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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原理 ,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 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 对于私有制 、剥

削 、两极分化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 、现实作用和发展趋势作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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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把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 同解放生产力 , 发

展生产力一起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 ,看作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讲 , 剥削和两极分化 ,与共同富裕

是根本不相容的;要实现共同富裕 , 就必须消灭剥削 , 消除

两极分化。但是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剥削和两极

分化现象 ,在一定范围内比较明显的存在着。那么 , 如何

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

削和两极分化现象呢?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剥削现象与两极分化的

最终消除 ,即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 , 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

应的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

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经济制度。在实际

生活中 ,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信仰原则和道义原则出发认识

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 这样 , 势必盲目追求公有制的程

度和公有化的纯度 ,对于私有制经济的合理发展及其与之

相伴随的剥削现象和两极分化的客观存在采取简单否定

以至批判 、抵制的态度。事实上 ,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公有

制 ,首先是从生产力原则出发的。按照唯物史观 , 哪种所

有制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那种所有制就会获得社会历

史的承认与选择。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取代了原始社会的

公有制 ,奴隶社会野蛮残酷的剥削制度取代了原始社会没

有剥削的氏族制度 ,如果从道义原则出发看问题 , 这种取

代似乎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人类历史的大倒退。然而 , 从生

产力标准出发看问题 , 这种取代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下是一种进步 ,因为奴隶制度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

模的分工成为可能 ,从而使希腊文化出现 , 古代世界繁荣 ,

也才有后来经济 、政治 、艺术的发展。当社会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 ,当资本主义生产获得日益社会化的高度时 ,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

私有制 , 也首先是从生产力原则出发的。他们通过对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

的剖析 , 认为要解放生产力 ,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地

发展 , 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 ,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也是从生产力

原则出发的。所谓“多种所有制” , 实质上是多种公有制经

济与多种私有制经济的统称。多种私有制经济之所以是

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 , 并将在我国今后长

时期内存在和发展 , 从根本上说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

状况所决定的。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最突出的特点是低水

平 、多层次 、不平衡 , 即一部分现代工业 , 同大量落后于现

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 , 同时并存;一部分经

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 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 , 同时

并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 , 同普遍的科技

水平不高 , 人民群众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的状况 , 同时并存;

等等。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生产

资料所有制的社会结构 , 既不能长期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

水平 , 也不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而必须与生产力的

状况相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 ,势必

要求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

度。过去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 , 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公

有制经济 , 排斥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 结

果损害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的提

高 , 使我们经历了二三十年短缺经济的困扰。改革开放以

来 , 我国实行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 , 有力地

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 基本上告别了短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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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 社会的巨大进步 , 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 ,都包含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功绩。在我国现阶段

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 , 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 , 有着

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们在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扩大就业 、

完善经济结构 、增加国家税收 、活跃市场 、方便群众生活等

方面 ,作出了和将会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剥削与两极分化现象是与私有制相关联的经济现象 ,

要正确认识剥削和两极分化 ,就必须正确认识私有制经济

及其在我国的具体表现。 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制。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作为公共的 ,集体的所有制的对

立物 , 只是在劳动资料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

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 ,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

动者而有所不同。” [ 1] (P829—830)这就是说 , 私有制是相对于

公有制而言的经济成份;私有制的性质 , 依照私有者是劳

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这个标准 , 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劳动者私人占有制也就是劳动者个体经济;二是以雇佣劳

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即非劳动者私人占有制 ,也就是剥削

者私人占有制。在人类历史上 ,个体经济虽然在原始社会

末期就产生了 ,并且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 , 但它始

终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 , 占统治地

位的始终是剥削者私人占有制;私有制的典型形式是剥削

者私人占有制;而私有制的最高形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私有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 ,这种经济关系的实质就在

于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 ,即生产者和生产

资料相分离 ,因而生产者和非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是根本相

对立的 ,他们之间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

就目前的情况看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经济

主要有以下几种存在形式:

个体经济。它是个人的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

制。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 , 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劳

动者私有;第二 ,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劳动者既

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所有者 , 又是直接生产者。因

此 ,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

前者是私有 ,后者是公有;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

性质上也是不同的 ,前者没有剥削 , 后者以剥削雇佣劳动

为基础。

私营经济。这是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份。

一方面 ,它是在私人投资基础上的雇佣工人进行生产经营

的私人经济;另一方面 , 它又不能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相联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 作为独立的市场

主体 ,依法经营 , 并与同样是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公有制经

济发生各种联系。

中外合营经济。其中包括两种形式:第一 , 中外合资

经营 ,是外国合营者与中国合营者共同出资举办的合营企

业 ,按照股份分配收益;第二 , 中外合作经营 ,它是外商出

资金 、设备 、技术等生产要素 ,中方出人力 、土地 、厂房和其

他可利用的设施 , 合作举办的企业。前者也叫股权式经

营;后者也叫契约式经营。 中外合营经济的性质 , 从总体

上说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关系联合的

混合所有制经济。

外商独资经济。它是外国 、港澳台和华侨资本在中国

举办的独资企业 , 它完全是资本主义式的以雇佣劳动为基

础的私有制经济。

毋庸讳言 , 由于私有制经济的存在 , 由于私有制经济

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 ,以剥削关系维

系其经济运行的 , 因此 , 剥削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

性。同样 , 两极分化也是在私有制和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

下 , 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贫富差别扩大的社会经济现象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为两极分化提供了

经济制度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

间的激烈竞争一方面有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

成为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尤其是按资

分配作用范围的扩大 , 为两极分化提供了现实的扩张机

制。另外 , 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 、体制 、机制和政策的不

健全 、不完善 、类似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聚敛财富的现

象一定程度的存在 , 其结果也会强化社会成员的两极分

化。以上这些因素说明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两极分化

同剥削现象的存在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

诚然 , 社会主义最终将消灭私有制 , 消灭剥削和两极

分化 , 但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私有制 、剥削 、两极分

化的灭亡如同其产生一样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恩

格斯指出:“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呢? 不 , 不能 ,

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制经

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 , 正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

级革命 , 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 , 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

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 2] (P367)马克思也一再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 在它所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

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

胞里成熟以前 , 是决不会出现的。”
[ 3] (P23)

这就是说 , 只有

社会生产力达到高度发达水平 , 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被创

造出来之后 ,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日益完善;共同富裕

的社会主义本质目标实现的物质基础充分具备之后 ,其基

本制度才能最终完备 、成熟起来 , 社会才能最终彻底消灭

私有制 , 从而才能彻底消灭剥削现象和两极分化现象。显

然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远不具备这一条件。 因

此 , 在一个较长时期内 , 私有制和剥削现象在我国的生存

与发展也就在所难免。

对于私有制 , 应该理性地认识和对待。正如列宁指

出:“同社会主义比较 , 资本主义是祸害 ,但同中世纪制度 ,

同小生产 、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 , 资本

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

义的直接过渡 , 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

主义 , 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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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

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 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

段 、途径 、方法和方式。” [ 4] (P510)其实 ,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

看 ,除原始公社所有制外 , 从来就没有一种纯粹的 、单一的

社会所有制形式。这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是在旧有的所有制关系中逐渐生

长出来的。因此 ,在一种占据主体地位的所有制存在的同

时 ,还会存在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多种所有制并存 , 相辅

相成的共同发展 ,是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存在形式。中国当

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总体来看社会

生产力还很不发达 ,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生产力 ,

因而适应不同生产力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的不同所有制

经济成份长期同时存在 、共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 在公有

制为主体前提下 ,具有一定的剥削现象的私营经济和个体

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 ,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 ,对于“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也必须客观辩

证地认识和对待。首先 , 它既是一个目标 , 又是一个长过

程。作为目标 ,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所在;作

为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完整的

剥削阶级的基础上允许少量的 、局部的剥削现象存在 , 剥

削和两极分化现象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条件

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剥削和两

极分化是涵盖全社会的普遍规律 ,它不会自然地走向消灭

和消除。其次 ,剥削是一种历史现象 , 有其历史意义和过

渡性。各种剥削制度和剥削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

方式的区别而各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剥削现象不同于

以往历史阶段 , 它有特殊性和一定进步意义。再次 , 消灭

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决定了个

体经济 、私营经济 、外资经济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剥削和两

极分化的存在和发展 ,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最

终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 , 我们用“反目标”的手段来实现目

标 , 这里体现了形式上相悖而实质上一致的辩证统一 , 体

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辩证法。最后 ,必须坚持

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合理发展的正确政策 ,但同时要积极

探索对剥削和两极分化加以引导和调控的新路子 ,要通过

深化改革 ,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强化公有制经济的支配力 、

控制力 , 最终让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更好的体现在消

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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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criter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 this es-

say analy ses the objective inevitability of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economic systems , among which the

sy stem of public ow nership 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China , and makes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objective reasons , the practical founctions and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the ex-

istence of the private ow nership sy stem , exploitation and polarization of in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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