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清两个认识问题
一一关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性的再认识

袁庆龄 黄江新

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巨1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必然性， 已有许多文章从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的原理和中国国悄出发作了理论分析。 但我们认为还应澄清两个认识问题。
笫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与社会主义制度完语、 巩固应具备的物质基础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 两者必须严格区别。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是指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生产力条件， 即 与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相矛盾的以 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并得以巩固的物质基
础，是指社会主义砓终战胜资本主义应具有的生产力条件，即用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
门，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低念，就会错误地认为，在我国生产力还
比较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太高的估况下，就不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由此而引
伸出 “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是 ｀ 早产儿，”是 “历史的误会” , “ 中国不应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首先应补
资本主义的课” 等等谬论。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或许会有助千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我们知道英国1640年资
产阶级革命时的物质条件是社会分工有了一定程度友展的工场手工业。 虽然，那时英国的生产力水平，还
没有超过世界上发达的封建制国家。 但这并不妨碍它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
似。 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生产力也远没有达到资本主
义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无可置疑的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随岩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生产社会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产业工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巳达到 200 多万人。 中国人民在
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篮重剥削和压迫下，灾难深重， 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然而，民族资
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正在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只有它才能但当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觅任。 正因为如此， 旧中国经济尽管相对落后于
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但巳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 正如马克思、 恩格斯所指出的： “按照我们的观点，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
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 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家交往所
引起的竞争， 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 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马、 恩这一论

断的正确性。
其次，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长达 150 年左右的时间里，仍然是以 工场手工业为其物 质 基

础， 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明显超过有的封建制国家。 一直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进行了产业革 命后， 才使
资本主义制度拥有了彻底战胜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一一大机器生产。 不可否认，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较，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可是，资本主义

．

制度从建立到成熟、 充分显示出它比封建制度优越，尚且需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那末，最终要消灭一切
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巩固及其优越性的充分显示，无疑是更艰巨的历史任务， 当然需要经历更长
的历史时期。 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疑虑的一个认识论上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生产力水平的历史反差
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分析。

笫二，不能笼统地以 生产力落后来否定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这是指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相比较而言的，而不是指我国还不

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生产力条件。 有人说： 既然承认我们国家生产力落后，那为什么要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电？这种指责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 马克思、 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的科学著作（（共产党宣官）〉是在1848年发表的。 如果以主要工业品产扭作为生产力水平代表， 那么，当时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并不见得高了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1952年的生产力。 例如，1850年
英国的煤产拔为4900万吨、 生铁224.9万吨；美国的煤产晟仅600万吨，生铁只有56万吨，法国的煤产盐也
仅400力吨，生铁45万吨．钢产址就更少了。 即使到了19世纪60年代未70年代初，、法国每年的（下转笫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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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重视 “进口替代”策略的推行， 为今后 的出口奠定基础。

应该清醒地看到， 近几年来， 我国大量引进的各种生产线 一旦达产后， 都不同程度地碰
到备件国产化的间题， 而机电企业从现有的能力和水平来看， 经过一定的努力， 在引进消化

备件国产化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事实上这也是一 种外向型，因为它能为国家节约大量的外汇。
(4)银行应设立专项基金， 支持机械制造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资金不足， 特别是金融体制的配套改革没有同步， 企业没有银行、财税作为强大后盾，

外向型的发展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制约的。 以机电行业为例， 目前我国的机电行业已初步

配套成龙， 机械加工能力较强， 有较大的出口潜力，但在微电脑控制和液压技术方面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如果能在这两个方面受到银行、财税的支持， 进行有系统

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 取长补短， 机电产品出口一定能有大幅度的增长。

(5)成立机械工业技术经济信息中心， 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信息服务、外贸服务和

坻术指导。

这个中心可以由国家建立， 也可由民间机构（如行业协会）筹办，但必须实行企业化经
营， 提供有偿服务， 另外， 中心亦可承担培养外向型专业人才的职能。

信息和技术是机械制造业朝外向型发展的强大两翼。 从现有体制结构看， 机械制造企业

对国际市场的动态发展、．用户需求、销售渠道等信息了解不多， 造成与外商洽谈被动性大，

报价缺乏依据， 有一定的盲目性。 由此可见， 信息就是金钱、 就是价值， 成立经济信息中心
为外向型企业提供服务和指导已迫在眉睫。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 一 步深化， 机械制造企业如何朝外向型转化也H益显示其重要

性。 上述几点思考仅作为一 种探索， 为加快和形成机械制造企业的外向型格局而努力。

~～~～~～～～~～～~～～～~～～~～～~~~~~～~~～～～～～～～～~~～ 

（上接第13页）须尽量高于或等于债务平均利息率， 才能保证债务的及时偿还。 在十年改革
期间， 我国外债虽然实行了有偿转贷使用政策，但是很不统一。 这种极不统 一的债务资金转
贷政策， 不利于正确评价使用债务资金的经济效益， 不能正确体现国家对不同产业的鼓励和
限制的政策。 因此， 我们必须以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为主要依据， 实行严格的统一的 有

偿转贷使用政策。
(5)国内各借债主体都必须在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统计监测工作的基础上， 学会运

用规避风险损失的各种具体操作技术和手段， 特别是掉期业务和期权交易业务。
(6)努力增加出口创汇是外债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 很显然， 出口创汇的稳定增长能

够逐步提高我国的债务承受能力， 并可以为我国扩大外债规模提供雄厚的外汇支持。

~～~～~～～～～～～～～～～～~～～~～～～～～～～～～~～～~～～～～～～～ 

（上接第40页）钢产量也只有11万吨、煤产量仅3243万吨。但法国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
条件下，已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笫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还建立了巴黎公社。我国在1952年，钢产量已达13'5万
吨，煤6649万吨、发电拯73亿宽。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0多年巨大发展的今天，我们已建立了比较完整
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从总量上看都已达到世界前列。

综上分析可见，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所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同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巩固所应具备的物质
基础，其含义是不同的；对我国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问题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绝不能藉口生产力水平
比较低，否定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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