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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
这些著作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
，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
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
”。
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
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机关报校订译文，编写资料。
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讯者均可从这大庆文库中选择自己
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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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23日）续一（1922
年12月24日和25日）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1923年1月4日）续二（1922年12月26日）关于增加
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1922年12月29日）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922年12月27
日）续一（1922年12月28日）续二（1922年12月29日）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922年12月30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1922年12月31日）日记摘寻（1923年1月2日）论合作社（1923年1
月4日和6日）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
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
注释人名索引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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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同志们，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
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
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或妥协决定着我
国整个革命的命运)作新的、也许可以说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补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
我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的问题。
你们大家当然都很清楚，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
度贫困引起的事件，好多情况，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
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
    现在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或者说如何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
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
只有这样的阶级，才能够在社会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成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支柱。
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需要采用全国性的
特殊的过渡办法。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
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
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做的工作比以往多得多，然而，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
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
妥协，这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
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
有些人把政治理解为略施小计，有时甚至看作和欺骗差不多，这种人在我们当中应当受到最坚决的斥
责。
必须纠正他们的错误。
阶级是欺骗不了的。
三年来，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群众从尖锐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最多。
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几十年来的革命经验和我国革命的教训，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
我们知道，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这一妥协是不牢固的——这是客气一点说，“客气一点”这几个字不要
写进记录。
如果说得直率一点，那么这一妥协是相当糟糕的。
我们至少不应当设法隐瞒什么，而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农民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
关系是不满意的，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
这是不容置辩的。
他们的这种意愿表达得已经很明确了。
这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意愿。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是十分清醒的政治家，能够直率地说：让我们来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吧。
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

    我们应当对农民说：“你们想要倒退，想要全邓恢复私有制和自由贸易，那就必不可免地会再受地
主和资本家的统治，许许多多的历史实例和革命实例，都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共产主义初步原理或政治经济学初步原理稍作推论，就可以证明这是不可避免的。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农民同无产阶级分道扬镰，向后倒退——并且让国家也倒退——以至再受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这对
农民是不是合算呢?你们合计一下吧，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合计一下吧。
”    我们认为，如果合计得正确，那么，虽然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小农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我们
所意识到的深刻矛盾，合计的结果是会有利于我们的。
    不管我们的物资多么缺乏，满足中农要求这一问题还是必须解决的。
在农民中间中农比过去大大增加，矛盾消除了，土地的分配使用平均得多了，富农已经大伤元气，一
大部分已被剥夺了财产——在俄罗斯比在乌克兰要多些，在西伯利亚则要少些。
可是，整个说来，统计材料完全无可争辩地表明，农村已经是均衡化了，平均化了，这就是说，向富
农和无地农民这两方面的急剧分化已经消除了。
一切都变得比较平均了，整个说来，农民已经处于中农的境况。
    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呢?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
垄断制为前提的。
当时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
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
在一个拥有工业、而且工业正在进行生产的农民国家里，如果有一定数量的商品，那是可以采用实物
税和自由流转的制度作为一种过渡办法的。
    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
业主能够而且一定会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向他征收的将不是他所有的余粮，而仅仅是实物税
；这种税额应当尽可能预先加以规定。
主要的是要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
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适应中农经济的情况，我们在过去三年内没有能够把中农经济改造过来
，在今后十年内也还不能把它改造好。
        国家必须供应一定的粮食。
所以去年我们的征粮数曾经有所增加。
现在税额必须少一些。
数字还没有确定，而且也无法确定。
波波夫的《苏维埃共和国及与它结成联邦的各共和国的粮食产量》这本小册子，引用了我们的中央统
计局9的材料，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切的数字，指出了农业生产下降的原因。
    要是发生歉收，征收余粮就不可能了，因为余粮根本就没有。
那就不得不从农民的口中拿走粮食。
要是有收成，那时大家稍微饿一点肚子，国家便可以因此而得救；或者是我们不能从那些吃不饱肚子
的人那里取得粮食，那国家就会灭亡。
我们必须向农民宣传这一点。
要是收成还不坏，那就会有近5亿普特的余粮。
这么多余粮就能保证消费，并且可以有一些储备。
整个问题在于使农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刺激和动因。
应当对小业主说：“掌柜的，你生产粮食吧，国家只征收最低限度的实物税。
”    我讲话的时间快完了，我应当结束了。
我再说一遍：我们未能立刻颁布一项法律。
我们决议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完全是法律——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
因此我们提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基础予以通过，并且责成中央委员会协调决议中的各项规定
。
我们要把这项决议印出来，让地方工作人员尽量使之协调并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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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生活是五光十色的。
寻找过渡办法——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迅速地和直接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
灰心，我们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稍微有点觉悟的农民都不会不理解，我们作为政府，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代表能够同占农民十分之
九的劳动农民妥协的劳动者的，而任何倒退都意味着恢复沙皇的旧政府。
喀琅施塔得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
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然而别的政权又没有。
因此，他们所处的情况就是一种最好的宣传，这种宣传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其他任何新的政府。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
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我可以想像，有人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  怎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
本主义过渡竟会是一个进步?⋯⋯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比较详细地谈一
谈。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
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碎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
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
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
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
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
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
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
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
起。
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
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
在我国，投机商时此时彼地破坏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粮食垄断，受监督的企业主和商人，资产阶级合
作社工作者)，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
        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
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
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
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
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
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
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许多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
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
如果说在125年以前，法国小资产者这些最热情、最真诚的革命家想通过处死个别几个‘要犯’和颁布
大批文告来战胜投机商的愿望在当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某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纯法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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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就只能引起每个觉悟的革命者的憎恶或厌弃了。
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众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
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
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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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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