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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 兼说消费决定论　 　

鲁明学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

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生产决定消

费, 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二者之间是一种前者决定后

者, 后者又反过来影响前者的唯物辩证关系。但近十

几年来, 由于国际、国内的企业对市场的激烈争夺,

有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产生了某些似是

而非的认识。本文拟对其中某些认识谈谈个人观点。

　　一、生产决定消费, 还是消费决定生产?

近年来, 在理论界, 更多地是在一些经济实际工

作战线上的某些人中, 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 人们要

消费才去生产, 消费引起生产; 消费是目的, 生产是

手段, 目的决定手段, 所以消费决定生产。这种观点,

在经济学说史上曾以西斯蒙第为代表, 他以消费先

于生产并决定生产的理论为基础来阐明资本主义消

费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其实, 西斯蒙第的这种

观点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这里所说的生产和消费是指人类的生产和消

费, 更确切些说, 是指人类
·
社

·
会的生产和消费, 而不

仅仅是指由生物的生理机能引起的求生性的生产和

消费。按照自然地理学的观点, 自然界只有微生物才

是生产者, 其余一切植物和动物都是单纯的消费者。

生物的生长过程以及人类的生产过程都不过是对原

本的自然物质的消费过程, 只有微生物才能把一切通

过消费原本自然物质而生长起来的植物、动物之遗体、

遗骸再变成原本的自然物质, 以供它们重新消费。

当然, 由于生理机能, 人要生存就必须消费, 要

消费就需要有各种消费资料, 这就需要生产, 因而似

乎是人的消费引起人的生产并决定其生产。但是, 必

须指出: 第一, 一切生物, 由于其生理机能也都要消

费, 以维持其生存和繁衍, 自然界为它们提供了营

养, 准备了消费资料, 它们这种由生理机能产生的消

费并不引起它们的生产; 第二, 人类不同于一般的生

物, 人类本身也是劳动创造的, 人类脱离动物界本身就

是生产劳动的产物, 是生产创造了人类社会, 所以, 只

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了人类之后, 才有人类的消

费或人类社会的消费。人类的消费不同于一般生物的

消费, 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理机能的产物, 也是社会生

产发展的产物。有的经济学者说, 生产同消费的关系,

就如同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是先有鸡而生蛋, 还是先

有蛋而生鸡, 说不清楚。这是一种糊涂观点。

人类社会的消费不是一种静态的现象, 而是一

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从运动中来把握人类的消费, 它

的发展是由生产发展决定的, 人类消费水平是由其

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的, 人类生产什么, 他们才能消费

什么。人类消费什么, 消费多少, 怎样消费, 都是由

其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的。奴隶主不能要求消费电视

机, 同样, 现代人也还不能要求消费空中住宅。在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铁器具的出现结束了青

铜时代, 蒸汽磨的使用使手摇磨消失, 电灯的普遍化

使油灯成为罕见, 电视的普及使电影业大为萧条, 粉

末涂料在工业领域的兴起将使家用电器外壳油漆逐

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切都是由科学技术和生产力

发展水平决定的。人类早已向往开发月球、火星等外

星资源为地球人类使用, 还曾有人设想建立“飞船货

运公司”, 把外星资源运回地球, 建立“星际移民

局”, 使地球上一些人获准去月球上定居, 在月球上

修建三环路、四环路、“月亮庄小区”等。人们的这

些设想能否在将来真的实现, 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

新发明和生产力的新发展来决定。

单纯地满足人类生理机能要求的消费不是社会生

产的目的, 满足人类不断增长、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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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才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目的, 这个目的的提出和实

现都是由人类社会生产自身的发展决定的。所以, 在社

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关系中, 社会生产是主导的、起决

定作用的因素, 而社会消费则是依附的、被决定的因

素。当然, 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生产先于消费, 还是消费先于生产?

从人类社会经济行为来看, 生产就是创造产品

或使用价值, 而消费则是耗灭产品或使用价值。一个

产品或使用价值只有在生产出来之后才能开始对其

消费或耗灭的过程, 所以, 消费不能先于生产, 只能

在生产之后。在产品或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之前, 只

能有预想的消费, 不能有现实的消费。这种预想的消

费作为人们的主观欲望, 只有在产品或使用价值生

产出来之后才能实现, 人们的这种主观欲望只能影

响客观的生产, 而不能决定生产, 既不能决定生产的

技术过程, 也不能决定生产的社会过程。相反, 新的

科学技术应用, 生产的技术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变革,

则会导致新的消费品的出现和新的消费方式的产

生, 并将取代某些旧的消费品和旧的消费方式, 因而

导致人们消费结构的变化。

生产, 即人们开发、改造自然界原有的物质, 形

成产品或使用价值, 然后, 这种产品或使用价值经过

分配和交换两个中间环节, 才进入消费, 或不经过这

两个中间环节, 直接进入生产者个人的消费, 因而生

产是起点, 消费是终点。通常认为提高人类消费水平

是生产发展的目的, 其实, 从人类社会维续的角度来

说, 生产与消费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社会生产是为

了满足人类消费, 人类消费也是为了维续社会生产

和再生产人类社会, 因而生产是满足消费和提高消

费水平的手段, 消费及其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持继续

生产和提高再生产水平的手段。

西斯蒙第曾说: “人一生下来, 就给世界带来满

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愿

望”。①但是, 一生下来的人的这种需要和愿望是怎样

得到满足的呢? 实际上马尔萨斯曾说明过这个问题,

他说: “一个人出生到业已满员的世界, 如果他不能

在父母那里得到完全有理由要求得到的衣食, 如果

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 那么他就没有权利得到什么

食物。”②这就是说,“人一生下来”是靠父母的生产和

劳动来养活的。因而有的人把“人一生下来”首先要

消费, 所以才去生产作为消费先于生产、引起生产的

理由是不充分的, 而是长辈的生产决定幼辈的生存,

满足其消费。哪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能够为满足自

己的消费而去生产呢? 当代全世界普遍面临的人口

压力, 就是生产决定消费的有力证明。如果消费能够

决定生产的话, 那么, 就可以说, 人口增长从而消费

增长, 就能自然导致生产增长, 那我们就不必担心人

口膨胀了。哪有这种好事?

　　三、消费对生产的制约, 是

决定作用还是反作用?

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中, 人们的消费并不只是

一个消极地被决定的因素, 它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也起

着强烈的制约作用, 积极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这

种制约作用是在生产决定消费的前提下, 消费对生产

发生的反作用, 这种反作用是制约生产发展的条件, 甚

至是重要条件, 但不是决定生产发展的根本原因。

人类社会经济过程是生产与消费连续继起的过

程, 生产是起点, 经过分配和交换, 到达消费的终点。

这个终点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 并重新引起整个过

程。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首先,

消费实现生产, 没有消费, 生产出来的产品, 其使用

价值就不能实现, 从而也就不能或无需继续生产; 其

次, 消费刺激生产, 人口的增长, 消费的增长, 促使

生产必须扩大和发展, 从产品数量上对生产提出新

的要求; 再次, 消费引导生产, 人类新的消费欲望诱

导人们开发新产品, 开辟社会生产新领域, 因而消费

也从产品种类和质量上提出对生产的新要求, 并提

供改进生产和技术创新的主观动机和动力。最后, 人

们个人消费的性质、方式不同, 产生的结果不同, 对

生产的反作用也不同。满足人们实际需要的消费不

同于铺张、挥霍性奢侈型消费, 前者刺激、促进生产

发展, 后者则造成资源浪费, 不利于生产发展; 对耐

久性物品的消费不同于对非耐久性物品的消费, 前

者可能对生产的技术性、工艺性要求较高, 对生产的

反馈可能较迟缓, 后者的这种要求可能较低, 对生产

的反馈可能较迅速; 公共消费不同于私人消费, 前者

是由政府为公共目标而实行的消费, 它是维持正常

生产和发展生产的条件, 它可能更多地促进政府公

共事业和生产的外部环境改善, 私人消费则再生产

劳动者个人, 可能更多地促进劳动者素质、能力的发

展, 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前提。

在一定条件下, 消费也可能对生产起决定性制

约作用, 从而要求生产与之相适应。例如, 当生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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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科技应用产生出新的消费品和新的消费方式

后, 人们对新消费的普遍追求会改变人们的消费结

构。这时, 原有的产业结构便落后于人们的消费结构

变化, 人们新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要求原有的产

业结构随之变化, 因而社会就有必要根据已经变化

了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中失去

时效的部分, 促进某些不再为人们消费所需要的旧

产业向新产业转化, 使之适应新的更高层次的消费

需求, 较迅速地实现对人们新的消费需求的满足。又

如, 对企业来说, 其产品的品种、质量、款式等必须

随着人们的消费需要, 才能顺利销售, 因而企业的生

产必须适应人们的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心理和

消费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必须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另外, 在一定条件下, 必须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才能

容纳生产能力的增长, 才能刺激生产发展, 必须拓宽

人们的消费领域, 才能拓宽生产领域, 促使新生产业

的产生和形成, 资本主义屡屡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

危机,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了人民消费

能力的提高或购买力的增长, 使其产品实现受到了

严重阻碍。

消费对生产的制约作用虽不是直接决定作用,

而是其对生产的反作用, 但不能由此而认为这种反

作用是一种不重要的作用。决定作用当然是重要的,

反作用同样也是重要的, 有时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因

而对决定作用要重视, 对反作用也同样应该重视, 在

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上, 甚至更应受到重视。在现实的

经济生活中, 必须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生产同消费的

关系, 以利于经济发展。

　　　四、“适度消费”说明了什么?

在论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 有人竟然说, 马克

思提出的生产决定消费的观点,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

代是正确的, 而对今天来说, 已经不适用了。今天是

消费者主权时代, 企业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由消费

者的货币选票决定。我认为, 从企业生产的微观角度

来说, 消费者的货币选票确实可能决定某种产品, 有

时只是某种产品的某种款式或档次的命运; 但从整

个社会宏观经济的一般规律角度来说, 从社会经济

发展的基本理论来说,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试

问, 消费者的货币选票 (或购买力) 是由什么决定的

呢? 当然是由消费者的收入决定的, 而消费者的收入

又是由社会生产创造的。这一点连西斯蒙第也承认。

常有人写文章提倡“适度消费”。既然消费要适度,

就说明在消费之外存在一个客观地制约消费与之适合

的尺度, 即存在一个决定消费适度的客观标准。消费是

否适度, 其客观标准只能是消费主体的经济力量与其

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无论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家庭或

个人, 都是这样。从整个国家角度说, 适度消费是指同

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增长相适应的消费

状况。一个国家的适度消费要以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

及再分配的各种比例来衡量, 人均消费基金的变动取

决于国民收入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积累率等因素, 与

国民收入增长成正比, 与人口增长和积累增长成反比。

若积累率和人口增长率相对稳定, 人均消费基金与国

民收入大体同步增长, 即为适度消费。从家庭或个人角

度来说, 适度消费是指与其财力和收入相适应的消

费水平。每个家庭或个人的消费是否适度要以其消

费与收入的比例来衡量, 家庭收入大于消费, 有一定

剩余形成储蓄, 消费、收入、储蓄三者大体同步增长,

经常保持一定比例关系, 这种消费就是适度消费。从

消费的类型来说, 除了适度消费, 还有奢侈型消费和

吝啬型消费。吝啬型消费是一种过于节制的消费, 不

利于刺激生产; 而奢侈型消费是一种无节制的消费,

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发展, 反而会损害原有的生产, 只

有“适度消费”能最有利地促进生产发展。

提倡“适度消费”, 正说明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

作用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提倡“适度消费”正是

为了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发

展和经济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基础和保证, “适度消

费”是生产发展的条件。政府和社会有必要经常对消

费进行适当调控和引导, 既要防止消费超前, 又要防

止消费滞后, 使人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并与国民收

入增长保持恰当比例, 这样才有利于实现生产、刺激

生产、引导生产, 促进生产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注释:

①西斯蒙弟:《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中文版, 49 页,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②马尔萨斯: 《论影响社会将来进步的人口原理》, 第

2 版, 531 页, 英国华德和洛克公司,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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