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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海市 委组织编写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大

毒草
。

这本书开宗明义宣称
,

编书的目的是要
“ 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

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消灭的过程
” ,

而 “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
,

则 是 认

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
,

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 的前提
” 。

可见
,

所谓 “
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
” 的 “ 理论 ” ,

在这本书中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

因此
,

有必要加以

剖析
。

这本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写道
: “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二重性

; 一方面是生长

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

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
,

由此形成一个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中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 ” 他们硬 说这是从列宁那里找来的论点

。

其实
,

这是对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的公然歪曲
。

列宁在
《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

》
中指出

: “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

一个过渡时期
,

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
。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

的特点或特征
。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

的时期
,

换句话说
,

就是 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 已经诞生但还 非常脆弱的

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 ” ( 《 列宁选集

》
第四卷

,

第 8 4页 ) 列宁这段话
,

精辟地论述了

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

深刻地说明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 的基本特点
。

什么是

生长着的共产主只因素? 列宁写道
: “ 说劳动在俄国已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

,

第一

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 已经废除
;
第二是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 国有土

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着大生产
,

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
,

把属于国家的



大量 的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 ”

(
《
列宁选集

》
第四卷

,

第 85 一 86 页 ) 可见
,

生长着的共产

主义因素
,

就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 的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
。

至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
,

列宁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投机商
,

同时也指出小商品经济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

本主义基础
。

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明明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
, “ 四人帮

”
却把它

塞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 内
; 明明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斗争

, “ 四人帮
”

却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彼消此长的斗争
。

这是多么无耻 的歪曲 !

必须指出
,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

社会主义

历史阶段
,

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
。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
,

不仅存

在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

并且还会存在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

革命导师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混同起来
。

马克思在
《哥达

纲领批判
》
中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

,

着重地指出了无产阶级

专政 的必要性
,

为的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
,

要消灭资本主义
。

而当他论述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中存在的旧痕迹时
,

则明确指 出这是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
,

人们思想觉悟

还未达到共产主义高度 的结果
。

他根本没有把过渡时期必须打击和消灭的资本主义同共

产主义第一阶段中需要保护的资产阶级权利等同起来
。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大量著作 中

反复地指出
,

要战胜资本主义
,

不仅要依靠无产阶级政权
,

还要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经

济
。

他总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同衰亡的资本主义斗争的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

“ 四人帮
” 的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不仅歪曲了列宁过渡时期的学说
,

也歪 曲 了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

它写道
: “ 刚刚从资木主义母胎 中产生 出来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

它一 分为二
,

既有生长的共产

主义因素
,

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
。

它们 一 面 相 对

立
,

一面相联结
,

由此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运动的特点
。 ”
在这里

,

他们居然把毛主席在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书中

所分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

歪曲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生长着的共

产主义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又相对立
、

又相联结的矛盾
。

其实
,

他们的谬论
,

同毛主席

的光辉论断
,

毫无共 同之处
。

第一
、

毛主席说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
,

而相适应是基

本的
。

而 “ 四人帮
”
说的

“ 二重性
” ,

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 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矛盾
。

而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这个矛盾
,

它怎么能和生产力有相适应的一面呢 ?

第二
、

当毛主席讲到不相适应时
,

讲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不完善
。

毛主席说
: “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

,

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

立
,

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
。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
,

在这两种社

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
,

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

得完全合理
。 ” ( 《毛泽东选集

》
第五卷

,

第 3 7 4页 ) 这里讲 的
,

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

的完善与不完善的问题
。

而 “ 四人帮
” 所讲 的则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

,

根本不是



什么完善不完善的问题
。

第三
、

毛主席明确指出
,

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 的部分
, “ 不 是

对抗性的矛盾
,

它可 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

不断地得到解决
” 。

( 《 毛泽东选集 》
第五

卷
,

第 3 7 3页 ) 这就是说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

生产资料公有化的

程度也会相应的提高
,

共产主义在它 自身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不

断地从不完善到完善
。

而 “ 四人帮
”
却把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

,

说成是 “ 此消彼长 ”
或

“ 彼

消此长 ” ,

不是你吃掉我
,

就是我吃掉你的对抗性矛盾
。

“ 四人帮
” 这本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明明存在的资本主义

经济残余闭口不谈
,

却硬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有资本主义因素
,

把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诬蔑为半是共产主义半是资本主义的混合物
。

这就充分说明
,

它是一本保 护 资本 主

义
,

诽谤社会主义的
《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

.

二

什么是
“ 四人 帮

”
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 这本

《
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
》
是写得很明确的

。

他们说
: “ 这种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

,

集中表现为资

产阶级法权
,

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
,

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
、

分配
、

交换和

消费的整个过程中
” 。

这就是说
,

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等于资产阶级法权
,

而 这 个资产

阶级法权
,

又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和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 四 个 环 节

巾
。

这样一来
,

衰亡的资本主义因素不但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
,

而且是无处不在
,

无时不有的
。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痕迹 ?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指出

,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

是一个集体的
、

以共

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
,

但是
, ,’, 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 已经发展了的

,

恰 好 相

反
,

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 中产生出来的
,

因此它在各方面
,

在经济
、

道德和精神方面

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 旧社会的痕迹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三卷

,

第 10 页 ) 列

宁在 《
国家与革命

》
中详细解释了马克思的思想

,

他说
: “ 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

,

那末
`

共产主义
’

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 以用的
,

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 。

而这是因为
, “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

,

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 主 义 的

传统或痕迹
。 ” ( 《 列宁选集

》
第三卷

,

第 2巧一 2珑页 ) 显然
,

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所说的

“
痕迹

” ,

是新社会中的旧痕迹
,

是新生的婴儿身上的母斑
。

而 “ 四人帮
”
却把它诬蔑为衰

亡的资本主义因素
,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借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
。

其实
,

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 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旧痕迹 根本不 同
。

前者是存在于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异 己力量
,

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能起腐蚀瓦解作用
。

而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旧痕迹却不相同
,

它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
,

是新的生产关



系的一个特点
。

它的存在
,

并不是 由于一时未被消灭
,

而是由于它具有存在 的 客 观 条

件
,

有存在的必要性
。

就拿按劳分配所实行的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说
,

尽管这种资产阶级

权利所体现的形式上平等
、

实际上不平等的事实是一种
“
弊病

” ,

带有旧社会的
“ 痕迹

” ,

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
; 相反

,

马克思一再说明
,

这种分配制

度
,

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 “ 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

” ,

它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

“
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三卷

,

第 11 页 ) 这就说明它完全是一

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

列宁指出
: “
无论在 自然界或在社会中

,

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 中有

旧的残余
。 ” ( 《列宁选集

》
第三卷

,

第 2 56 页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

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
,

是指对旧事物的质的根本否定
,

而不是指对旧事物一切因素的全盘抛弃
。

既然一切新事

物都是从旧事物 内部产生 出来的
,

因此它和旧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
,

和旧事物没有

任何联系的新事物是没有的
。

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
,

而是扬弃
。

社会主义从根本

上否定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

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

以及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的 h层

建筑
,

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一切东西
。

比方说
,

对商品生产
,

就不是简单的否

定
,

而是在其旧有的形式上赋予新的内容
,

使它成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

这种社会主

义的商品生产
,

就是带有旧痕迹的社会主义新事物
,

它和 旧事物是有本质区别的
。

这里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残存着旧事物同新制度中存在着旧痕迹 (或旧形式 ) 的分

析
,

不仅有理论上的必要
,

并且有现实的意义
。

比如
,

我们对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利用城

乡商品流通搞投机倒把
,

则坚决打击
,

而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则大力发展
,

就说明这

一点
。

再就旧社会分工这个问题来说
,

本来
,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
,

并不是资本主义

仕会的产物
。

早在奴隶社会就出现了
。

它的产生
,

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

当

然
,

在私有制社会里
,

它一般地体现为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
,

脑力劳动被利用来为

剥削阶级服务
。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

由于所有制变更了
,

它不再体现为阶级 剥 削 的 关

系
,

而体现为劳动人 民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关系
。

就其形式来说
,

仍然是 旧社会的痕迹
,

但就其阶级内容来说
,

根本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分工
。 “ 四人帮

”
却抓住旧社会分工这个形

式
,

诬蔑它是产生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基础
。

他们胡说
: “
在生产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出现直接生产者 ( 体力劳动者 ) 接受少数管理者 ( 脑力劳动者 ) 的意志而进

行生产活动的情况
。 ” “ 这种 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

,

是产生
`

一长制
’

这种脑力劳动者统治

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基础
” 。

接着就推出一个结论说
: “ 一个在生产中处于统治地位的

,

按

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生产活动的资产阶级
,

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 出现了
” 。

根据

这个 推论
,

就等于说
,

旧社会的分工
=
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

= 厂长和经理统治工

人 二
走资派的所有制的产生

。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

企业 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性质
,

不是由社会分工决定
,

而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资本家所 以成为管理者
,

首先是因为他



是资本家
。

但是按照
“ 四人帮

”的逻辑
,

恰好相反
,

倒是因为他是管理者
,

所以才成了资

本家
。

这是多么荒唐 的逻辑 !

当然
,

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中的旧痕迹
,

随着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
,

它是要逐渐

消亡的
。

但这个过程
,

绝不象
“ 四人帮

”
所说的那样

,

是什么
“
此长彼消

”
或

“
彼长此消

” 的

矛盾运动过程
,

而只能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

是共产主义
“
在它自身基础上

”的发展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
,

最终必将 导致一切资产阶级权利旧痕迹

的彻底消亡
。

如果按照
“ 四人帮

” 那套
“
此消彼长

”
或

“ 彼消此长
” 的逻辑否定按劳分配

,

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否定脑力劳动的积极作用
,

对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统统打

倒
,

那就只能给社会主义带来灾难
。

“ 四人帮
’夕 把它炮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旧痕迹等于资本主义旧事物这个反动命题

,

塞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
,

其阴谋就是妄图把

社会主义经济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
,

都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

以达到全盘否

定社会主义
。

纵观这本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全书

,

儿乎社会主义经济各个领域
,

只

要同旧社会分工
,

同商品交换
、

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有关系的
,

都被他们污蔑为资

本主义因素
,

都成了产生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

“ 四人帮
” 这本书

,

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旧痕迹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
,

从而构筑它的

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
,

并引伸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的经济基础
,

为他们 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
。

这就充分说明
,

它是一本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书
,

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罪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