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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及其表现的儿点想法

最近 ， 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 ， 有同志提出 ， 既然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那么 ， 资
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还存在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是否应作修改？在现代
资本主义条件下，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怎样认识， 本文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写的＜＜反杜林论» 一 书中 ，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了阐述。 他写
道 ， 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
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 ， 这样 ， 生产资料已不再是个人使用，， 而变成了大批人共同使
用了。 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 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
社会的产品， 以至没有谁能够说＄ “ 这是我做的， 这是我的产品” 。 这就表明， 产业革命后
的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 然而 ， 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
品是被资本家所占有 ， 而不是被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 之所
以如此 ， 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是雇佣劳动 ， 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是集中在资本
家手中。 于是 ，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占有必然存在矛盾， 恩格斯称之为 “ 社会化生产和
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 ＇， o, 这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

上述恩格斯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状况的高度理论概括， 在现代资本主义仍然适
用 ， 只是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相比较 ，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包含的内容有所变化。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包含的内容有哪些变化呢？首先 ， 从生产力方面看 ， 生产社会化的
程度在不断提高。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 与三次科技革命相呼应 ， 生产力发展经历了三次
大的变革， 三次大的飞跃。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中后期， 发生了第 一 次科技革命， 亦
称产业革命， 社会生产进入了 “ 蒸汽机时代” ， 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建立， 大规模的集中的机
器生产代替了分散的小规模的手工劳动 ， 开始了社会化大生产。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20世
纪50年代 ， 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 社会生产进入了 “ 电气时代” ， 重工业型的产业结构代
替了轻工业型结构 ， 大型股份公司代替了中小企业。 从�o世纪50、 60年代开始 ， 发生了第三
次科技革命 ， 社会生产进入了 “ 电子时代“

， 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代替了劳动密集型和资
本密集型的结构 ， 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又得到 一个跃进性的发展。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 ）生产规模急剧扩大。 在19世
纪 ， 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规模比较狭小 ， 工厂拥有的资产、 动力、 工人、 产扯等都局限在较
小的数目上。 例如 ， 当时号称 “ 世界工厂” 的英国 ， 1850年棉纺织厂平均每家工厂拥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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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0人，到1870年是181人，这期间 ， 每家工厂平均拥有的纱绽从1万多绽增加到1.5万多
锭。现在，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出现了拥有成千上万工人工作的巨型企业。例如，1986年德
国的大众汽车股份公司职工为281700人 ， 营业额达52794百万马克。1983年，美国拥有10亿美
元以上资产的企业234个 ， 10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企业25个（在1901年， 美国拥有10亿美元以
上资产的企业只有1家）。（二）社会生产各个环节、各个部门间的联系更广泛，进一步加
强了相互依赖性。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企业规模相对狭小 ， 生产的产、供、销之
间的联系局限在相对狭小的范围。现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垄断企业往往把不同部门的
许多中小企业联合在一个垄断组织中，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本身有100侈个大小企业，
全国有3万多家中小企业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和工艺协作。垄断企业还把不同部门在职
能上没有什么联系的企业都联合在一个垄断组织中（即混合联合公司）。这样， 一 方面大
企业囊括了产品的产、供、销；另一方面，经营多样化。大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主要环节的情
况与信息比较能把握，也就能作出大致符合市场状况的判断和估计。大企业对众多中小企业
的相互依赖与其经营业务部门的不断扩大，使得社会经济活动各部门、各环节的相互联系打
破了企业、部门的界限，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三）生产国际化发展。在18、19世纪，
企业也为世界市场生产，它是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生产国际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 ， 由于跨
国公司的发展，使生产过程直接国际化了，跨国公司把国内公司内部分工转变为国际分工，
国内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发展。最后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战后得到
发展，它通过国有企业 ， 通过国家投资和国家采购，通过经济计划化和国家（国际）调节 ，

影响资本主义全局经济的发展 ， 从而使生产社会化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其次，从 “资本主义的占有” 来看。 “资本主义占有“ 实质上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发展 、 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相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不断作自我调整 ， 资本杜
会化的形式在不断发展，从而， “资本主义占有” 的状况也在不断地变化。 与三次科技革命
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 个体资本发展为股份资本，股份资本发展为私人垄断资本，
私人垄断资本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这是资本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儿次大调整，也意
味着 “ 资本主义占有” 的内容在不断变化。个体资本，是指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单个中
小资本 ， 这时的 “ 资本主义占有” 是指资本家个人占有本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股份资本
是资本的集体所有形式。 “资本主义占有“ 是指共同集资（以发行股票形式集资）于一个股
份公司的资本家集体占有该公司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当然，其中的地位和经营决策权是为大
股东（大资本家）所操纵，各资本家并不是平等的。私人垄断资本是资本的集团所有形式。
“资本主义占有“ 是指以私人垄断组织的形式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其中，少数大资本家

或财团操纵、支配垄断组织。国家垄断资本丛资本的国家所有形式。 “资本主义占有“ 是指
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包含的内容或它所反映的内容在发生变化 ， 那么 ， 是否就意味着矛
盾不存在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
产， 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
资本杜会化发展到迄今为止的最高形式，然而，国家垄断资本是私人垄断资本的总代表，国家
垄断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自身范围内第二次 “ 部分质变” ，即垄断资本的国家所有
对垄断资本的集团所布的 “ 扬弃” 。现代资本主义仍然j扫书＿立在生产资料淙本家私人占有的
拈础上。资本主义的山有和社会化生产的 “不相谷性 ” 显然仍然存在。

一 54 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 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

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基本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的。

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

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国家垄断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已普遍建立，

国家以拥有一定量的垄断资本为基础， 参与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活动 ， 在运动过程

中与私人垄断资本相交叉 ， 共同构成社会资本的运动。 在国内， 国家垄断宏观调节 ， 就是通

过国家计划 ， 通过收入政策、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等等，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节与影响。 在这

样情况下 ，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否还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

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对立？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之一 仍然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

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对立。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 从商品经济

运行机制看 ， 计划与市场都是其调节手段 ， 这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 现代资本主义， 每个

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 内部分工的有计划性加强了， 这反映在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了 ， 呈现出

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不仅如此， 整个社会经济的生产元政府状态有所遏制。 这是因为，资本

社会化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 能够对社会经济进行探层次调节，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不仅是单

个企业能运用计划手段 ， 整个宏观经济也能运用计划手段 ， 形成了微观活力与宏观控制相结

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所以， 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程度及其破坏程度， 比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时期有所克服， 有所缓和。

然而，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千预手段 ， 包括 “经济计划化”
， 尚不能从根本上克

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这是因为s

（ 一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仍然是由垄断资本私人占有而决定市场。 现代资本主

义， 是资本家个人占有、 私人垄断组织占有和国家占有这三种资本占有形式并存。 虽然在本

世纪50年代以后， 国家垄断资本的数量有所增加， 实力有所增长， 但私人垄断组织仍然是经

济的主体。 例如 ， 英国在本世纪80年代上半期， 政府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在国内总投资

中的比重是21一29%，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略同， 美国还略低点。 国有经济在 “ 国有化” 程度

较高的法国， 在1983年， 其净产值（不包括金融业）占国内净产值的比重是17.0%。 国营企

业固定资本投资比重， 在1978一1980年，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超过20%。 国营企业就业比

重除英国外 ， 在80年代初都不超过5% ， 即使在公共部门， 比重也在20％左右（英国在非衣

业部门为8.5%， 在公共部门为27.6%）。 任何一 个垄断组织不管其经济实力有多大， 都不

可能垄断整个社会经济。 所以， 社会生产的有机体仍然被私人垄断组织所割裂， 这些私人垄

断组织是根据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需要来组织生产的。

（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仍以市场调节为主。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是计划调

节为辅助、市场调节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机制 ， 是一种 “混合调节” 。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国

民经济总体的运行方向、 基本格局和社会再生产的重大比例关系等关键问题上 ， 最终是取决

千市场调节。 国家垄断资本是私人垄断资本的总代表， 是为私人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服务

的， 所以， 包括国民经济 “ 计划化” 在内的国家宏观经济调节， 是为市场调节的正常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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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良好环境， 是为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 市场调节， 就是通过竞争而自由形成的价格来调节

社会经济活动， 也就是通过价格的涨落 ， 来影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社会的供给和需求。

竞争这一强制性经济规律的作用 ， 使私人垄断组织生产的盲目性还不能在根本上被克服。

（三） “经济计划化” 有局限性。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情况不 一 。 美

国在30年代初 ， 曾进行过某些经济计划化的尝试， 1933年，把公共工程署改建为全国计划

局， 并成立了国家 “计划协会 ＇， ， 编制了 “ 发展公共工程” 三年计划。 然而 ， 战后美国国有

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 一直占很低比重， 它主要是通过国家预算、 信贷、 税收、津贴等财政

和金融手段， 对社会经济实行调节。 荷兰、 英国、 比利时、 瑞典、 挪威、 意大利和原西德，

实行过经济计划， 法国和日本在战后初期就制订并公布了全国性中期计划 ， 上述的西欧国家

在战后都曾有过较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 应该肯定 ， 在企业 “ 国有化” 基础上实行的经济

“计划化”
， 在保持高增长率、 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缩小收入差别、 实现经济的国际化

等各个目标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起了一定束缚作用。 这是因

为 ， 现代资本主义实施的计划化， 对国家机构的公共消费和投资进行了控制和调节，对国有

企业、 私营大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进行了有选择的调节 ， 使其发展符合计划的目标，对所有企

业的生产和投资进行了普遍的调节， 引导它们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对企业和家庭的收入、
消费、 储蓄等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普遍调节。 这是因为， 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计划， 对国民经

济发展的一 些重要指标或某一 时期的经济重点提出要求 ， 规定方针政策， 计划表明了政府经

济政策的总趋向 ， 这为各生产部门的具体政策彼此协调提供依据， 也为各个私人垄断企业制

定或调整自己计划提供了比较准确的预测性经济信息。 但是， 经济计划化是建立在资本主

义私有制基础上， 它以维护资本家利益一一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为前提， 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

经济计划化的局限性。 国家计划的实施不能损害私人垄断企业的根本利益。 国家计划对私人

垄断企业只有指导性或参考意义， 没有任何约束力。 国家计划的实施主要靠市场机制来实

现。 国家计划目标实施的效果如何，要取决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国家宏观调节的手段．

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局限性 ， 使经济危机仍然频繁爆发， 经济从未均衡有计划发展 。

注 1 @«反杜林论〉〉， 人民出版社1971年， 第268页。

＠同上， 第275页。

（上接第42页）收、 价格、利率等经济杠杆进行间接管理，对竞争中活起来的企业要创造条件

让其活得更好 ， 对竞争失败的， 不需过分扶持， 该死的死， 大胆采取兼并、 拍卖、 租赁等形

式尽快脱手， 减轻包袱， 变死钱为活钱。 使企业有一个优良的竞争机制， 企业有一种如履薄

冰的危机感， 以利千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4. 自我约束机制。 从国家同企业、 企业同市场的关系看， 一方面企业缺乏自主权 ， 不

能摆脱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 也不能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从而始终未能全面推向市场， 从被

动转为主动， 不能形成激励和规范自身行为的盈亏机制、 发展机制和竞争机制， 另一方面，

企业又滥用自主权，力图摆脱政府的宏观调控导向，对自身短期行为和只顾追逐局部利益的不

当活动缺乏自我约束 ， 以致发生工资侵蚀利润、福利挤占折旧和积累等危害国家和企业自身的

行为。 解决此问题，就是将约束机制引入企业，股份制或是全员资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可行的途

径。在企业内部建立利润中心、成本中心 、 资金中心，使各项经济活动都有严格的自我约束。

以上四点是新的经营机制中的主要方面， 实践中各企业可根据自身特点， 采取有效途

径， 实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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