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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向维稻

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大基本规律

传统经济学已经揭示出许多客观经济规律，这是前人在经济学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就。但

是，这些经济规律属千社会形态的不同范畴，应该进一步在体系上明晰化。 它们有的属于生产

力的范畴，如本文所研究的三大基本规律；有的属千生产关系的范畴，如剩余价值规律、价值规

律、平均利润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有的则属千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范

畴，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规律。 认识和研究社会生产力的三大基本规律，对于

明晰各范畴的经济规律的性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同时，对千科学地制定经济发展

战略、合理地编制经济计划与正确制定经济政策，都具有实践的意义。

一、动态平衡式协调发展规律

社会生产力之所以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在千人类自身生产的需求。人类为了求得生存和发

展，需要物质资料、空间场所、知识信息，故而以付出自己的脑力和体力为代价，从事物质生产、

空间开发和精神生产，形成系统的连贯的社会生产。由人类的这种需求和供给关系所产生的最

根本的矛盾，它首先要求达到动态平衡。同时，已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在物质生产、空间开发、精

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四大领域及各领域的行业与实体中不断运行所构成的供给需求链带，

无计其数。这种“供需链＂，类似千自然生态的“食物链“，它们在客观上形成无数对供需矛盾，也

要求每个链环达到动态平衡。当代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研究经济的＂均衡”问题，也就

是社会生产力运行的供需动态平衡问题。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地利经济学家海

约克所构筑的“生产结构＂，描述出物质生产的供需链。甲产业的产出，是乙产业的投入，直到最

终消费品，都是中间产品。 各种产业的比例相适应，就能达到“均衡”。

这一规律，直接受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社会生产力的供需链，是对立的统一物，而

不是静止的、绝对的均衡体。在供需双方不断矛盾的相互作用下，不断经过“相对平衡一一 打破

平衡一新的相对平衡＂的阶段，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协调向前发展。
1．平衡协调的领域和主要部类。 社会生产力运行于各个领域、行业和实体之间，所要求的

平衡协调，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而且在所有领域中。

其一，四大领域。 社会生产力运行千物质生产、空间开发、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之间。

所产出的物质财产、空间财产、知识财产和人身财产，又重新组合，供给千四大领域，正是各领

域需求的物质资料、空间场所、知识信息和生产者四大要素。领域之间的产出供给，在客观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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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投入需求达到平衡协调。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所要求的“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正是
要求达到四大领域的供需动态平衡。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原因虽然甚多，但其中
主要原因之 一，是社会生产力运行的严重不平衡。 人类自身生产的人口数量过剩，物质生产和
空间开发无以满足人口的需求，使得物质基础的积累严重偏少。 而教育和科技的投入过低，所
产出的人才与科技成果，又无以满足物质生产和空间开发的需求。

其二，各类产业。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资源产业、加工产业、服务产业相互之间的比例；在空

间开发领域中，生产场所、生活场所、水陆空交通线、通讯空间、宇航空间的比例；在精神生产领

域中，科学研究、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文艺创作的比例；在人类自身生产领域中，人口、劳力、人

才的比例等等，在客观上都要求达到供需动态平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生产资料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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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费资料部类之间的动态平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衣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

的动态平衡，英国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卡尔多论述的资源产业、加工产业、服务产业之间的动
态平衡都揭示出物质生产领域供需协调的客观要求，推而论之，其它生产领域亦然。

2．动态平衡的主要形式。 社会生产力供需的动态平衡，是一 个必然的趋势，具有自身客观

存在的形式。

其一，萎缩性平衡。在社会生产力运行时，无论在哪个领域中出现主要产业的＂瓶颈 “状态，
由于它的产出供给或投入需求不足，就会制约相关产业的正常生产，并引起连锁反应，使整个
社会生产力萎缩。 一种是供给不足而引起相关需求产业的萎缩。 另 一种是需求不足而造成供
给产业的巨大浪费。

其二，增长性平衡。由千某些重要产业兴旺，刺激相关产业随之兴旺，并引起连锁反应，使

整个社会生产力增长，会推动衣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 人才的增长，从而达到新的平衡。 一种
是供给旺盛而推动需求产业的增长。 例如，衣业的增长，会推动科技的发展，技术发明和开发，
会推动物质产业的发展，等等。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指出，当 一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就生产出
一定的产品，从而使生产者获得收入。 马克思关于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理论，认为第二部类受
其推动而得到增长。美国现代“供给学派”也坚持生产推动消费的观点。 其依据，都基千这种推
动平衡形式。 另 一种是需求旺盛而拉动供给产业的增长。 例如，劳动者对消费品的需求，会拉
动消费产业的增长，继而拉动生产资料产业的发展，等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
增长的动力来自“有效需求“，即预期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
求，其依据，则基千这种拉动平衡形式。

3．动态平衡的人为协调。 人们对动态平衡式协调发展规律，不仅可以认识，而且能够通过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施加能动的反作用。 这种协调行为，只要符合客观实际，就会促进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对其产生破坏作用。
其一，微观协调。社会生产力运行的供需矛盾，在商品社会中，往往通过市场和商品价格反

映出来。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生产者（包括四大领域的各类生产者，下同）会自发地调整投资

和生产来进行协调。然而，这又会引起盲目竞争，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失调。 随着生产者科学预

测能力的增强，人为的微观协调机制，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其二．宏观协调。政府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必然对社会生产力的运行施加干预。 前苏

联和中国都曾实行过全面的计划经济，通过国家计划控制社会生产力的运行。 在一定时期中，
由于统计的真实和调查研究的周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 但是，出现控制过

死和计划失实的弊病，反而产生许多消极作用。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时期，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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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适度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的政策，也曾推动过经济上升。但是，在经济繁荣之后，反

而出现“

停滞膨胀＇勹瑞典斯德哥尔摩学派、德国弗莱保学派和中国经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论，都主张对社会生产力实行微观市场调节、宏观计划控制的方针，从而达到政府干预

适度，合千经济规律。

二、外延与内涵交替式扩大再生产规律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靠扩大再生产而得到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社会总资本

的扩大再生产，西方经济学家表述的投资增长，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生产力的扩大增长。

这一规律，直接受辩证法量变与质变交替规律的支配。扩大再生产，包括扩大物质生产、扩

大空间开发、扩大精神生产和扩大人类自身生产，都有两种形式：外延扩大与内涵扩大。前者属

于量的增加，后者属于质的飞跃。 两种形式互相交替，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扩大。
1．外延扩大再生产。 这种扩大，通常是以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达到。

在物质生产中，增加生产资料数量、增加劳动人数、增加生产实体数量，从而使产品数掀增多。

在空间开发中，扩展土地的面积，增加空间使用的平面广度。在精神生产中，增加知识产品的载

体数量，实施知识普及和科技推广。 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增加人口和劳动者数批。 这种扩大再

生产的形式，在过去数以万计的历史中，曾经居午主要地位。 许多经济学家在表述生产力的发

展时，常以外延性扩大再生产作为实例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扩大再生产的计算公

式，也是以资本和劳力数量增加进行推算的。 这是对这一规律董变形式的揭示。

近代以来，”规模经济＂、经济联合体、跨国公司、多国经济共同体之类的新事物，也应属千

外延性扩大再生产的新形式。
2．内涵性扩大再生产． 这种扩大，则是以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和内在功能力的扩大而达

到。 在物质生产中，提高投入科技含量、劳动者科技素质和有机构成，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更

新。在空间开发中，向高空和地下扩展，增加可供利用的空间立体体积和集约密度，开发太空空

间。 在精神生产中，取得突破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开发，以及文艺创作。 在人类自身生产

中提高人口和劳动者的素质，培养高水平的人才。这种扩大再生产的形式，在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历史中，居千重要地位。 古代新的生产手段的更替是漫长的，而近代技术革命则频频出现。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就指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资本

与劳力。邓小平也提出
“

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些观点，都对这一规律内涵扩大形

式的揭示。
3．扩大再生产的人为协调。 社会生产本身，是人类有目的的能动实践活动，扩大再生产是

人们的共同要求。因此，人们会寻求一切可能的途径扩大再生产，其中也包含人为的协调行为。

其一，微观协调。生产者在扩大再生产中，都会追求可能实现的效益，以节约的投入取得较

大的产出。 在商品社会中，则根据市场的供需状态来决定再生产的形式。 因此，当自然资源易

取和人口稀少的时期，倾向于以外延扩大为主；而当自然资源难取和人口稠密之后，逐步转向

以内涵扩大为主。

其二，宏观协调。 当今世界各国都力图增强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实力，提出“技术立国 ” 、“教

育立国”、
“

优生优育”、
“

尊重知识 ”、
“

尊重人才”之类的方针。 同时，实行开放政策，把社会生产

力的运行扩大到国际范围。 这些，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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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或波浪式加速度发展规律

随着物质基础不断雄厚，科学技术不断发达，人们的能动作用不断改善，社会生产力自身
的功能实力不断增强，其发展表现为加速度的状态。 然而，这种加速度发展的路线，不是直线
的，而是曲线的，呈螺旋式或波浪式。

这一规律直接受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支配。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总体上，其实力是
增长的、上升的。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和阶段，则必然出现相对的削减和下降的状态，形成“上升
—下降一—再上升＂的周期。

1．螺旋或波浪的周期。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种起伏周期，在物质生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

同时，在空间开发、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也引起连锁反应，从而随波逐流。对这种起伏周
期，马克思曾经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周期。而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认为这是
一种经济发展的周期。

按照熊彼特表述的经济周期，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周而复始地螺旋
或波浪式上升。 这种周期，又可分为若干层次，长周期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周期与短周期。康德
拉季耶夫测出长波周期．平均约50年一次；库兹泾茨测出中长波周期，平均约20年一次；尤格
拉测出中波周期，．平均约8年一次；基钦测出短波周期，平均约3 • 5年一次。这些数据都表明，
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起伏曲线。

2．生产领域的轮番繁荣。 物质生产领域在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周期，也在空间开发、精神生
产和人类自身生产领域中表现出来。 然而，四者的周期并非同步，它们往往呈现此起彼伏的交
错曲线，达到轮番繁荣与互相推进的效果。 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供给的人才和技术发明，
是物质生产和空间开发繁荣的先导。而物质生产和空间开发所实现的剩余价值，又是教育和科
学技术兴旺的条件。 例如，在长波周期中，19世纪欧美的教育革命（公学的兴办）和科学革命
（自然科学的繁荣）之后．引起技术革命（蒸汽机的发明），而后又引起产业革命（机械化和电气
化）。 在中波周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科学家所创立的高能物理理论和各门自然科学理
论，推动了战后几十年间几次技术革命（原子能、电子、航天、海洋、激光、新材料、生物工程等），
紧接着．又引起相应高科技的产业革命。 正如研究索洛理论的经济学家丹尼森所指示的那祥，
经济增长是25年前增加科研经费的结果。 熊彼特认为，经济繁荣的原因是“创新气而创新有
一个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的预前过程，而这个预前过程，却往往处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期间。

3．社会生产力起伏的人为协调。 社会生产力的起伏，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 但是，起伏的
幅度过大，则会使它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人们在认识这种曲线周期的基础上，采取“削峰填
谷”的方式，来缩小起伏的幅度，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其一，微观协调。随着预测学的兴起，生产者的理性预期水准逐步提高，可以避免许多盲目
抗争。 美国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穆思认为，理性预期，能使经济稳步增长。

其二，宏观协调。 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职能时，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和信贷，对社会生产力
的起伏进行宏观协调。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主张，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压缩财
政支出，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而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刺激社会总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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