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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

邹恒甫
’

摘要 本又通过 回顾 孙冶方和顾准的学术生 涯
,

追溯 了 年代 以来马克思价值规律

在中国的历 史发展
卜

又 章还证 明
,

马克思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科学

演进是资本主义经济 自然发展的产物

关键词 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 个人所有制

一
、

引 子

年
一

月
,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杂志 》

哪
, 一 , ,

发表 了张五 常 的一篇短

文
“

费希尔和红卫 兵
” 。

此文不到 四 页纸
,

但它谈到 了

资本
、

财产权
、

社会 矛盾
、

竟争
、

阶级
、

马克思
、

毛 泽东等大名词
。

反复阅读之后
,

我 得到

一 些读书笔记
,

供大家指教批判
。

二
、

张五常和邹说

张五 常 年 的短文是他和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邹境 一
,

英文名

字为 交流学术 的心 得
。

邹镜 曾向张五 常陈述
,

毛泽东和马克思一列宁这 两

个阵营对如何解决社会矛盾有不 同的方法
。

马克思 一 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存

在社会矛盾
,

而毛泽东不这 样看
。

张五 常认 为毛 泽东 的逻 辑非常正 确 依经 济学的术

语
,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 里 看到的是一 个没有终结的不稳定均衡 的系列
。

如果资本财富

的私有制度被消灭
,

个人行为必定相应的发生变化 以便维持一 个社会可满意的生产结

果
。

当人 民公社成立 后
,

毛泽东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 人 民还是 自私和贪婪 人 民

公社谎报产量 个人决定往往不通过政府批准 特权 阶级依然存在 ⋯ ⋯因此
,

军队的组

织形式应运 而生 因为军队看起来是一个可 以没有私 人资本而能发挥功能的独立组 织
。

这种组织 的结果便是红 卫兵
。

这是张五 常十分严格的推断
。

张五 常进一 步分析红 卫 兵 的本质
。

红 卫 兵要消灭 一 切 阶级差别
,

而 消灭 一 切 阶级

差别意味着全社会只有一个人能存在
。

对红 卫 兵来说
,

如果一 个人在他之上
,

他很快便

会将此人置于他之下 —这 为
“

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

所使然
。

由此可 见
,

以
“

消灭 一切 阶级差别
”

为使命 的红 卫 兵 必须不 断进行革命和所谓 的文

化大革命 毛泽东深刻地意识 到
,

既得利益阶级在社会主义 国家能很快形成
。

所 以
,

毛

武汉 大学
、

北京大学和世 界银行 本文系张五 常学术讨论会 年 月 日
,

深圳 论文稿



仪斤 年 第 期 旦 甫 马克思的价值规 律介 社 会王 义 补
、 歼 育 带

泽东说
,

又 化大革命过 七 、年必 须再来一 次
「

他 个 人对此是坚信不 移的

三
、

顾准和孙冶方论价值规律的长期性

张五 常所指 出的社会王 义经济 公有制和资源 有效配置 之 阅的困境当然 为毛泽东所

了解 张五 常说
,

毛泽东一 定要改变 人的 自私 本性
,

重新塑造 人的 行为 但毛泽东又 不

说清楚他所希望的 人类丁丁 为到底是 汁么 这样
,

毛泽 东只好 不 停地调 整规 则
、

方 案和政

策措施

其买
,

顾准和 孙 冶 万 在 年 代初 期便意识 到 了社会王 义经 齐公
一

有制 的困境
,

提

出用市场经济的一 邵 兮

—价值规 律
、

利润和 生 产 价格 —来解答这 一 难题
一

他们 的

学
一

说 已经 不是兰格
、

米塞斯
、

哈耶 克
、

泰勒等在 一 年 代的学术 争论 他们必 须

拿出实际可行的经济改策来解决 年代的白 国经济
、

司题

那是一 个需要 勇 气和 直 视 死 万 的年代
。

年
,

孙 冶万 在《经 济 研 究 》上 发表 了

《把计划和统计工 作放在价值规律墓础上 》一 又 此文的后记 坦 育 “
还 在今年初 夏

,

吴

绛枫 即顾准
,

池用此笔 名还 翻译 了熊彼特的《资本主 义
,

社 会主 义 和 民主 》 同志 就长

出价值规 津在社会王 义经 济 中 的作用问题 来同我研 究
,

并且把马克思《
一

苍本论 》第三 卷

的那一 段 关于价值决定的引 正指给我看
”

而 顾准 的文章《试论社 会主 义制度 下商品 土

产 和价值规律 》稍 后也 发表在 年 第 期的《经济研 完 》 司时
,

顾准在 年代便
兰 贯长虹地翻译不 合时宜 的熊彼特的《资本主 义

,

社会主 义 和 民主 》
、

位站在历 史的高

度在 年代写 作《希猎城 邦制度 》
,

并审视无 产 阶级专政和 仕会主 义政 治民王 工

当然
,

在那 个时代里
,

顾准却孙冶方 只 能修正 和发展马克思的一 些偶然性 命题或 只

言片语 马克思说 过
,

一 切 经 齐最 后都 结 为时 间经 济 《玫 治经 济 兰 批 判 大纲 草

稿 》第 诊册 第 页 、 在《资本论 》第三 卷 第 页
,

马克思也焦然提 出
“

在资

本主义 生产万 式消灭 以 后
,

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 下
,

价值决定仍 会 在下述意义上

起作用 劳动时间的调 节和社 会劳动在各类不 司生产 之 间的 分配 ⋯ ⋯
”

孙冶方 冒着生 命

危险将此 引申为 千规律
,

万规律
,

价值规律 第一 条 同时
,

他还 要在社 升 王 义经 济里 倡

导平均利润和生产 价格
,

要理 直 气壮地抓利润
、

因 为这些观点
,

孙冶方被康生
、

陈伯达
、

林彪和江 青等定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 主义 分子 在无 立 阶级
“ 又 化大革命

”

的年

代里
,

孙冶 方被单身监禁七年 多 而 顾准早就 定罪为反革命
,

饱尝折磨和 病痛
,

于

年撒手 人间 年
,

孙冶方 出狱 但他 的观点还是被视 为异端邪说

年
,

胡乔术以 中国共 产 党中央委 员会的 名义发表 又 章 肯定 价值规律和市场

而此时的孙冶万 却 更是艺高胆 大
—难怪孙冶方

,

难怪薛尊果 孙冶方的真名
,

青年 时

代的他便在苏联给马克
‘

思列宁王 义 的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 夫 当中国留学生《资本论 》课

堂的翻译 了 有 了 年的
“

科学的春天
”

郭沫若语
,

这 才有 了 年孙冶方的公

熊彼特
下 弃 本王 义 社 扮 三 义 匆 民王 牛的 中 又 版 由熊彼特在 哈 佛大 学 年 代 脚 学 生 张结 到 写 前 言 介绍 后在

主 代 由商 务印书渭 出版 此书把 能 坡特
、

顾 准和 张培 刚 三 丈 连在一 起 六 已 拜 写专 又 屯 价 池仁 三 人在这 一

共 宾点上 的历 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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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言
“

讲经济就是要 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
。 ”

当然
,

孙冶方早 已把这句近似

于资本主义经济学效用 利润极大化的对偶性 命题
,

写进 了他于监狱 中默诵七

遍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的腹稿里
。

每 当我翻 阅陈岱孙 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到

马克思 》一 书
,

我不能不赞叹 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将哈佛大学 年代的博士 陈岱孙转

变成一 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 的著作家
。

陈岱孙的文笔酷似浅显化的马克思和通俗化

的黑格尔
。

他比冯友兰在马克思学术上下的功夫要更艰深
。

但饱受资本主义经济和人

文教育的陈岱孙的马克思主义 的著作却缺少顾准和孙冶方的创造
。

诚然
,

陈岱孙 的著

作给人一 种美的享受
。

而顾准和孙冶方的文章却充满 自由的意志和独立 的精神
。

“

自由共道文人笔
,

最是文人不 自由
。 ”

陈寅烙的诗句的确道 出了文化人如冯友兰
、

陈岱孙
、

顾准和孙冶方的心境和处境
。

尽管陈岱孙 比冯友兰在思想上要独立得 多
,

我们

还 必须公正地献给陈岱孙一首陈寅悟的
“

男旦
”

年

改男造女态全新
,

鞠部精华旧绝伦
。

太息风波衰歇后
,

传薪翻是读书人
。

而对冯友兰 曲学阿世之流
,

陈寅恰有
“

文章
”

年

八股文章试帖诗
,

宗朱颂圣有成规
。

白头学究心私喜
,

眉样 当年又入 时
。

若陈寅恰九泉之下知道顾准饱尝的饥饿
,

顾准所著的《希腊城邦制度 》
,

顾准对无产

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思考
,

并因癌症于 岁早逝
,

陈寅恰大可再挽一 次张

荫麟 年

大贾便便腹满胶
,

可怜腰细是吾徒
。

九儒列等真郑丐
,

五 斗支粮更陨驱
。

世变早知原尔尔
,

国危安用较区区
。

闻君绝笔犹关此
,

怀古伤今讲一 吁
。

孙冶方的学问代表 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巅峰
,

他的思想真可谓
“

吾济所学关

天意
” 。

他的死也未尝不是
“

文化神州丧一身
” 。

陈寅恰用此怀念王 国维
,

我们经济学

家不妨如此怀念孙冶方
。

四
、

毛泽东论价值规律的暂时性

从 到 年
,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有许多论述
。

他的结论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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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 年 月至 年 月 的小册子里
“

社会

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
、

商品生产
、

价值规律等等
,

现在是适合于 生产力发展 的要求

的
,

但是
,

发展下去
,

总有一 天 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
,

总有一 天 它们要完结 自己的命

运
” ①毛泽东的这 一 不着边 际

,

没有时间概念的结论只 能被 当权 的康生
、

陈伯达
、

林彪和

江 青所利用
。

而顾准和孙冶方的命运便可想而知 了
。

早在 年
,

毛泽东便 一 边提倡价值规律在人 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积极作用
,

一

边 强调 它的历史的暂时性
“

在生活资料方面
,

必须发展社会主义 的商业 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
,

在过渡时

期 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
,

以利逐 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 ” ②

“

现在要利用 商 品 生产
,

商 品交换 和 价值 法 则
,

作 为有用 的工 具
,

为社会 主义服

务
。 ” ③

“

商品生产从古就有
,

商朝的
‘

商
’

字
,

就是表示 当时已经有 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 ” ④

“

已经把鬼吃了
,

还怕鬼 不要怕
,

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

因为已经没有 了资本主义

的经济基础
。

商品 生产可 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

把五亿农 民引导到全 民所有制
。 ” ⑤

“

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
,

才可 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

同志们
,

我们建国九年

就急着不要商品
,

这是不现 实的 ⋯ ⋯河 南提 出四 年过 渡到共产主 义
,

马 克思主义 太 多

了
,

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
。 ” ⑥

一呈 价值规律的历史的暂时性成为定论
,

顾准和孙冶方 的头上就有一 把 刀
。

顾准

和孙冶万 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就是修正 马克思价值规律 的历史的暂时性
,

并论证 价值规

律对公有制经济的普遍意义
。

无论顾准和孙冶方怎样钻牛角尖地去旁征博引马克思的

著作和手稿
,

他们 丝毫不能改变 自己的历史的悲惨命运
。

更有甚者
,

顾准和 孙冶方对马

克思的旁征博引只 能被康生
、

陈伯达
、

林彪和江青称为
“

打着红旗反红旗
”

五
、

马克思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建立

顾准和孙冶方仅仅论证 了马克思价值规律的持久性
,

而我在此则要 充分论证马克

思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持久性
。

马克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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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正是否 定之否定
。

这 种否定 不是重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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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
,

人 民出版社
, ,

第 页
。

②《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

人 民出版社
, ,

第 页
。

③ 同上书
,

人 民出版社
, ,

第 页

④ 同上 书
,

人 民出版社
, ,

第 页

⑤ 同上 书
,

人 民出版社
, ,

第科 页
。

⑥ 同上书
,

人 民出版社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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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占有的基础上
,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 ” ①

我无法高估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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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重要性
。

只有这种有别于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才是社

会主义 的本质
〕

这一理论首先承认被异化 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性的背叛
。

而作为

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 能接受这种异化
。

社会主义 的个人所有制至少有 三 方

面 劳动者才能得到产品 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 消费资料的按劳分

配
。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 》里
,

对这种社会 主义 的个人所有制有全 面 的分析

此小册子写于 年
,

与《资本论 》第一卷的出版 年 相隔八年
。

它是马克思最

成熟的一部分思想
。

马克思首先定义个人消费资料是怎样形成并用于分配

如果我们把
“

劳动所得
”

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
,

那 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

是社会总产品
。

现在从它里面扣除

第一
,

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

第二
,

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

第三
,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
,

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

从
“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

里扣除这些部分
,

在经济上是必要的
,

至于扣除多少
,

部

份地应 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
,

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

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
,

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
,

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 费用
。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
,

这 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
,

并将随着新社会 的发展 而

日益减少

第二
,

用来满足共 同需要的部分
,

如学校
,

保健设施等
。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
,

这 一部分将会立 即显著地增加
,

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 而 日益

增加
。

第三
,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 立 的基金
,

总之
,

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

业的部分
。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在集体 中的个别生产者之 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

“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

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
“

有折有扣
”

的 了
,

虽然从一 个处于私

人地位的生产者上扣除的一切
,

又会直接或 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 的这个 生

产者谋福利 ②。

接着
,

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

每一个生产者
,

在作 了各项扣除之 后
,

从社会方面正 好领 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 切
。

①《资本论 》第一 卷
,

人 民出版社
, ,

第 犯 页
。

②《哥达纲领批判 》
,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 卷
,

人 民出版社
, ,

第二版
,

第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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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和社会主 义 个人所有制

他所给予社会的
,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例如
,

社会劳动 日是 由所有的 个人劳动小 时构

成的 每一 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 日 中他所提供的部分
,

就是他在社会

劳动 日里的一 分
。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 张证 书
,

证 明他提供 了多少劳动 扣除他为社会

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

而他凭这张证 书从社会储存 中领得和他所提供 的劳动量相 当的一

份消费资料
。

他 以一 种形式给予社会 的劳动量
,

又 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 回来乳

注 意
,

马克思认 为这种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 式和消费品 的按劳分配 离不

开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

显然
,

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 交换 就它是等价 的交换 而言 的同一 原 则
、

内容

和形式都改变 了
,

因为在改变了的环 境下
,

除了 自己的劳动
,

谁都不 能提供其他任何东

西
,

另一 方面
,

除了个人 的消费资料
,

没有任 何东西 可 以成为个人 的财产
。

至 于 消费资

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
,

那么这 里通行 的是商品等价物 的交换 中也通行 的同一 原

则
,

即一 种形式的一 定量的劳动可 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②

马克思认为这种 个人所有制和消费品 的按劳分配是不 公平
,

不平 等的
,

因为这种

平等权利对有不 同劳动能力和不 同家庭负担 的劳动者是 一 种不平 等的权 利

所 以
,

在这 里平等的权利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 的法权
,

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 里 已不

再互相矛盾
,

而在商品交换 中
,

等价物 的交换只 存在于平均数 中
,

并不 是存在 于每个 各

别场合
。

虽然有这种进步
,

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 仍然被 限制在一 个资产 阶级 的框框里
。

生

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 平 等就在于 以同一 的尺度 一 劳动 一 来计量
。

但是
,

一 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 个人
,

因此在同一 时间 内提供较 多的劳

动
,

或者能劳动较长 的时间 而劳动
,

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 种尺度
,

就必须按照它的时

间或强度来确定
,

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 了
。

这种平等的权利
,

对不 同等的劳动来说是

不平等的权利
。

它不 承认任何阶级差别
,

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 一样只 是劳动者 但 它

默认劳动者不 同等的个人天 赋
,

因而也就 默认 劳动者不 同等的工 作 能力是 天 然特权
。

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
,

它像一 切权 利一 样是一 种不平 等 的权 利
。

权 利 就 它的本性来

讲
,

只在于使用 同一 的尺度 但是不 同等的个人 而如果他们 不是不 同等的
,

他们就不成

其 为不 同的个人 要用 同一 的尺度去计量
,

就 只 有从 同一 个角度去看待 池们
,

从一 个特

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
,

例如现在所讲 的这个场 合
,

把他们 只 当作 劳动者 再 不把他们看

作别的什么
,

把其他一切都撇开 了
。

其次
,

一个劳动者 已经结婚
,

另一 个则没有 一 个劳

动者的子女较多
,

另一 个 的子女较少
,

如此等等
。

在劳动成果相 同
,

从 而 由社 会消费品

中分得的份额相 同的条件下
,

某一 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 个人 多些
,

也就 比 另一 个人

富些
,

如此等等
。

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
,

权利就不应 当是平等的
,

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⑥
。

马克思最后说 明
,

这种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 只 有在消费品能按 需分配 之 后才能消

亡

印《哥达纲领批判 》
,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 卷
,

人民出版社
, ,

第二 版
,

第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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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
,

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 的情形 已经消失
,

从而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 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

而且本身

成 了生活的第一 需要之后 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

而集体财富的一

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
,

—
只有在那个 时候

,

才能完全超 出资产阶级法权 的狭隘眼

界
,

社会才能在 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能
,

按需分配 ①

六
、

福利社会主义
、

和平过渡和人民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

如果有个人储蓄和个人积累
,

怎么办 这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的
。

马克思把社会主

义的个人所有制局限于消费资料②。

不过
,

马克思在他的社会主义方案里 已经排除了个

人积累和储蓄的主要部分

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二 社会总产 品

用来应付不幸事故
、

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

费用 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
,

如学校
、

保健设施等 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

的基金
,

总之
,

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

在这里
,

我们看到 了福利社会主义 的全部
。

历史的发展证 明
,

马克思所谓的
“

庸俗

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主要在分配 问题上兜圈子
”

是十分正 确的
。

马克思本

人在他 的社会主义方案里包揽了福利社会主义 教育
、

卫 生
、

医疗
、

社会保障等 的全部
。

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也可 以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来实现 这就是我

们所见到的人 民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
。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股份公 司和股票市场也

预料到 了生产资料的人 民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 的高度发展
。

由于股份公 司的成立
,

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 了
,

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 的企业 出现 了
。

同时
,

这种以前由

政府经营的企业
,

成 了公司的企业
。

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

提的资本
,

在这里直接取得 了社会资本 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 的资本 的形式
,

而

与私人资本相对立
,

并且 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
,

而 与私人企业相对立
。

这是作为

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③
。

马克思明确指 出
,

股份公司
“

直接取得 了社会资本 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 的

资本 的形式
,

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
,

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
,

而与私人企业相

对立
”

请注意
,

这种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扬弃
,

而不是全部否定

和消灭
“

在股份公司内
,

职能 已经 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
,

因而劳动也 已经完全 同生产资料

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 离
。

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 的这个结果
,

是资本再

①《哥达纲领批判 》
,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 卷
,

人 民出版社
, ,

第二版
,

第 页
。

② 同上书
,

人 民出版社
, ,

第二 版
,

第 页
。

③《资本论 》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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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
,

不过这种财产不再 是各个 互 相分 离的生产者的

私有财产
,

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的财产
,

即直接 的社会财产 另一 方面
,

这 是所有那

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 中的职 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

者的单纯职 能
,

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 ” ①

“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

因而是一 个 自行

扬弃的矛盾
,

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 向一 种新的生产形 式的单纯过渡点
。

它作 为这样

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 出来
。

⋯ ⋯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 生产
。 ” ②“

它是

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 它越是扩大
,

越是侵入新

的生产部 门
,

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
。 ” ③

马克思进一 步提 出 了劳动 自管 自治工 厂 类似 于 二 十世纪 中期 的
一

和合作工厂 的理论

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已不再 是私 人 生产 的资料和私 人生产 的产 品
,

创门只 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 产资料
,

因而还 能是他们 的社会财产
,

正 如

它们是他们 的社会产品一样④
。

工人 自己的合作工 厂
,

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 的第一 个缺 口 ,

虽然它在 自己的

段际组 织 中
,

当然到处都再生产 出并且 必然会再 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
。

但是
,

资

本和劳动之 间的对立在这种工 厂 内已经被扬弃
,

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
,

即

工人作 为联合体是他们 自己的资本家
,

也就是说
,

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 自己的劳

动增殖
。

这种工厂表明
,

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 生产形式的一 定的发展 阶

段上
,

一 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 自然 而 然地从 一 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 成起来
。

没有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 厂 制度
,

合作工 厂 就不 可能发展起来 同样
,

没有从资

本主义 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
,

合作工 厂 也不 可 能发展起来
。

信用制度是资本主

义的私人企 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 司的主要基础
,

同样
,

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

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
。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
,

也和 合作工 厂 一样
,

应当被

看作是 由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 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

只不过在前者那里
,

对

立是消极地扬弃的
,

而在后者那里
,

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⑤。

股份企业
“

和合作工厂 一样
,

应 当被看作是 由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转化 为联合 的生产

方式的过渡形式
” ,

它们
“

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 扮

。

我们用 二 十世纪 的术

语
,

把马克思提 出的劳动 自管 自治工 厂 和合作工 厂 叫做社会资本主义和 人 民资本主

义
。

它们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的过渡形式

。

这种过渡形式为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提供 了一 种经济形式 在恩格斯的

晚年
,

他便坦然地承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的和平过渡
“

至少在欧洲
,

英国是唯一

①《资本论 》中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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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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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 ” ①

福利社会主义
、

和平过渡和人 民资本主义的实现并不需要红卫兵
。

人 民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还是都需要耶鲁大学的大经济学家费希尔
, 一

的资本和

利息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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