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并不否认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但是，由劳动差别
．

引起的收入差别远小于由资产占有差别引起的收入差别，因而这种差别不但不会导致两极分
化，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按劳分配的这一性质和功能，使社会的收入分配差
别始终限制在劳动差别的范围内，从而使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真正具有了现实可
能性。 所以说，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实行市场经济，就使市场经济本身所不能实
现的共同富裕，靠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一制度因素的作用得以实现。张五常教授不了解社会主
义的本质，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不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
际，因而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系上海同济大学社科系教授；单位邮编： 200092)

重过径济体刹必须反对三种敖各 i 义

白 永 秀

程恩富教授批评张五常教授的 10 个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 10 个
大问题。通过商榷和讨论，有利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曲直，求同存异，推动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里，使我感兴趣的是在他们的分歧中涉及到的另 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用何种理论来
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体说，包括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经济理论；二是如何看
待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三是如何看待原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

一、反对完全照抄照搬马克思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
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是一个一般性的范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经历了三个阶段，采取

三种形态：原始市场经济、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 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古
典市场经济理论，它是以 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古典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
我国目前所要发展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建立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
经济除具有一些共性之外，还具有不同的特点与运行规律。

第一，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同。古典市场经济是建立在 19 世纪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力
的主要特征是机械化。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现代信息化与高度自动化生产力基础上的，这种
生产力比机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更高，它是继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
业之后生产力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不仅生产资料
与生产主体社会化，而且生产的组织过程与管理过程都社会化，出现了系统化的社会生产组织
机构与管理机构。第二，生产资料的规模与具体形式不同。古典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分散在
众多的手产者手里为特征的，生产主体是为数众多的相互独立的中小企业。现代市场经济是以
生产资料的集团化与国有化为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不再是生产资料的某一资本家个人所有
制，而是集团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等形式的社会化所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是为数众多的股民组
成的股份制经济，具有代表性的生产主体是由许多工厂组成的公司或总厂，继而出现的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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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跨国公司等巨型生产经营组织。 第三，调节手段不同。 古典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市场经
济，整个社会为“看不见的手”所支配，市场自发调节着社会生产与流通。 现代市场经济是在政
府干预下采取宏观间接调控的市场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融为一体，共同调节着社会生产
和流通。 第四，市场发育的程度不同。 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是低级的市场，市场体系不

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是高级的市场，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
表现在：既具有完善的商品（服务）市场体系，又具有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是二者的有机
结合；各种规律的综合作用，各种调控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健全的市场机制。第五，劳
动创造价值的具体形式不同。古典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物质资料领域的
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它实际上是以体力劳动为本位的经济形式。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千
新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劳动的涌义发生了变化，创造价值的劳动多样化，而且技

术活动创造价值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 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以技术劳动为本位的经济形

式。此外，现代市场经济还具有流通手段信用化、产业体系完善与产业结构合理、比古典市场经
济的文明程度更高、更加注意宏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特征。

正是由千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不同，因而要求我们不能完全照抄照搬马克思的
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又有许多共性，因而那种对马克思古典

市场经济理论待否定态度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一 部《资本论》就是一部关于古典市场
经济的理论，其中有许多讲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共同特征和规律。 在建立中国现代市场

经济体制中，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注意用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来指导我

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二、反对盲目照抄照搬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

尽管我国正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代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其主要区别在于：

从内在区别看，二者反映的关系不同。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的社
会条件下反映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 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反映的是现代生产力条件下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仍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只是剥削的方式更加隐蔽
罢了。 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反映的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与人的

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平等互利的关系。尽管在现阶段这种“平等“关系实现的程度还很
低，但毕竟同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剥削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从外在区别看，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不同的外在特征。首
先，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看，尽管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都是以集

团经济、国有经济为特征的，而且都采取现代公司制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集团经济与

国有经济是公有制性质的经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私有制经济。 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

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其次，在宏观调控方面，

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也实行计划与市场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宏

观调控范畴大，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并具有更加系统的调节手段、更加健全的调节机制，因而调
节效果会更好。 最后，在收入分配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按资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

配同时并存，以按资分配为主。 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是按劳、按资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同时

并存，虽然允许并鼓励按资、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存在，但强调按劳分配为主，把坚待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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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本特征。

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不同的内在特征与外在特征，

其运行规律也就不同，因而构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内容、方法也自然不同，这就要

求在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反对盲目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市场

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要在吸收和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探讨社

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特有规律，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指导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三、反对照抄照搬原苏东一些国家改革 “经验“和模式的教条主义

首先，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处于
“

三世同堂
”

的状况。从发展程度看，我国的市场经 ，

济发展极不平衡，多层次、多水平并存。 其次，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来，具有非规范性。 一般国

家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是在继承原始市场经济、古典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未间

断的自然发展过程，具有规范性。与此不同，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不是由原始市场经济、古典市

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国家政策的催化下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转化来的，40 多年几

经曲折，伴随着中断和间歇无规则地发展起来的，具有非规范性；表现在市场构成的非规范性、

竞争的非规范性、交换行为的非规范性等方面。最后，．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独进，使市场经济具有

非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建国后，我国建立了 一整套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的政治体制、文化体

制、教育体制、法律体制等外部环境。经过18年的改革使这种非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受到了一

定冲击，有了变化。 但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从最能见效的以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并采取了单兵

独进的办法，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因而从整体上看，市场经济具有非市

场经济的外部环境。 总之，我国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上述特征，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

市场经济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时，反对盲目引进其他国家的理论，套用其模式。 要在吸收

其他国家正确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并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改革实

践。

综上所述，针对程恩富教授对张五常教授的批评所涉及到的问题，笔者提出
“

建立中国特

色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反对三种教条主义
”

。这一命题的完整涵义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无

论是古典市场经济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无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现代市场

经济，无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有普遍规

律和共性，具有一些相同的操作方法。因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要认真学

习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深入探讨其他国家的理论与办法，吸收共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

其次，由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不能只停留在引进与吸收上，更不能全盘运用当代西

方经济理论、照抄照搬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不顾中国国情套用国外模式。 要在引进和吸收的

基础上，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完善其体系，合理其框架结构，丰富其内

容，以便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建设。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单位邮编： 7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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