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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体脉络一以贯之，即遵循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的经济思想，使马克
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
深入地探讨了所有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理论、个人
收入分配理论、宏观控制理论中国化发展历程和理论创新。
本书的探讨与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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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研究中国化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理论，首先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对社会主义所有制作出了科学的预测，列宁和斯大林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为现
实。
当代中国所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长期探索和创新的结果，
是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他们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制约着或决定着人们在生
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人们在产品的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并决定着上层建筑乃至整
个社会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制思想非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1.1.1 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马克思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精辟的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
制。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思想。
这里讲的私有制首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当然也包括其他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
及其矛盾，明确指出，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对人类社会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
经济活动作出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的不朽巨著《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被它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导致
其必然灭亡。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
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剥夺剥夺者，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规律决定
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把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没收，
对于生产方式已高度社会化的资本大工厂和大土地占有者，用没收的办法无偿剥夺，使他们的财产变
为社会公有的财产；第二种方式是赎买，在特殊的条件下，可以用赎买的办法对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
实行公有化。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
样。
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
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
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
）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在这个联合体中，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全社会如同一个大工厂、大的“辛迪
加”，生产按照社会统一的计划进行，直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在这个联合体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经消亡。
在未来社会第一阶段，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
1.1.2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构想，使用得最多的词汇有“社会
的所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公共的生产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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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
“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
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
”这些词汇从不同的侧面概述了公有制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它把资本变成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
公共财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个伟大的历史结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
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这否定的否定。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
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经典回答。
这段话指出，未来社会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未来社会所有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
的基础上——社会化协作大生产的基础上；未来社会所有制是“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共同占有
”。
重建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每个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
事实上的所有者，靠劳动来取得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
社会所有制是全社会唯一的公有制形式。
在自由联合体中，劳动者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
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实现了在生产资料面前人人平等。
1.1.3 未来社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把一切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实行单一的公有制。
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
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
力的总量。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要把属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变为公共财产”，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
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的思想，
全面论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问题，指出：“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
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或“社会占有”，也
就是“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其特点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全社会范围内直接结合
。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所有制。
关于国家所有制的管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设想了集权的模式，而且设想过分权的模式。
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相离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过资本主义就存在所有权同经营权的分离。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
⋯⋯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
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人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十分赞赏巴黎公社把工厂主关闭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的措
施，认为这是公社的一种创造。
“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
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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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 ‘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这里充分肯定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
国家可以采用出租的方式，把从资本家手中剥夺来的工厂转交给工人合作社支配，把从大土地所有者
手中剥夺来的土地交给农业合作社使用。
这种方式很像我们今天的承包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有制的形式不仅可以采取国家所有制，他们还有过农业集体所有制的设想，1871
年12月5日，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总务委员会上，在谈到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时，指出：“
丹麦的土地主要是每人占有五十英亩到一百英亩好地的、人数众多的农民私有者的财产，不可能立即
没收这么一大批人的土地。
因此提出了一个对租佃者和农业工人都很有好处的计划，这就是建立由租佃者和农业工人组成的农业
合作社，共同耕种目前由他们各自耕种的土地。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合作经营不仅适合于农业，城市的工业中也将存在。
马克思亲自领导作出的《关于合作制》的决议中指出，工人合作工厂是由工人自己创办的企业，生产
资料归工人集体占有，因而在企业内部扬抑了资本主义剥削，扬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决议还指出工人合作工厂的企业性质和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整个社
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并不会因合作工厂的存在而改变。
关于合作制，恩格斯指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
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综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集体所有制的特征主要是它是改造农民小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现
社会占有的过渡措施或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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