第一稿即《 一 年经

济学手稿 》 以下简称《手稿 》 的内容博

大精深
,

不仅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

而且对未来共产主义经

济形态及其特征作了科学的预测
。

马克思 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
,

首
次制定了以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为标志的无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
。

在此基础上
,

深刻地

揭示 了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

盾运动的规律和发展的历史趋势
。

他指出
,

“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
。 ”

①一方

面
,

资本是生产的
,

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

力
,

因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
,

它

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比以往社会形态

更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
,

从而更

有利于未来社会诸要素的创造
。

另一方面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狭隘的生产形式

—
“

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

和增殖的必要条件
, ”

②详 而 言 之
,

亦 即
“

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

换价值的界限
,

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

动时间的界限
,

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

间的界限
”

③ —
一
使自身在一定发展阶段上

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或侄桔
。

资本的限制

·

《手稿 》当时尚 未明确 区分共产主 义 两 大 阶

段
,

这一忍 想是在 年 写成的《哥达纲领批判 》一

书中提出的
,

因此这 里的共产主 义 系指具有单一公

有 经 济 成 分的纯锌的共产主 义 ,

或者 系 指 后 来

《哥达纲领林 》所说的共产主 义高级阶段
。

正是资本 自身
。

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

它表明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

增长
,

最终导致用暴力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
, “

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

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 服 的 形 式
。 ”

④

《手稿 》因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

资本主

义社会从而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
, ”

⑧一

个暂时的历史阶段
。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

这部巨著比马克思

以前的著作更深刻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被

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

因为在《 年经济学手稿 》和稍前的巴黎

摘录笔记中
,

这种论证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

主义和黑格尔思辩哲学的痕迹
,

表现出新的

世界观萌芽的异化劳动理论尚带有抽象的哲

学论证的色彩
,

以致于不能用来深入具体地

从而逻辑地复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

经济运动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及《共产党

宣言 》和它的二个草稿《共产主义原理 》和《共

产主义信条草案 》里
,

这种论证开始建立在历

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
,

但经济学

上的论证尚需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

使之完

全矗立在无产阶级 自己的经济科学的基础之

上
。

《手稿 》关于共产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的科学论证却是建立在辩证唯物史观和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牢靠基础之上的
。

因此
,

必然赋予共产主义经济学说非空想的科学性
质

。

就是说
“

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

别于现代社会 指资产阶级社会 —引者注

的特征的看法
,

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

得出的确切结论
, ” “

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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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

并
“

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
。 ”

⑥可

以说
,

关于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论证愈深刻
,

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也愈深刻
。

如

果说
,

马克思四十年代早期的著作只是局限

于从人的本质的复归的哲学角度试图揭示共

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其中期的著作大致

描述了未来社会的某些特点和基本轮廓
,

例

如自由人的联合体
,

政治权力 自行消亡
,

自

觉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
,

按需分配
,

消灭城

乡对立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

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等等 那末
,

《手稿 》则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和精湛的论证
,

其中包括关于共产主义的伟

大目标
,

共产主义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特点
,

人的发展阶段论
,

共产主义劳动的性

质
,

以及共产主义首要的经济 规 律 等 等
。

这样
,

关于共产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的论证和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

,

就基

本上实现 了马克思十五年前提出的对共产主

义进行
“

理论论证
”

的夙愿
。

⑦ 《手稿 》也

因此成为共产主义从猜测
、

假说或空想变为

科学的里程碑
。

二 共产主义杜会特征之一 生产力

的全面发展

一切先前的私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

分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
。

艺术
、

科学等

等的发展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

的
。

但是
, “

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

为财富服务
。 ”

⑧因此
,

尽管资本主义所有

制的形式是狭隘的
,

但榨取剩余价值 —资

本主义财富的表现形式 —尤其是相对剩余

价值的生产目的
,

却驱使它全面地发展生产

力
。

因此
,

抽象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狭

隘的社会形式
,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特
征就是

“

生产力的自由的
、

毫无阻碍的
、

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
。 ”

⑨

所谓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就是生产力诸要

素的发展
。

它不仅仅理解为生产力三要素的

发展
,

而且应进一步理解为人 口的增长
、

劳

动协作
、

分工和结合
,

以及
“

只能由多数人

的头脑进行的全面观察
, ” “

尽量多的交换

中心
, ” 晒 尤其是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等等

。

并且
,

还应进一步理解为共产主义新人 自身

这个主要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

这里值得特别

注意的是《手稿 》关于精神生产力的阐述
。

精神生产力即
“

社会智慧的 一 般 生 产

力
” , “

一般智力
”

或
“

知识形式
”

的社会

生产力
。

它包括科学
,

后者是人的生产力

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
,

一

种形式
,

而且是最可靠的形式
。

科学是生产力的一种发达形式
。

它的独

立化和发展是以生产的较高发展为历史前提

的
,

就是说
,

一般社会智慧是一切社会形态

下都具备的东西
,

而科学则是近代资本主义

大工业的产物
。

科学还是生产力的一种特殊

形式
。

它作为
“

观念的财富
” ,

是一般社会

生产力
,

非直接的生产力或潜在的生产力

它作为
“

实际的财富
”

即科学合并或渗入

物质生产过程
,

从而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即

物化的智力或实现于机器体系 上 的 科 学
。

《手稿 》以大量篇幅分析了衡量社会生产力
发展程度的固定资本

,

从而深刻揭示了科学

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趋势及其在生产力中的重

要地位 —科学智力控制全部社会生活
,

即
“

一般社会知识
,

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
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

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

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
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

并且得出一

条重要的结论 共产主义社会的直接生产过

程就是
“

〔知识 〕的运用
,

实验科学
,

有物

质创造力的和物化的科学
” 。

⑧由此可见
,

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

就是

科学在生产上的全面应用亦即科学力量得以
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深度和广度

。

总之
,

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特征

就是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尤其是人的全面发

展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

据专家们的预测
,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显

示出这样的远景或超势
,

资本主义时期的机

器体系已发展成为通过全盘 自动化
,

·

控制论

化和仿生学化而形成的没有废料的封闭的生

产系统
。

这就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预见的科

学性
。

三 共产主义特征之二 杜会个人的

关系和能力的 , 追性和全面性

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资考察的新型生

产力的雏型
,

因为
“

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
为正在扬弃自身

,

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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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 ”

这就有可能预

测与舍象了旧形式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生产

关系的二般特征 并且它还进一步创造出可

供考察的新生产关系自身的某些构成要素
,

从而使这种预测渗入客观的现 实 的 品 性
。

《手稿 》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

特征
,

大致可概括如下

生产资料共有
生产的共同性 直接社会性 和计

划性
按社会个人的完整发展的需要进行

分配
自由交换
消费的共同性和全面性

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总特征
。

综上所述
,

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集

中到这一点
,

就是共产主义新人 即 社 会 个
人

、

自由个性或丰富个性
,

他们的
“

个人关

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 。

⑩它既

体现在生产上
,

也体现在分配
、

交换和消费

诸环节上
。

共产主义新人在生产过程中 结 成 的 关

系
,

反映了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

共同生

产
,

以及生产的直接社会性和计划性
。

这就
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表现在生产环节上的

全面性
。

它既消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

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中
,

那种固有的受制

于人的家长制关系
、

人身依附关系 超经济

强制
、

统治隶属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地方

性联系 , 也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 —尽管已

初步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

全 面 的 关

系
、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 力 的 体 系

—中
,

那种把
“

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

社会关系
,

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
”

的异

化状况
。

因此
,

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具有

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

共产主义新人在分配过程中 结 成 的 关

系
,

体现了人们可 以按 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

进行分配的特征
。

这种使社会成员尽可能全

面发展并保持和运用 自己能力的分配方式
,

由于它既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那种以个
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 自然发生的或政

治性的 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
,

并且也同具有

异化和对抗性质的资本主义分配相对立
,

因
而克服了以往分配关系或分配结构中的局限

性
。

无疑
,

这种新型的分配关系具有无可比

拟的优越性
。

共产主义新人在交换过程中 结 成 的 关

系
,

则体现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

基础上的个人所进行的 自由交换上
。

这种物

质的和精神的活动之间的 自由交换
,

以及普
遍的物质交换

,

正是 自由个性多方面的发展

的需要
,

加强了经济活动四环节之间的丰富

的有机的联系
。

它同以往的交换关系的区别

在于
,

以前的交换具有狭隘性
,

即使是资本

主义交换也是如此
。

它在形成一个渗透一切

领域的交换体系的同时
,

又具有交换形式至

高无上的强制性以及交换 目的狭隘性
,

例如

只有通过交换来确定劳动者的社会权力和取

得消费品的权力
。

这种狭隘性和强制性限制

了消费
、

分配 自身
,

并且反作用于作为它的

前提和基础的生产环节
,

乃至造成
“

生产本

身在一切方面都从属于交换
, ”

⑩的畸形结

构或联系
,

最终破坏生产
、

分配
、

交换和消

费的 良性循环
、

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
。

由此

可见
,

新型的交换关系具有无可 比拟的优越

性
。

共产主义新人就消费过程中 结 成 的 关

系
,

反映了消费的共同性和全面性
,

这也就

是个人关系以及个人能力表现在消费上的全

面性
。

消费或消费能力实际上是
“

一种个人

才能的发展
,

一种生产力的发展
” ,

⑩ 因为

消费以及它再生产出来的
“

需求本身也是随

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
, ”

⑩并且与人的

发展成正例关系
。

可见
,

个人在生产上的全

面性
、

个人需要的全面性以及消费的全面性

是在同一条件下实现的
,

在上述意义上讲
,

消费或消费能力是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程度的

重要标志
。

还值得提及的是
,

消 费 既 是 终

点
,

又是起点
, “

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

的最终占有
,

再生产出处于原有 关 系 的 个

人
,

即处在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关系和他们

彼此之间的原有关系中的个人 再生产出处

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
,

因而再生产出

他们的社会存在
,

即社会
,

而社会既是这一

巨大的总过程的主体
,

也是这一总过程的结

果
” 。

总之
,

这种新型的消费关系具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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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消费 —要么是粗陋的消费
,

要么是疯
狂的消费

,

要么是 日益狭小或萎 缩 的 消 费

—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

综上所述
,

共产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体

现在生产上则是共产主义新人在生产上的全

面性
,

体现在分配上则是按人的全面发展的

需要进行分配
,

体现在交换上则是人的活动

的 自由交换
,

以及体现在消费上则是人的消

费的全面性
。

显而易见
,

这种崭新的生产关

系全力保证共产主义新人全面的 自 由 的 发

展
。

因此
,

作为上述生产关系
、

分配关系
、

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总和的共产主义生产关

系
,

其总的特征则是人的发展的全面性
,

亦

即社会个人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

四 共产主义杜会特征之三 时间节

的 —分配时间的规律成为首要的经济规律
“

时间的节约
,

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

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
,

在共同生产的

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

这甚至在更

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 。

时间节约规律是共产主义社会首要的经

济规律
。

《手稿 》循着时间的节约 —提高

劳动效率 —自由时间 —人的 全 面 发 展

—生产力的发展 —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和发展的逻辑思想
,

·

正是站在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的伟大 目标的高度上阐述这一规律的
。

共产主义真正的经济的标志是劳动时间的节

约
,

即
“

社会发展
、

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

全面性
,

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
。 ”

分配时间的规律即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

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的规律 —按通行的说

法则是有计划按比例规律 —是共产主义社

会首要的经济规律
。

它的首要性表现在 任

何社会的生产客观上都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

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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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⑧

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 动 的 必 要
性

,

决不可能为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形式所

取消
,

而可能改变的只是该规律借以实现的

形式 并且
,

这一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比

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

时间节约规律和分配时间规律既是互相

区别的又是互为补充互相渗透和 不 可 分 割

的
。

前一个规律具有改变生产需要构成从而

调节社会劳动分配比例的内容
。

详而言之
,

由于时间节约
,

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
,

缩短

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因而社会投放在消费

资料生产上的劳动时间就减少
,

社会劳动量

的分配比例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

无疑
,

分

配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劳动时间以及用于从

事科学
、

艺术
、

社会活动等的 自由时间就增

多
。

后一个规律也具有节约时间的内容和功

能
,

则是显而易见的
。

并且
,

这两大规律都有一个大体通用的

尺度即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
。

这一尺度
的表现形式

,

作用特点和地位在不同社会经

济形态下会起变化
。

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时

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再是衡量 财 富 的 尺

度
,

而且由于生产和财富的基础不再是直接
形式的劳动时间

,

而是个人的全面发展或自

由时间
,

劳动时间从而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

时间的地位大大下降了
。

然而
,

它仍然始终

是
“

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
用的尺度

” 。

⑥它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直接

劳动的消耗应 以社会必要时间为度
,

并尽可

能将这种耗费降到最低限度 如果抛弃这个

尺度
,

就无法确定时间节约的量
,

也就不能

有意识的调节和有效地监督
,

节约时间也就

成为一句空话
。

它还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由于
“

社会也必须知道
,

每一种消费品的生

产需要多少劳动
。

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
,

其

中特别是劳动力
,

来安排生产计划
。

各种消

费 品 的 效 用 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

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 最后决定这一计

划
”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一注
, ⑩因此

,

如果抛弃这一尺度
,

各种产品的生产所必需

的劳动量无法确定
,

社会劳动总量也无法确
定

,

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成

为一句空话
。

如前所述
,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平均

的必要劳动时间
,

这一尺度的地位下降了
,

还应强调指出它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

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价值规律的社会形

式
,

不仅其调节作用带有 自发性盲目性和异

己的外部必然性
,

而且还采取迂回曲折的表

现形式来计量产品的社会劳动量即价值量
。

共产主义条件下
,

每个人的劳动从一开始就

是一般劳动
、

直接社会劳动
,

劳动产品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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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劳动量可以直接和绝对地知道
,

不需

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 “

通过社会对 自己的

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 自觉的控制
, ”

而这正是共产主义劳动组织的职能或任务
。

可见
,

对于时间节约 —分配时间规律

来说
,

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 —
“

正是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

能余留的全部东西
” ,

⑧即扬弃了价值形式

的价值决定或价值实体 —在未来社会中还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尽管它的作用特点
、

形式和地位起了重大变化
。

总之
,

这两大规律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
是普遍适用的首要的客观经济规律

。

可是它

们的实现状态则由于各社会经济形态的普照

之光的制约
,

呈现出程度上和形 式 上 的 差

异
。

只有在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中
,

它们才得

到纯粹 自由的发挥
、

最大限度的实现
,

就是

说
,

时间节约 —分配时间规律
“

在更加高

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 。

⑩

五 结束语 人的全面发展狱予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的根本适应性
“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 —这二者是社会

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
” 。

⑩ 因此
,

社会个

人的发展的总和赋予新生产方式新经济形态

这样的性质或特征 其生产关系能从根本上

能动地 自觉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

这种

根本适应性较之 以前那种盲 目的强制方式给

自己开辟道路
、

带有自然必然性的适应性
,

则具有无可 比拟的优越性
。

共产主义新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生产力

的迅速发展
。

因为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支配和

利用越来越多的 自由时间
。

自由时间即使人

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

创造或促进科学
、

艺

术等的时间
,

归根结底是创造新的生产力和

推动它迅速发展的时间
。

单单科学在工艺上

的应用即科学的物化
,

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生

产力
。

同时
,

社会个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

控制之下
,

而不能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
治 自己

。

因此
,

人的关系和能力全面而充分

的发挥和发展
,

意味着生产力总和的剧增以

及人们对它的支配或占有
。

人们也就成了 自

然界的主人
。

共产主义新人的全面发展也意味着生产
关系的顺利发展

。

如前所述
,

新生产关系既

摆脱了个人受他人限制的人的关系的狭隘性

和贫乏性
,

也摆脱了受制于物的人的关系的

异 己性和外在强制
,

因而处在各种关系尤其

是经济关系中的社会个人具备了个人关系和

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 “

他们的社会关系

作为他们 自己的共同的关系
,

也是服从于他

们 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
” 。

这就意味着生产

关系从此获得了对于生产力 自觉的能动的适

应性 人们也就成 了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
。

整

个人类也因此最终脱离动物界
,

从前史进入

正史
,

或者说
,

告别必然王国进入 自由王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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