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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发展》
关

序
宋 涛

我很乐意将王元璋同志所撰专著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
、

恩格斯到列宁 的发

展 》向理论界予以推荐
。

首先
,

我赞成这本书的研究思路
。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导航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究竟要

不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 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这个

问题作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
。

我国数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已经表明
,

对于这个问题作肯

定地 回答
,

是理所当然的
,

无庸置疑的
。

然而
,

近几年来
,

在一些人看来
,

好象马克思主义不时兴了
,

可以弃之不用了
,

照抄照

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成为时髦
。

当然
,

我主张对西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

应该引进和学习
,

西方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

办法
、

措施
,

我也

是主张学习和借鉴的
,

对这些能为我所用的东西采取关门主义
,

一概排斥的态度
,

是绝对不

正确的
,

极为有害的
。

所以
,

我始终要求我的博士生广泛地阅读西方学者的经济著作
,

深入

地了解西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
,

但是
,

我们学 习和借鉴西方的好东西
,

决不意味着可

以抛弃 由实践 已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
。

在当今世界上
,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

都有着各 自的精神支柱
,

即在

人们心 目中享有崇高地位的领袖人物和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经典理论
,

就连宗教领域也不例

外
,

佛教中的释迎牟尼和 《大藏经 》
,

基督教中的耶稣和 《旧约全书 》
、

《新约全书 》
,

伊斯兰

教中的穆罕默德和 《古兰经 》
,

都受到各 自教徒们的敬仰和推崇
,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要

有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实社会中确有那么一些人
,

并没有真正懂得马列
,

没有真正了解西方学术思潮
,

也缺

乏正确的思想方法
,

却在那里大言不惭地叫喊马列
“
过时

” ,

乱搬连 自己也不懂的西方词 汇
,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在他们那里被遗弃
,

西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既不会辨认
,

也不能真正

学习好
,

我看这些人实在有改弦易辙之必要
。

王元璋同志这本书着力于全面
、

完整地发掘并展示马克思
、

恩格斯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

经 济的宝贵思想遗产
,

这对 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指导地位
,

对于卓有成效地进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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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经济建设
,

进行改革开放
,

无疑是作了一件极为有益的工作
,

我表示非赞同
。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

也还有那么一些原来作经济理论工作的人
,

抛弃了 自己几十年来

苦心钻研而获得的专长
,

转向经商
,

嘴里还振振有词 地说这就是
“

务实
” 。

其实是不务正业
,

捞
“
实惠 ” ,

捞
“
油水

” 。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
,

无
“

实惠
” 、

“

油水
”

可捞
,

需要一批甘于清苦的人乐于奉献
。

而在这方面
,

王元璋同志长期潜心钻研
,

富

有成果
,

精神可佳
。

其次
,

我 同意这本书的研 究方法
。

王元璋同志的这本书从始至终都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

即把马克思
、

恩格斯和列宁的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如实地看成一个前后直接相连的有机发展过程
,

并把两者进行对 比分析
,

从

而确认列宁在忠实地继承马克思
、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正如王元璋同志在书中所述的那样
,

列宁之所以能够如此
,

在于他经过艰苦的探索
,

终

于发现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
,

既不能背离
,

又不能照抄照搬
,

只

能放在 世纪初经济比较落后的苏维埃俄国特殊的国情中去检验
。

凡是符合当时苏维埃俄国

实际并能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
,

他就继承
、

就运用 凡是不

符合苏维埃俄国实际并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是过了时的东西
,

他就勇敢地抛弃
,

并

努力用科学的或比较科学的新结论代替已过时的旧结论
,

其结果
,

列宁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
,

而且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

王元璋同志在书中多方面阐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
,

恩格斯到列宁的发展过程

所给予的重要启示
,

我以为都是正确的
,

其中最为主要的在于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是一

个发展的过程
,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为列宁和其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劳永逸地提出一个

一成不变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详尽方案和固定模式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依据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立场
,

方法和基础原理
,

结合所处时代的各自特殊国情去探索
,

而不应该照搬照抄马

克思
、

恩格斯的只言片语
。

当今的中国
,

不同于 世纪的西欧
,

也不同于 世纪初的苏维埃俄国
。

马克思
、

恩格

斯基于当时 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中国的社会主义
,

中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很大区别
。

我们决不能照抄照搬

马克思和恩格斯
,

也不能照搬照抄列宁
。

我国是一个经济还相当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

非社

会主义因素还将长期存在
,

我们决不能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

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

只能靠中国人民 自己依据本国国情
,

以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指导
,

认

真探索
。

这个道理
,

在王元璋同志把马克思
、

恩格斯与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比较研究

的过程 中
,

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了
。

最后
,

我还欣赏这本书的研究 内容
。

王元璋同志的这本书把马克思
、

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分成二十章
,

每章分

别阐述若干个重要理论 内容
,

也就是说
,

在总共 个重要理论内容上用了 多万字探究马

克思
、

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

以前
,

我看过许多涉及马克思
、

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文章和著作
,

而这本书是涉及得 比较宽广
,

归纳得 比较系统
,

论述得 比

较全面的
。

更为难得的是
,

这本书在研究问题时
,

不拘泥于理论界 已经研究过的粗线条
,

于细微之

处发掘出许多还未受到应有重视的思想内容 不固守理论界 已作出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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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固定资产更新因素来对社会再生产作进一步的分析
,

从而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实际过程

是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
,

而不是一种均衡状态
。

这样
,

如果抽象掉制度因素
,

马克思的社会

再生产理论实际上指出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具有均衡制约下的非均衡特性
。

作者基于他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上述理解
,

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书中
,

尝

试着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问题
。

作者

认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在于 社会分工使各生产部门之间在实物量上存在

一定的比例关系
。

但是
,

在实际经济活动处于正常情况下
,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种种因素

包括货币因素
,

必然导致社会再生产不可能按客观比例或均衡的发展
,

而是处于客观 比例

制约下的非均衡发展
。

由此
,

也就决定了社会只能对再生产过程采取非均衡调控
。

因此
,

作

者在该书中探讨了市场经济下
,

实物量与货币量的非均衡运动
,

以及这种运动的区限
,

从而

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自然非均衡增长与破坏性非均衡增长的观点
,

并由此认为均衡制约下的非

均衡性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一般特性
。

基于市场经济的这一特征
,

作者主张政府在客观管

理上
,

应采取商品储备
、

本币储备和外币储备等非均衡调控手段
。

综观全书
,

特别是上述论点的介述
,

可以确认 作者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透过现象

看本质的洞察力
。

该书是一部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

建实践
,

钻研深入
,

分析中肯
,

论据充分
,

具有较强说服力
,

并在一系列问题上见解颇有新

意的著作
,

值得认真一读
。

当然
,

正如作者本人也认为的那样 他的上述观点
“

还处于形成过程中
,

许多概念的使

用还难以界定
” 。

不过
,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利用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理论来探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间题的论著在国内外都可以见到 但是
,

象作者这样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

从均衡与非均衡的角度进行概括
,

并利用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著作
,

则在国内外

却是少见的
。

作者既然处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
,

相信他会继续刻苦钻研
, “

忠于守旧
,

而又

勇于迎新 ” ,

在科学攀登的道路上再前进一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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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在许多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 自己的见解 不 回避有争议的理论
,

多方面地表

述了 自己力图有分析
、

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
。

作为一本学术专著
,

可以阐述作者的一家之说
。

从总体上看
,

书中的观点我认为是正确

的
、

科学的
,

但也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

这将有待作者和理论界的同仁们进一步研

究
。

目前
,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处在进一步迅速发展的关键时刻
。

我们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该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
,

为经济建设实践服务
。

我相信
,

随着本书的间世
,

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

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王元璋同志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
,

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多年
,

成果颇丰
。

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

还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当津

贴和人民教师奖章
。

现为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时值年富力强
,

理应为学术理论界多作贡

献
。

应他的要求
,

我欣然同意为本书作序
,

期待他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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