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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今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争取在
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个英明决策，使我感到应努力争分夺秒地迅速完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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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两种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大差别　　1956年，我国
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接近于国营经济的公
私合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
1958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发展成为农村人民公社。
1967年，公私合营企业取消定息，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近年来，在农村，许多人民公社办起了集体所有制的社队工业；在实行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特别是专业户）以后，又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在城镇，也出现了许多由待业青年和其他居民
集资经营的合作经济。
这说明，1956年以来，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归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代表的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基本上已经成为全
社会的公有财产。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生产资料则是各个集体经济单位劳动者的公有财产。
在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生产的，国家可以通过国家计划和各种经
济措施，使它们的主要经济活动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在各个集体经济单位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要求基本上遵循等价交换的
原则。
因此，从它们内部和外部关系来说，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生产资料是全国人民的公有财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但是，我们现在的全民所有制是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
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劳动产品，扣除生产中的物质资料消耗以后，最后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
分。
其中积累基金是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和政策进行分配的。
消费基金，特别是个人消费基金则主要是在国营企业工作的职工中进行分配。
各集体经济单位的劳动者（主要是集体农民）并不参与全民所有制经济个人消费基金的分配，他们分
配的只是集体经济自己的收益。
因而就造成两种所有制之间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差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全民所有制还是不完全的。
只有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并存，发展到统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消费基金在全体劳动人民中间进
行统一分配，不再由于所有制不同而形成差别，它才是完全的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经济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经济，每一个集体经济单位还是一个独立的所有者。
它们各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它们的劳动产品归各单位集体所有，在扣除生产中的物质资料消耗和
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以后，剩余部分由各集体经济单位自己支配。
它们除向国家提供积累以外，还要为自己提留一部分积累基金，归本单位使用，消费基金也在本单位
内部进行分配。
就每个集体经济内部来说，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平等的；但是就各个集体经济单位相互之间
来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还是不平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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