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论

—
从计划经济体制转 还有一层

.

人们除了从市场经济感受到了好处

向市场经济体制
,

是我 以外
,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
,

同时也看到在社会上滋

国社会 生 活的重大 转 生并助长了许多消极的乃至污浊的东西
,

如追逐金

折
.

市场经济一进入我 钱的拜金主义
,

只为自己计算的利 己主义
,

无尽挥霍

们的现 实生 活
,

就 显 示 享乐的物欲主义等等
。

这使人产生一种疑虑
,

担心市

了强大威力
,

人 们也从 场经济的发展会导致
“

精神滑坡
、

文化萎缩
、

道德沦

中感受到了它的巨大的 落
” .

这样的担心也是不无根据的
。

冲击力量
。

市场经济究竟是好还是坏
,

为什么我们非得走

人 们 首先 感 受 到 这条道路不可? 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

的
,

是它给我们的生活 历史作用究竟是什么
,

它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冲击

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

使 力?

相当数量的人开始走上 我们是在缺乏切身历史经验
、

思 想理论准备也

富裕道路 ; 为我 们的生 并不很充足的条件下走进现代市场经济的
。

在初始

产活动注入了强大的动 阶段
,

人们凭靠感受去认识市场经济
,

对它产生这祥

力
、

活力
,

使我国经济迅 那样的不同看法和议论是理所当然的
。

时至今 日
,

在

速走向了繁荣
。

这些都 有了一段实践并且濡要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情况下
,

是人们所欢迎的
.

就这 就应当从感性 的直观提高到理性 自觉
,

从理论上掖

一方面现在我们可以这 清上述的那些间题
。

样说
,

人 们从切身体验 市场经济
,

顾名思义当然首先是一种经济的活

中已经认 同
、

接受并开 动形式
.

从经济学角度说
,

市场经济属 于高度发展的

始习惯了市场经济这一 商品经济
,

它是通过市场交换
、

依靠价值规律
,

使资

新事物
。

源的调节和配置达到优化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

但另一方面
,

人 们 关于市场经济的经济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

比较

也感 受到了一种压力
.

容易了解
,

过去人们谈论得也比较多
。

然而市场经济

从生活体验中人们朦胧 并不只是一种经济的活动形式
,

它的作用也决不仅

地意识 到
,

转向市场经 仅限于经济活动领域
.

从历史的观点去看
,

市场经济

济决不仅仅是经济活动 同时是人们在发展的一定阶段相互结合的一种不可

方式的改变
,

它已经形 逾越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

它在历史上也是作为社会

成了一股 冲击波
,

影响 的交往形式而起作用的
.

这个方面更加本质地体现

到了社会生活包括家庭 了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和普遍意义
。

然而正是这一

生活在内的方方面面
,

方面通常人们注重得很不够
,

谈论得也不很多
。

发展下去必将使整个社 按照马克思 的观点
,

经济表现的本来主要是人

会生活
、

社会面貌发生 和人的关系
。

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人和人的关系的特

重大的改变
.

为此
,

适应 殊之处就在于
:

它在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

以

生活根基的转换
,

人 们 个人为利益本位和活动主体
,

人们相互之间由于商

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 品和货币的文换而结成了一种既是平等而又处在竞

社会定位
、

价值取向和 争中的一体化关系
。

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

它是通过

行为模式
,

也不能不去 物和物的联系而建立起来的人和人的社会联系
。

社

考虑个人未来的前途
、

会关系形式的改变
,

也就是人的改变
.

平等和竞争关

命运
,

一些人 因此而产 系所创造的是各自具有独立性的人
.

市场经济也就

生某种失去了天然依托 是独立个人从 事自主活动的一种社会化的交往形

的惶惑情绪
,

那是很 自 式
。

然的事
.

马克思 曾把人的历史成长和发展过程区分为三

略论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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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的阶段
.

并指出 了与此相适应 的人 的三种存在

形态
,

这就是
:

①初期 自然形成的
“

人的依赖关系
”

的

形态
;

②
“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 的独立性

”

的形

态
;

③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 上 形成的人 的
“

自由个

性
”

的最高形态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4 6 卷上卷 第

104 页 )
。

按照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

市场经济所表现的

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人的发展中的第二大形态
。

最初的人是 以群体形态存在的
,

在那时 自然性

的血缘
、

地缘关系构成了 人与人相互联系并结为一

体的天然纽带
,

这就意味着
.

那时的人是不 具有独立

性的
.

人不但必须依赖于 自然和 自然性的联系纽带
,

个人必须依存并附属于狭隘的人 群共同体
.

人和人

之间也只能处在等级隶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中
.

只是

随着社会分工
、

机器生产
、

商品交换
、

市场经济
、

自由

贸易等的发展以及 由它们所推动的民族和 地域的历

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

使自然的狭隘共同体趋于瓦解
,

个人才有可能占有人的
“

类
”

能力
,

从对 自然和群体

的依赖中解脱出来
.

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

市场经济

正是属于这种独立 个人 自主活动的经济形式
。

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不外就是人 的发展
.
而 人

的发展归根结底也就是个人的发展
.

市场经济既是

个人走向独立过程 中形成的一种适于个人自主活动

的社会交往形式
,

那么它的作用也就主要在于促进

独立个人的生成
。

所以可以说
.

推动个人走向独立
,

这就是市场经济交往形式的根本历史作用
。

个人走向独立
,

个人成为自主活动主体
,

这意味

着潜藏于 个体生命本质的人 的无尽创造能力获得了

解放和发挥
。

市场经济所以具有巨大的活力就是来

源于此
。

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力也是根源于此
。

进一

步说
,

当令世界的一切现代的文明成果
,

如生产的社

会化
、

科技的现代化
、

行为的法制化
、

政治的民主化

等等
,

也都是在这一基础 上
,

由于充分发挥了个人的

自主性
、

能动性
、

创造性而形成和 创造出来的
.

没有

个人的独立
,

这一切都是很难谈到的
.

也是难以设想

的
。

当然
,

像人 的一切历史活动形式都具有两重性

一样
,

市场经济的活动形式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

作

为特定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历史形式它有积极的进

步的作用
,

同时也带有不可避免的负面的社会作用
.

例如
,

市场经济通过物的联系把人 们从人身依附的

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
,

变成独立活动的白由主体
,

当

它把社会关系从人 身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之时
,

也就把人置于金钱的支配之下
,

变成了物的奴隶
。

货

币拜物教就是由此产生的
。

再如
,

市场经济确立了个

人本位的利益格局
,

在一个方面它把单个人变成了

自身主体
,

调动了个 人的积极性
,

发挥出了个人的创

造性
;
而在另一方面

,

由于它强化了社会分工
、

加深

了利益分割
,

也就会促使个人向片面化方 向发展
,

并

在个人之间造成以往所没有过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冲

突
.

市场经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
.

犹如刀 的刃 和背

的关系
,

是不可能拆解开来的
,

其中的一方只能寓于

另一方之 中
。

正 因为如此
,

所 以马克思把
“

以物的依

赖性 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
”

看作仅属人的发展的
“

第

二 大形态
” .

而没有规定为最高形态
。

第二形态就意

味着是一个中介形态
。

一方面它是向更高形态的过

渡 阶段
.

人们不能停滞于此
,

必须进一步提高到第三

形态
。

但另一方面
,

第二形态同时也意味着它是进入

更高形态的必经历史阶段
。

我们全面地认识市场经济
,

这些就都需要看到
。

既要从经济方面去认识市场经济
,

也要从人和社会

发展的方面去认识
;
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负面的社

会作用
.

更要看到它的不可替代的积极的社会历史

作用
.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
,

马克思关于 人和社会发

展的三形态学说
,

不但为我们理解市场经济提供了

一个理论基础
,

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如何看

待这一历史形式的方法 宝仪原则
.

运用这一理论
,

对于

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以及它的各种问题才会

有一个客观的
、

全面的
、

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
.

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

是为了发

展生产
、

繁荣经济
,

即走向富民强 国达到共同富裕
。

但我们决不能忘记人是一切发展的根本这一条
.

解

放生产力首先是人的解放
.

所谓现代化
,

从根本上说

也就是人的现代化
.

我们什么都能引进或者购进
,

唯

有人 (总体 )既不可能购进
,

也不可能引进
.

我们今天

存在的各种问题
,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要也是 人

的间题
。

生产的效益实质是人的效益
,

产品质量实质

是人的质量
,

如此等等
.

所谓
“

用钱买不来现代化
”
主

要就是指人不可能用钱买得来
。

而人不首先现代化
,

一切现代化的技术
、

设备都是无用或无效益的
。

人的

改变是一项基础工程
,

必须放在基础地位去对待
.

人的现代化
,

包括多方面的内涵
,

首先和根本的

是人的社会化问题
。

马克思所说的
“

人的独立性
”

实

质就是人的社会化
。

因为人只有凭借社会所创造的
“

类
”

的能力才能获得并具有 自身独立能力
.

所以个

人走向独立决不意味着摆脱社会
、

摆脱对他人的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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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

恰恰相反
,

而是要从片面性的和固定化的人身依

赖走向所有个人之间更加全面的相互依赖关系
。

这

就是市场经济的交往形式
。

有了社会化的独立的个

人
,

或者说
,

在人的关系上现代化了
,

进一步才谈得

到人的思想的现代化
、

人的素质的现代化
、

人的行为

方式的现代化等等间题
。

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走市场

经济这条道路的深层根据
。

我国属于发展 中国家
,

这就意味着我们比起今

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还是落后的
.

我们的落后表

现在许多方面
,

而最为根本的
,

还在人的发展的这个

方面的落后
。

个人不具有自主性
,

不能充分发挥每个

个人的主动性
、

积极性和创造性
,

社会就不可能具有

充分的活力
,

当然也就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

这也就

是我们的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

改革
,

说到底
,

就是赋予人们以 自主权
,

使每个

人 在他们各 自的岗位上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

性
,

发挥出他们各 自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才能
。

改革的

活力来源于此
,

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也来源于

此
。

所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到一切工作的改革
,

最后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轨道
,

应当说是完

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

只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培植和锻

炼
,

人们才能充分社会化进而走向现代化
.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个人从人性压抑中解放
,

人的欲望喷勃而出
,

以往的道德原则也会受到严重

的冲击
,

社会上出现某些不健康 的甚至丑恶的现象

也就不可避免的
。

为此
,

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

从

价值观方面进行引导
,

积极地倡导和培植人们的人

格意识和道德意识
。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

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去解决出现的

这些 间题
。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

市场经济的历史作用既

然主要在于改变人
,

那么
,

它对旧有的人和 人的关系

及其准则和观念
,

就必然会产生瓦解和摧毁的作用
。

这里正是表现了市场经济的积极的意义
.

对市场经

济我们只能用变革的观念
,

而不能拘于习惯用旧有

的公平尺度和道德准则去看待它
、

衡量它
。

这就是

说
,

我们应当区别社会上 陈旧的东西和 市场经济固

有的负面作用
,

这是不同的两回事
。

我们不 能把以往

缺乏现实生活根基
、

原本就属虚幻性质的
“

道德
”

准

则 和
“
公平

”
尺度的

“

沦落
” ,

看作是为发展市场经济

而付出的
“

代价
” ;

也不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
“

道

德
”
和

“

公平
”

本性对立的
,

因而需要在它之外以另一

种原则去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
。

以本来就该被抛弃

的准则 和尺度去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
,

只能得到恰

好相反的结果 ;把它们看作不得不付出的
“

代价
”
这

种认识
,

也会导致弱化乃 至动摇发展市场经济的决

心
。

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 自身的公平
,

市场经济的
“

效率
”

就是由此产生的
,

如各自为独立主体
、

协商交

易
、

平等竞争
、

互为目的和手段等
。

我们很难设想没

有任何公平的
“

效率
” .

道德也如此
,

市场有市场的人

际准则
,

如彼此尊重独立人格
、

遵守契约
、

格守信用
、

自我负责等
。

市场经济的这些原则与人的更高形态

相 比
,

当然属于初级的
。

但 比起人的依赖关系来
,

却

是重大的进步
,

现阶段应当看作是公平的和道德的
。

市场经济的作用就在于 以历史性的公平和道德取代

第一阶段的原则
,

并为进到第三形态的更高公平尺

度和道德原则准备条件
。

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于个人利益本位

的两重性质
.

要发展个人利益就难免会滋生或助长

拜金主义
、

利己主义等等
.

这属于市场经济自身规定

中的否定性
。

市场经济除了否定性还有自身的的肯

定性
.

个人本位会产生利 己的个人主义
.

同时它也能

够产生以个人独立人格为基础的真正社会性的集体

利益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集体观念
。

因为市场交换

本身既是利己的 (个人是 目的 )同时又是利他的 (个

人 又是手段 ) ,而且个人只有成为目的才能够成为手

段
,

也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成为 自身的目的
.

通

常所说的
“

集体
”
在历史上具有两种不同存在形式

,

与此相应地也就有着两种
“

集体
”
涵义

:

以群体为本

位的集体和以个人为本位的集体
。

个人获得独立性

以前的集体实质是
“

群体
” ,

这种集体是超个人的存

在
,
只有个人独立之后形成的集体才是真正意义的

集体
。

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

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的那种集体
,

就是

从这种集体的基础发展出来的
.

因此
,

我们要消除市

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只有凭借市场经济的 自身的力

量
,

在深化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去求得解决
。

我们有了对市场经济的这样的全面观点
,

才会

坚定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决心
,

并以实事求是 的态

度正确对待市场经济及其各种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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