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初探

胡乃武

〔内容提要 〕系统论述 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 的理论 问题
,

从创立社会主义

经济增长理论 出发
,

联系实际
,

总结了我国三 十年来在经济增长问 题 上 的 经

验
,

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类型和特征
,

揭示 了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

值
、

国民收入
、

盈利之 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

探讨 了社会主义经济增

长的质量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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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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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从辛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与控制

的研究
,

主要著作有《 经济杠杆导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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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西方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
,

著述颇多
。

我国的建设实践表明
,

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创立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
,

以

便提高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
。

一
、

经济增长的类型和指标选择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

主要是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规律性
。

经济的增长
,

不是一

个孤立的问题
,

而是和经济结构
、

比例关系
、

经济效益密切相关的
。

因此
,

我们不能孤立地

研究速度问题
,

而应当在四者的统一 中来研究
。

在速度
、

结构
、

比例
、

效益的相互关系中
,

中心的问题是什么 过去我们认为
,

中心的

问题是速度问题
。

因此
,

忽视按比例和经济效益
,

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
。

其结果是 速度虽

然不低
,

但经济效益很差
,

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
。

这种经济增长类型
,

可以称之为数量增长

型或粗放增长型
。

年 月
,

赵紫阳同志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分中
,

总结

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经验
,

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内容的十条建设方针
,

指

明了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

这就是 速度恰当
、

经济效益比较好
,

使人民能够得到更



多的实惠
。

这种经济增长类型
,

可以称之为效益增进型或集约型增长
。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
,

但这并不意味着速度问题就不重要了
。

速度问题
,

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

民的富裕幸福
。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
,

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

就是增加产品数量
,

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 ” ①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人 口众多

、

人民

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
,

力争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

意义就更加重要
。

我们所要反

对的是那种脱离实际的 “ 高指标
” 和 “ 高速度 ” ,

但不能因此就忽视速度问题
。

由数量增长型转变为效益增进型
,

必须选择恰当的反映这一经济增 长类型的指标
。

在我

国现行统计工作中
,

衡量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
,

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用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增

长速度 一类是用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

这两类指标
,

各有所长
,

也各有所短
。

按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

能够全面反映各部门间现实的经济联系和生产结构的变

动
,

这是它的主要优点
。

它的缺点是 其一
,

总产值是按 “ 工厂法 ” 计算的
,

受转移价值的

影响较大
,

重复计算较多
,

因此
,

它所反映的速度有一定的水分 其二
,

按总产值计算的经

济增长速度
,

如果把它作为考核指标
,

往往会使企业追求生产那些消耗原材料较多的产品
,

使用较贵重的原材料
,

增加不必要的在制品
,

因而不利于节约物化劳动消耗
,

不利于增加符

合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
。

按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

主要有以下三个优点 首先
,

由于它消除了转移价值

的影响
,

所以能够促进企业节约物质消耗
,

提高产品质量
,

增加零配件生产 其次
,

由于它

不受物化劳动重复计算的影响
,

所以它所反映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真实 最后
,

按国民收入

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

可以同工资
、

盈利
、

财政收入和经济效益等指标发生直接联系
,

形成具

有可比性的指标体系
。

当然
,

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

也有一些缺点
,

主要有以下

两 点 其一
,

它受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较大
。

在价格严重坏曲的情况下
,

按国民收人计算的

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
、

部门
、

地区的速度和生产结构的变动 其二
,

如果把按

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考核指标
,

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利于专业化协作和技术

进步的缺点
。

因为专业化协作和技术进步
,

会引起产品价值构成中转移价值的比重上升
,

净

产值的比重下降
,

从而就会给资金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合理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

总的说来
,

按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按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

优点多

些
。

因此
,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
,

应当主要采用按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增
一

长速度指标
。

二
、

影响速度的因素和确定速度的方法

为了正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速度
,

就必须了解影响速度的因素
。

从大的方面

来看
,

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
,

主要有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生产关系的因素
,

第二类是上

层建筑的因素
,

第三类是科学技术的因素
,

第四类是 自然条件的因素
,

第五类是生产力的因

素
。

这五类因素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作用
,

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

素
。

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
,

又可以分解为两个具体的因素 一个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人

数 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
。

生产力中的物的因素
,

同样可以分解为两个具体的因素 一个是

生产资料的数量 另 一个是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
。

上述五类因素同生产力中的这四个具体因



素之间的关系
,

可以用图式表示如下

搜 夯力

默置 ④④叶夕料引用用

数数 牢牢

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上述四个具体因素
,

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
,

而是相互结合在一起

共同发生作用的
。

这种结合关系
,

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组

第一组结合关系
,

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
。

在这种结合关系中
,

既应使二者在数量

上相适应
,

又应使二者在结构上相适应
。

就二者的数量适应关系来说
,

正象马克 思 所 指 出

的 “ 一定量的生产资料
,

必须有一定数 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 ” ②
。

如果劳动者人数过多
,

而

生产资料不足
,

就会使一部分劳动者不能发挥其作用
,

形成人力的浪费 如果用降低劳动者

技术装备程度的办法来使二者相结合
,

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

相反
,

如果生产资料的

数量过多
,

而劳动者人数不足
,

就会使一部分生产资料闲置起来
,

形成物力的浪费
。

在上述

三种场合下
,

都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

一般说来
,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四

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
,

应当在提高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的基础上使劳动者和生产 资 料 相 结

合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人力和物 力都得到充分的利用
,

从而才能使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
。

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结构适应关系来说
,

不同生产部门
、

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需要

有相应的生产资料与之相结合
。

如果二者在结构上不相适应
,

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

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
,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结构上的结合问 题
,

更 加 突 出

了
。

就劳动力的结构来说
,

据外国学者的统计
,

在现代化企业里
,

需要有 写的熟练工人
,

至 。 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者
,

至 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
。

目前我国工业企业

现有职工队伍普遍存在三低 一是文化水平低
。

据 年对
, 。 万名职工的 调 查

,

是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

其中文盲半文盲占
,

小学程度占
。

二是技术水 平 低
。

据对

个省市的
,

万名工人的调查
,

技术等级为一至三级的占 写
。

三是管理水平低
。

在县
、

团级以上的企业领导干部中
,

熟悉业务
、

懂管理的只占三分之一
。

为 了很好地解决劳动者和

生产资料在结构上的结合问题
,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

加强对职工的培训
。

第二组结合关系
,

是劳动者人数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因素的结合
。

生产的发展
,

主要不

能靠增加劳动者人数
,

而应当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
。

这是因为
,

如果生产的发展主要靠增

加劳动者人数
,

归根到底
,

会受到人 口 自然增长的限制
,

使速度很慢
,

经济效益很差
。

而劳

动生产率则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
。

因此
,

主要靠提高劳

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
,

不仅可以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

而且可以降低产品成本
、

增加盈

利
,

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



第三组结合关系
,

是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生产资料利用效率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结合
。

生产

资料的货币表现就是生产基金
,

而生产资料利用效率则可以表现为生产基金产值率
。

为了实

现四个现代化
,

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

我们既要努力增加生产 基 金 的 数

量
,

更要努力提高基金产值率
。

在一定时期内
,

经济发展速度是上述各种因素相互结合
、

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

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使各种因素得到较好的结合

,

因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显著地快于资 本 主 义 经

济
。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

就以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来说
,

在

年到 年的三十年中
,

我国为
,

美国为
,

英国为 写
,

法国为 写
,

联 邦 德

国为
,

日本为
。

⑧ 年比 。年
,

我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

美国增长了
,

英国增长了 ,

法国为零增长
,

联邦德国下降
, 日本增长了

。

④ ,

根据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

就可以设计出确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各种公

式
。

这些公式
,

主要有

按照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人数和劳动生产率来确定经济发展速度
。

其计算公式

如下
二

李 李
、 。。纬

、

式中
,

代表速度
,

代表国民收人生 产额 , 代表按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发展速 度
,

代表劳动者人数
,

代表劳动生产率
,

代表计划期
, 。

代表基期
。

按照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基金数量和基金产值率来确定经济发展速度
。

其计算公

式为

李 李
又

七 乙 。

式中 代表生产基金总量
,

代表基金产值率 ‘

资
按照生产基金

、

平均每一劳动者的基金装备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确定经 济 发 展 速

度
。

其计算公式为
, , 。 、

二 节 气舒一少 , 甲一
。

式中
, 代表平均每一劳动者的基金装备率 千

。

按照积累率和积累效益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
。

其计算公式为

」
,

月 二 , ,
,

一 一 二一

且

式中
,

△, 代表按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 ,

代表计划期积累额
,

代表计划期

国民收人
,

△
,

代表计划期由于积累而增加的国民收人
。

假定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积累率为
,

积累效益为 纬
,

则经济增长 率 为

纬
。

由此可见
,

按公式 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符合我国实际的
。

但是
,

公式 只是反映了积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而未反映现行生产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
。

因此
,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按照现行生产和积累这两个因素来确定经济增



长速度的问题
。

按照现行生产和积累这两个因素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
。

其计算公式为

刁。

「李 华 今
·

华 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狡 工 夕

式中
,

△
“ , 代表计划期靠积累因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

,

△ 代表计划期靠现有生产基

金的使用而增加的国民收入
。

公式 的推导如下

如果用 △ 代表计划期新增国民收人
。

则可得

刁 , 刁 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国民收人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公式为

、声了、
一︸刁一刁

犷 一、厂一一 二
刁 乙 」

国民收人增长中积累因素所起的作用

刁
, ,

刁
, 、

,
罗二‘

一 一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国民收人增长中现有生产基金所起的作用

乙
、 ,

一品 二 二 , ,
乙

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的经济内容为计划期单位国民收入基金占用量

,

△ , 的经济内容

为计划期单位生产基金的产值率
。

将 和 式代人 式
,

则得公式
。

根据公式
,

全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由于积累率过高而可能出现如 下 三 种 情

况
, 、 , ,

△ △ ‘ ‘ 、 人 , , , , , , ,

一

弟一柳优 ’

刊一可一 」钊一
可下一 盯

’

赞
‘ 一

脾灰
’

但 升小

高
。

这种情况的出现
,

主要是由于积累率过高
,

挤掉了现行生产所需要的财 力
、

物 力 和 人

力
,

从而引起基金产值率和积累效益的降低
。

这就是为什么过高的积累率不能带来高速度的

重要原因
。

第二种情况 当
△ ,

第三种情况 当
△

一

守
时

,

整个经济出现零增长
,

目。, 民 。济停滞不前
。

一

宁
时

,

整个经济出现负增、
,

。。国民经济是倒退的
。

上述三种情况说明
,

为 了保证国民经济持
、

稳定
、

协调地发展
,

必须正确处理积累与消

费
、

生产与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
,

必须坚持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
,

从提高经济效益中求速

度
。

三
、

速度与基数的关系

速度与基数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

这是经济增长理论必须加以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

有



的同志认为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生产规模和基数越大
,

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越慢
。

我们认为
,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

第一
,

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证明
,

速度并不随着基数的增大而递减
。

根据苏联著名统计

学家斯特鲁米林院士的统计分析
,

在整整一百万年的石器时代
,

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的速度为每万年 至 在五千年的铁器时代
,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为每百年 弱

一点 ⑤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
, “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

还要大
。 ” ⑧

第二
,

不可否认
,

生产基数对发展速度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

基数大了
,

每增长 的绝

对量也随之增大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基数增大后对发展速度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
。

例如
,

当原有生产基数为
,

个单位时
,

如果增加 个单位
,

增长速度为 , 当生产基数扩大

到
, 。 个单位时

,

增加 个单位
,

增长速度只有
。

但是
,

基数增大对速度的制 约 仅

仅是基数对速度影响作用的一个方面
,

并且不是主要的方面
。

我们更应当看到 ,

基数增大
,

意味着每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多
,

在积累率不变的情况下
,

积累额也随之增大
,

从而就会加快

经济的发展
。

同时
,

基数增大意味着物质技术基础更加雄厚
,

征服 自然的能力和克服不利因

素的能 力也越来越大
,

从而就会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

可见
,

基数增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

用
,

远远超过基数增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

所以
,

速度不会因基数增大而递减
。

第三
,

科学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

马克思指出 自从进入大机器工

业以来
, “ 整个生产过程不是屈从于劳动者底直接技巧

,

而是科学在技术 上 的 应 用 ” ⑦ ,

“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 ⑧
。

据统计
,

二 十 世 纪 七十年

代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中依靠科学技术取得的已占到 一
。

我国大庆油田

在二十多年的开发建设中
,

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占到 以上
。

科 学 技 术 总

是在一 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

这就决定了速度不会因基数的增大而递减
。

换句话说
,

只有在科

学技术停滞的情况下
,

才会出现基数增大后速度下降的现象
。

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进

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

我们的任务
,

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
,

把这种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

来
。

所以
,

速度随着基数的增大而递减
,

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所固有的规律性
。

乞

四
、

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值
、

国民收入
、

盈利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近几年来
,

我国经济学界有的同志提出
,

应当力争 “ 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品
、

工农业总

产值同步增长 ” ,

还有的同志提出
,

应当 “ 力争税利和工农业产值同步增长 ” 。

在这些同志

看来
,

实现了这种同步增长
,

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

这种意见的科学性 究 竟 如 何

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

就必须弄清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值
、

国民收入
、

盈利之间增长速

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及其与宏观经济效益的关系
。

社会总产值是工业
、

农业
、

建筑业
、

运输业
、

商业五个物质生 产部门的
、 、 、

之和
,

国民收入是上述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 与 之和
。

因此
,

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之间增长速度

的对比关 系
,

实际上就是社会总产品中 十 与 之间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
,



考察这一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 , 只能采用不变价格
。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二 者增长速度的对比

关系
,

反映的是二者实物羞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
。

‘

列宁在《 论所谓市场问题 》一文中
,

把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纳人马克思

的社会再生产公式
,

探讨了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

得出了

如下的结论 “ 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
,

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

料生产
,

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
。 ” ⑩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就是 △“ ,

制造消

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五 就是 一 △
,

消费资料就是 五 。 。

换 句话

说
,

快于
, 亚 快于 卫 ,

从而社会 总产品 中 的 即 亚

快于社会总产品中的 即
。

因此
,

按照列宁的生 产资料优

先增长规律 这是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阶段上扩大再生产的 规 律
,

一 般 说

来
,

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这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

具体

地说
,

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之所以会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

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

第一
,

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
。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

资金有机构成会逐步提高
。

科学技术进步能够节约生产单位

产品的劳动消耗
,

但是由于活劳动消耗的节约大于物化劳动消耗的节约
,

因此
,

总的说来
,

资金有机构成是提高的
。

例如
,

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
,

年为
,

年为
,

年为
。

又如
,

苏联的生产技术 构成
,

年 为
,

年 为
,

年为
,

年为
。

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
,

意味着产品价值构成中 的比 重 提高
, 十

的比重下降
。

因此
,

就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来说
,

社会 总产 值的增

长速度会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第二
,

生产专业化协作的发展
。

列宁说 专业化 “ 按其实质来说
,

正象技术的发展一样没有止境
。 ” ⑩随着专业化分工的

发展
,

加工工业产值中。的重复计算也越多
,

从而就会使
。的增长快于

,

使社会总产

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第三
,

固定资产无形损耗的加剧
,

设备更新速度的加快
。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
,

机器设备的无形损耗比之以前大大地加剧了
。

由于效率

更高
、

质量更好的机器设备不断地出现
,

使原有机器设备的继续使用成为不经济的事
,

从而

缩短了固定资产的服役期限
。

据美国机床合理化联合会的资料
,

机床无形损耗的平均周期
,

四十年代为十年
,

五十年代为八年
,

六十年代为五年
,

七十年代更短
。

妙机器设备无形损耗

的加剧
,

使产品价值构成中 的增长快于 的增长
,

从而也会使社会总产值的 增长快

于国民收入的增长
。

第四
,

生产结构的变化
。

一般说来
,

工业品净产值 十 在其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小
,

农产品净产 值 在其总

产值中所比重较大
。

就我国建国三十年来的资料看
,

工业品的净产值比重为 一
,

农产品的净产值比重为 一
。

但是
,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

工业 总 产 值 在

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提高的
,

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下降的
。

因此
,

就生产

结构变化这个因素来看
,

也会使社会总产值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
。

上面我们考察了社会总产值与国民收人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

那么 , 工农业总产



值与国民收人之间是否具有同步增长的规律性呢 回答是否定的
。

这首先是因为工农业总产 一

值 是工业和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
、 、

之和
,

,

它的增长速度显然快于工业和农业所创造

的国民收人
,

垃 的增长速度
。

其次
,

工农业总产值是工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
。 、 、

之和
,

而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则是工业
、

农业
、

建筑业
、

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 产 部门
, 与

班之和 , 二者的范围不同
,

严格说来
,

是缺乏可比性的
。

但是
,

月前
,

我国工农 业总产值在

社会总产值中占有很大豹比重
,

年为
,

同年
,

工业和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全社

会国民收入总额的
。

因此
,

总的来看
,

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同样会快于国民收人

的增长速度
。

上述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值同国民收人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

已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

年至 年
,

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 ,

工农业 总 产

值平均每年增长 ‘ ,

国民收人平均每年增长 芍 写 、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看沙

同样如此
。

年至 年
,

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息 ,

工农业总产 值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

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

我国各个时期三者增长速度的对 比 关 系
,

可 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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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
,

是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过程
。

只要这个过 程 没 有 完

结歹 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都会分别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率
。

因为在这个过程

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必然会发生作用
。

具体地说
,

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
,

国民经

济各生产部门的资金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 第二
,

生产结构的变化将会使物质消耗多的工

业和建筑业部门的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 第三
,

专业化协作将会更加广

泛地发展
,

加工深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

由此可见
,

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

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

这是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阶段上的一种长期的合乎规

律的现象
。

当然
,

就个别年份
、

个别时期来说
,

也有可能出现三者的 “ 伺步增长 ” ,

甚至可

能出现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

例如
,

苏联在

年至 年期间
,

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

国民收入也是平均 每 年 增 长
。

又

如
,

年比 如 年
,

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 , 而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只分别增



长 了 和
。

必 但是
,

如果把个别时期的情祝当作规律性的现象来看待
,

那 就 欠妥
一

。

最后
,

还需要讨论的向题是 税利即盈利和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值之间是否具有同

步增长的规律性呢 回答是否定的
。

盈利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 中的 部分
,

是国民收人的一部分
。

从 前面 的分析中我们

已经知道
,

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都分别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从而也

快手盈利的增长速度
。

因此
,

这里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向题是 盈利和国民收入之间何奢增长更

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我们对于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分配比例的安 排
,

应 当 遵 循
“一要吃饭

、

二要建设 ” 的原则
,

并应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慢于社会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速度
。

按照这一原则
,

国民收入中 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于 的增长速度 因此
,

盈利

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盈利的增长速度虽然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但却慢于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

因为盈利 是国民胶入的一部分
,

而 整个

国民收人的塔长速度是慢于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的
。

总起来看
,

增长最快

的是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
,

其次是盈利
,

再次是国民收人
。

这就是它们之间增长速度

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 一

叭

有的同志认为
,

实现了国民收入 或盈利 同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 ‘

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
。

这种看法
,

值得商榷
。

这里
,

我们着重指出如下三点

第一
,

在一般情况下
,

国民收人或盈利的增长速度慢于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值的增

长速度
,

只有在个别时期才有可能出现同步增长的现象
。

因此
,

把实现上述同步增长作为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来提出
,

显然是不恰当的
。

第二
,

把实现上述同步增长看作是宏观经济效益提高的标志
,

这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

的
。

因为影响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些重要因素
,

恰恰是使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

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

例如
,

科学技术进步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
,

但

是
,

这一因素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装备程度和提高资金有机构成
,

从而就会便社会总产

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

又如
,

生产结构的合理化
,

专业化

协作的广泛发展
,

都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
,

但是
,

如前所说
,

这些因素同样会使

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

第三
,

退一步说
,

即使实现了国民收人与社会总产值
、

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

也并

不意味着宏观经济就好
。

例如
,

我国 “ 一五 ” 时期
,

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与国民收人年

平均增长率之比为
,

而 “ 三五 ” 时期为
。

应当说
,

·

“ 兰五 ” 时期要比 “一

五 ” 时期更接近于同步增长
。

但是
, “ 三五 ” 时期的宏观经济效益是显著 下 降 的

。

其 中
,

“ 一五 ” 时期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
, “ 三五 ” 时期为 “ 一五 ” 时期的

积累效益为 究
,

一

“ 三五 ” 时期下降为 , “ 一五 ” 时期国营工业企业的资 金 盈 利 率为
, “ 三五 ” 时期下降为

。
⑩又如

,

苏联在 年至 年期间
,

社会总产值和

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 写
,

这算是实现了同步增长
。

但是
,

这一时期苏联 的 资金

产值率平均每年下降
。

⑩这就说明
,

把实现国民收人和社会总产值
、

工农 业 总产值的

同步增长看作是宏观经济效益提高的标志 , 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



五
、

经济增长速度的质量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
,

应当是多
、

快
、

好
、

省的统一
。

如果说 “ 多和快 ” 是反映经济增

长的数量方面
,

那么 “ 好和省 ” 则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
。

经济增长中的 “ 好和省 ” 的向

题
, 实质上就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

。 ,

因为经挤效益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
。

取得同样多的符

合社会和人民需要的成果
,

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越少
,

经济效益就越大
。

因此
,

经济潜长的

质量 问题
,

可以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
。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程度综合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
。

这是因为
,

社会主义生产

的 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

在社会总劳动时间是既定的情况下 ,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

就必须节约劳动消耗
, 以最少的劳动消

耗生产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产品
。

因此
,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 可以用人均实际消

费水平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来反映
。

这就是说
,

经济每增长
,

能够使人均实际消

费水平提高多少
。

经济的增长能够使人民得到的实惠越多
,

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越高
。

衡量人

民消费水平合理增长的标志是 第一
,

国民收人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必须保持恰当的比

例 , 第二 ,
全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应当慢于国民收人的增长速度 第三

,

人均实际消费

水平的提高速度应当慢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 第四
,

社会消费品购买力应当与市场

消费品可供量相适应
。

总之
,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
,

应当是速度恰当
,

经济效益较好
,

使人

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

这样的增长速度
,

才是质量好的速度
。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

就必须使初级产品
、

中间产品
、

最终产品之间保持 恰 当 的 比

例
,

使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保持恰当的比例
,

使第一次产业
、

第二次产业
、 “ 第三

次产业 ” 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
,

使产业结构合理化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

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

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

还必须十分注意增加花色品种
,

提高产品质量
,

使产品的品种

和质量都能适合人民的需要
。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较差
,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
,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
,

难

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地迅速增长 , 第二
,

产品品种少
、

质量差
,

难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要 , 第三
,

宏观经济效益低
,

在同样多的劳动消耗与劳动占用下所生

产的有用成果和盈利少
。

所有这些都说明
,

在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 关 系 问 题

上
,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质量
。

因此
,

我们不仅应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
,

更要重视经济增

长的质量问题 , 我国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的质量状况
,

可见下表

从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
,

上述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以 为

宜
。

这就是说
,

只票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纬左右
,

就可以使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

长 纬左右
。

这样
,
既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

又可以保证人民生活的

改善
。

、



经济增长率 ⑩

按国民收入计算

居民实际消费

水平增长率 ⑩

经济增长

的质量指标

“
一五 ” 时期平均

“二五 ” 时期平均

一 平均
“三五 ” 时期平均
“ 四五 ” 时期平均
“五五 ” 时期平均

一 年平均

一 年平均

一 年平均

。

一 。

。

。

。

。

六
、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

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基本原理
,

根据我国三十多年来在

经济增长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
,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必须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

第一
,

只有按比例
,

才能有高速度
。

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
,

都是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的
,

形成一定的比

例关系
。

只有 自觉地遵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客观比例 , 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持续地增

长
。

在 “ 一五 ” 时期
,

由于我们在计划安排上注意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 结果取得了社会

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

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写
、

国民收人平均 每 年 增 长

肠的高速度发展
。

相反
,

在 “ 二五 ” 时期
,

由于忽视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
,

用 削 弱农

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
,

结果导致重大比例失调
,

使社会总产值不但没有增长
,

反

而下降了
,

国民收人下降
。

在 一 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

由于我们重视了国

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
,

把失调的比例调整了过来
,

结果使我们又取得了社会总产值

平均每年增长
、

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

国民收人平均每年增长 写的

高速度发展
。

因此
,

陈云同志说 只有按比例
,

才能有高速度
。

这是我们处理速度与比例关

系的一条基本经验
。

第二
,

速度的快慢
,

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
,

而取决于财力
、

物力和人力的可能
。

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
,

当然是速度快一点好
。

但是
,

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财力物

力人力的条件下
,

速度具有客观性
,

不是想要多快就能有多快
。

只有把需要和可能
、

客观规

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正确地结合起来
,

才能把 良好的愿望变成现实
。

’

从客观条件来看
,

速度的快慢
,

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人的因素
,

另一个 是 物 的 因

素
。

就人的因素来说
,

速度的快慢
,

取决于投入生产的活劳动量的增加和劳动 生 产 率 的提

高
。

就物的因素来说
,

速度的快慢
,

取决于生产基金总量的增加和基金产值率的提高
。

在一



定时期内
,

特别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
,

无论是活劳动和生产基金总量的增加
,

还是劳动生

产率和基金产值率的提高
,

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

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有一定客观界限的
。

我们只能在这四个因素的正确结合下
,

在充分发挥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
,

力争较快的速度
。

第三
,

速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在‘定时期内和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
,

经济发展速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这是因为
,

影响速度的各种因素在短期内都不会有显著的变化
。

因此
,

我们不能企图在一
、

两年之内就

实现全社会生产的 “ 翻番 ” 和 “ 跃进 ” 。

还应当看到
,

社会再生产速度
,

是国民经济各部门

和再生产各方面按比例协调发展下的速度
。

部门之间的这种联系和制约作用
,

不仅使社会再

生产速度
,

而且使每个部门的发展速度
,

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

第四
,

我们所要的速度
,

不是一时的较快增长
,

而是持续
、

稳定地较快增长
。

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
,

要求我们在安排速度时认真搞好财力
、

物力和人力的各 自平衡

和综合平衡
。

只有这样
,

刁
‘

能实现经济的持续
、

稳定的增长
。

贪图一时的高速度
,

拼人力
、 ·

拼设备
,

必然使后续时期的发展速度放慢
,

形成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

十几年之后算总帐
,

要比以扎扎实实的速度稳步地向前发展
,

慢得多
。

陈云同志指出 “ 脚踏实地按 部 就 班 地

干
,

经济发展就快 急于求成
,

经济发展就慢
。 ” ⑩邓小平同志也指出 如果过去 “ 老老实

实按部就班地干
,

我们的工农亚生产和科学
、

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
,

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

较大的改善
。

拿钢来说
,

平平稳稳地发展
,

起码也可以生产五千万吨到六千万吨
,

而 且 合

用
。 ,, ⑧

第五
,

我们所妻的速度
, ‘

是经济效益好的速度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经济发展速度是一定的比例关系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反映
。

离开了按

比偷和经济效益
,

片面追求速度
,

投人多
、

产出少
,

产品不为社会所需要
,

则速度越高
,

浪费

越大
。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妻受经济奴益的制约
,

我价应当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较

快的速度‘ 要做至哒度和效益的统一
,

应当注意以下兰点
’

第一
,

速度拾标要切合实际
,

量力而行
。

为此
,

就要在搞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确定速度指

标、
几

第二
,

‘

生产的总量和结构要符合社会的需要
。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

社会需要具体表现为

市场的需要
,

因此
,

必须搞好市场的长期预测
。

‘ ,
’

第三
,

坚持质量第一
,

努力开发新产品
,

提高产品质量
。

总起乘说
,

’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
,

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

符合按比例发展的要

求
,

符告经济效益的原财
。

只有这样
,

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
、

稳定
、

协调
、

高效益地增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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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 思 大

学
一

合 作 计
中国人民大学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奔铸。杨域同民巍国物

‘ 马克思大学进行科学合作
。

这项科学合作计划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 日由袁宝华校长和卡尔马克思大学校长拉特曼根据一九八 六

年一月十一 日签订的两校校际科学合作协定精神
,

在莱比锡签署的
。

这八个领域有 汉学
,

包括中国古代

哲学史
、

中国隋至明哲学史 包括中国佛教
、

中国法家和法律史问题
、

中国通史 , 哲学
,

包括唯物辩 证

法的诸范围
、

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有关问题
、

马列主义理论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的发展问题
、

古代哲学史
、

文

化史问题
、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史研究
、

西欧资产阶级当代哲学的分析研究
、 “ 新马克思主义 ” 理论的

分析和批判
、

伦理学和美学研究 , 政治经济李
,

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中对商品生产诸范畴的有计划的利

用
、

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发展
、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 , 科学社会主义
,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德念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
、

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基础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
、

工人

阶级和农民以及其他劳动阶层联盟的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现
、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组织 多

党制
、

资产阶级政治学批判
、

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

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地

位
、

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的可能性
,

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及国际经

济关系中的非殖民主义化 历史学
,

包括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
、

马列主义史
、

德国共产主义的和社会民

主上义的工人运动史
,

尤其是梅林和拉萨尔的活动
、

近代革命史的比较研究 一
、

对阶级社会

址 功形态的产生与形成的比较研究 , 部门经济
,

包括工业经济 工业联合企业和工业企业中的自动化
、

贸

易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
、

经济信息处理 工业联合企业和工业企业中的电子化数据处理
、

社会

主 义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
、

计划和经济核算管理 法学
,

包括国际公法问题
、

社会主义经济法研究 德国

语言和文学研究
。

在上述各领域
,

双方将互相交流教育
、

教学和科研经验
,

互相探讨编写教学大 纲问题
,

免费交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互相派人讲学 , 共同
、

进行科学研究
,

互相支持对方完成科研项 目 , 互 相免

费交换教科书
、

教学资料和视听材料 , 互赠专著和专业刊物以及有关本国概况的资料 每年双方分 别接受一

至二人参加假期德语培训和汉语培训 相互接受进修生 , 双方各派出一名德语教师和汉语教师到 对方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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