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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

任何一门学科，从它的产生开始， 都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 门学科的发展过程， 同时也
就是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不断明确、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理论学 科 也 不例
外， 它的研究对象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 是在批判和继
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建立起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从 而实现了这门学科
的伟大变革， 第一次明确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十月革
命胜利后， 实践的需要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然而， 在20年代，苏联经济理论界曾流行
一种观点， 认为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无组织无计划的社会经济的科学， 是以资本主义无组织无计划的经
济为对象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直到1929年发表了列宁的《对布哈林＜过
渡时 期的经济＞ 一 书的评论》 一文， 才逐步清除了这种 “取消论” 的统治和影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 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此后，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才笲是真正开始。但关于它的研究对象问题
却直到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 书发表才首次予以明确， 并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的
内含作了概述。在50年代初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50年代末期，由千在实践中出
现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急千过渡的错误， 以及脱离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倾向， 一 些
经济理论工作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遂引起了对研究对象问题的论争。到了80年代， 随着经济
改革的深入，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又重新提出， 成为经济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争论的焦点
之一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 研究对象究竟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方式。

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包括生产力或说是生产方式， 其主要依据有四： 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
社会的基本矛盾， 研究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两者是分
不开的； 三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所处的时代不同， 所要解决的任务不一样，
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也应有区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 必须同时
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规律； 四是实践中只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不重视生产力发展的经验
教训告诫我们， 不能把生产力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在关于对象厄题的争论中， 我个人感到大家较多地习
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各自的根据，致使争论常常变成概念之争。为了使认识在争论中所提
高， 我认为应更多地将政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为一 门科学对象应有的规定和方法论的角度去进 一 步考
察。

一、任何一 门科学都有其特定的不同寸其它科学的研究对象， 面且研究对象只能是一个， 不能有二个
或二个以上。这是由作为独立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
科学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 生产关系是离不开生产力。但
科学的创立往往是建立在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内在结构的分析基础之上的， 这在其它学科的创立中不乏先
例。例如， 遗传与变异是一对矛盾， 但这并不排斥遗传学和变异学的建立。 研究生 产 关 系 无疑不 能脱
离、而且必须联系生产力， 但这是个研究方法的问题， 是如何研究的问匙， 而不是研究什么的 问 题。 否
则， 我们岂不是也应把上层建筑列入研究对象， 因为研究生产关系也必须联系上层建筑。实际上我们显然
不能用客观事物相互联系的性质来否定科学研究对象合理划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生产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生产力反映
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两者内含的矛盾性质不同，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同。要把它们同时作为政治经济学
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 不仅会模糊这门科学的性质， 也会使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庞杂而界限不清，
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以致严重地影响这门科学的发展。

三、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与它的研究任务和目的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人
类历史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人们经济活动过程的规律性。 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表象下揭示各种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