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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组织市场：探索与运作》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已是众望所归，但计划经
济与市场经济谁主谁从，却引发了一场难分难解的争论。
我分析了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各种观点，选择从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计划规律和
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工性和社会性的两重性，两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挤中发挥着辩证的
调节作用，两规律辩证作用的利用机制表现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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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伍生，生于1948年9月，山西省离石县籍。
198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四
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1969年2月参加工作，历任四川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四川达县副县长兼计经委主任，四
川省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四川省经委副主任。
现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副主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业组副组长。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多次获得省科技进步
奖、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部委优秀研究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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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模式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有计划发展规律与价值规律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内在规律探讨——纪念马克
思逝世一百周年区域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调整与改革关系的总体考察努力实现经济发展
战略与管理体制的双重转轨——四川“八五”期间发展与改革目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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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管理方式与改革设想找准弊病，从宏观着手进行计划体制改革——一论四川省计划体制改革试
点突出重点，实行区域综合平衡改革——二论四川省计划体制改革试点明确目标，提高宏观计划管理
水平——三论四川省计划体制改革试点论成都市计划体制改革模式的特点——四论四川省计划体制改
革试点中心城市计划体制改革与中期规划编制——五论四川省计划体制改革试点绵阳地区综合平衡状
况调查可贵的经验、重要的启示——邛崃县计划体制初步改革情况的调查工业部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与企业性行业公司四川省计划体制改革试点的回顾与前瞻十年经济运行的回顾与展望关于内江、自贡
两个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情况的调研报告四川省地方预算外资金情况组织“产品链”突破资金关
——“七五”期间四川经济突破口发展房地产业促进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研究关于生产资料公开销售市
场的研究四川拓展西亚市场的方针与对策积极组织引导市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关于当前经济形
势的分析把握转折时机，作出战略选择——对四川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县域经济篇农村综合改革的总
体设计一条引人人胜的改革思路——四川达县发展模式的思考之一一个极为普通的县一四川达县发展
模式的思考之二租赁经营：企业改革的战略转折——四川达县发展模式的思考之三从达县实验看四川
县域经济发展的道路——四川达县发展模式的思考之四县级财政包干是“富民升位”的大政策发展改
革裕县富民更新领导决策观念振兴县域商品经济在总结中创新——改革研究方法的反思改革成本——
增大有效供给的杠杆市场良性循环改革双线推进公司运作篇川投集团“九五”战略转换和“十五”战
略构想中国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公司制改革——二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体制创新大型困难国企的突破
性改革——川投集团推动长钢扭亏脱困国有企业进而有为的成功典型——川投集团“煤、电、冶”产
业链的构建及效果我国电力直供体制率先改革的范例——川投黄磷厂在改革中崛起坚韧不拔追求卓越
——四川电视台专栏采访川投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宋伍生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战略管理水平产业发
展篇发展四川省工业优势产业的总体设想四川工业节能创新方式研究四川地震灾区工业恢复重建思路
关于四川“工业强省”战略定位和目标的研究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四川省产业
集群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对四川汽车产业进行战略调整的调查与建议对东部沿海省市推进新型工业化
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提升四川工业整体竞争力必须高度重视工业品牌建设学习外省工业发展经验实施四
川工业强省战略对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南亚三国经济发展情况的考察报告发挥我省产业优势培育
发展新兴产业——对四川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的建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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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关于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恩格斯曾经说过，“这种生产力本身⋯⋯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
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
很多同志都承认，生产力的性质是指生产力的社会性，即社会化程度。
但是究竟如何理解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呢？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对我们是很有启迪的：“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
分工——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
”可以这样理解，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包括分工和协作两个方面。
这也是完全符合我们对“生产社会化”概念的认识的，即随着劳动分工的日益发展，劳动的社会联系
也就愈益紧密，分工和协作是两重地存在着。
有人认为，分工和协作属于生产关系，其实，这是把由生产技术需要而形成的劳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
，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劳动分配和交换关系相混淆了。
这两者在实际生产中，往往一个表现为内容，一个表现为形式，这需要借助抽象力来加以区分。
分工性和协作性之所以会形成生产力的内在规律，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和协作的对立统一，产生了一种
内在动力，不断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
部的分工。
”恩格斯也说过：社会化是“现代强有力的生产杠杆”。
马克思又说：“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在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
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
这个规律⋯⋯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
”这段著名的论述直接肯定了分工和协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分工性和协作性，本质上是生产力诸因素的“社会结合
”形式，是它们相互作用、矛盾运动的方式，而不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也不仅仅是影响生产力发展
的外在因素。
是的，马克思说过，决定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
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但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五个因素中有三个讲的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至于科技和教育，它们只有在生产中得到应用，物化到生产手段和劳动者身上，才能最终地成为生产
力。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就是上述众多因素的作用特点和运动方式，因为作为“社会动物”的人，
“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
生产从来是社会的生产，任何孤立的个人是无法进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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