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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
的“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唯一的“资本家”了。
    强制要求员工必须在规定的年龄退休，这是职场中最严重的年龄歧视！
    与保持经济增长相比，更重要的是区分哪些是有益的增长，哪些是有害的增长。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一个社会到底可以接受多高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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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F·德鲁克
　  社会思想家，集作家、顾问、教授于一身。
1909年11月19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7年移居美国，一生著有41部巨作。
1939年出版《经济人的末日》，受到丘吉尔高度赞赏。
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则奠定其大师级的不朽地位。
之后的一系列著作构建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因而他被尊称为“管理学教父”。
但其本人则坚持以“社会生态学家”自诩。
通过管理的哲学思想贯彻落实“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愿景。

    2002年获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05年11月11日辞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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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悄然兴起的革命　　一、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的过程　　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
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
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美国企业的员工如今已经拥有至少25％的企业股份——已经足以掌握控制
权了——而个体经营者、公务员以及学校教师则至少拥有另外10％的企业股份，这样一来，美国工人
阶级实际上已经拥有超过1/3的企业股份。
在未来10年之内，养老基金必然还会继续增加工人阶级的股份，到1985年（也许还会更早），他们所
拥有的企业股份即使达不到60％，至少也会达到50％。
10年后，或者说到2000年之前，在整个美国经济当中，他们将拥有超过2/3的企业股份（即普通股）和
大约40％的借入资本（国家债券、企业债券和票据等），而通货膨胀将只会加速这一进程。
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巨额的员工养老基金——也就是1000～1300家大型企业
以及35个行业（比如大学教师、卡车司机等）的养老基金——几乎已经控制了美国1 000多家大型工业
企业中的任何一家。
这些养老基金不仅控制了销售额远远低于1亿美元的企业（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企业即使不算是小
型企业，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中型企业），而且还控制着非工业领域（即银行业、保险业、零售业、通
信业和交通业等）中的50多家大型企业。
这些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谓的在国家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企业，只要控制了这些企业，
就可以轻易地控制其他的企业。
　　事实上，除了农业之外，美国经济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处于工人阶级（通过他们的投资代理商
，即养老基金）的控制之下了。
受工人阶级控制的经济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之高史无前例，无论是阿连德（Allende）执政时期的
智利、卡斯特罗（Castro）主宰的古巴，还是斯大林主义盛行时期的匈牙利和波兰，其国有化程度都
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按照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工人阶级是生产资料真正的、唯一的主人。
通过自己的养老基金，美国的工人阶级拥有、控制和支配着国家的“投资基金”，因此，他们已经成
为这个国家真正的、唯一的“资本家”了。
如今，“生产资料”——也就是除了农业之外的美国经济__正在为了员工（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运转
。
企业利润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员工的退休基金，换句话说，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员工的“递延补偿”
。
“剩余价值”已经不存在了，企业的收入全部变成了“工资基金”。
　　其他国家也正在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
在日本，大企业的第一大开支就是为它们的员工缴纳工作和收入保险。
这一做法是“终身雇佣制”在日本经济结构中的体现。
如果一个企业只有在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才能解雇它的员工，那么，维持员工工作和收入的稳定必将成
为这个企业管理方面的首要任务；该企业的目标和经营业绩的衡量标准将是员工的职业保障，而不是
企业的利润。
但是，在日本的经济体系当中，并没有实行“员工所有制”的迹象，更不要说让员工或者他们的托管
人来拥有和控制国家的“投资基金”了。
　　现代经济史上的另一个极端例子是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的工人或者工人代表控制着他们所在的企业，他们不仅可以选举企业的管理人员，还可以对
这些管理人员进行评估和监督，必要时他们有权罢免个别的管理人员（尽管他们不能废除管理制度，
也不能取消管理职能，甚至不能取消管理岗位）。
但是，资本的编制、供应和分配依然由国家完全垄断，工人们并没有发言权。
与日本的工人阶级不同，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管理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并不能控制生产资料，而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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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的运转也不代表他们的利益。
相反，国家攫取了巨额的“资本成本”，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剩余价值”融入了“国家资本主义基
金”，而没有变成“工资基金”。
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工人们可以得到奖金。
但如果企业效益不佳，他们就会失业，而且，由于企业没有为他们缴纳养老保险，所以他们的生活将
无法得到保障。
　　只有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作为工资收入的一部分——的形式，员工们才同时获得并拥有了
相应的企业利润。
也只有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的形式，员工们才成为资本的合法主人和合法供应者，同时也成为资本
市场上的控制力量。
　　根据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南斯拉夫的工人虽然享有高度的自治
权，但是它所实行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对于日本来说，虽然它严格地保障了工人工作的稳定和收入的安全，但它所实行的却是“金融资本主
义”，因为日本的银行归私人所有，可以独立经营，并且最终决定资本的分配。
从经济结构上看，只有美国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套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以说
：作为“所有价值的来源”，“劳动”得到了“生产过程的全部成果”。
　　换句话说，虽然美国并没有进行有意识的努力，但是它已经在没有进行国有化改革的前提下使本
国的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化”。
尽管美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他人也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如果非要做一番文字游戏的话，我们可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了
——这一模式正是从恩格斯到倍倍尔（Bebel）和考茨基（Kautsky）、从维克多·阿德勒（Viktor Adler
）到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饶勒斯（Jaures）以及尤金。
德布兹（Eugene Debs）等列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在热情宣扬和庄严承诺的。
　　社会主义在美国安家落户，既不是投票表决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更不是革命暴动的
果实，它的实现并没有通过“剥夺剥削者的财产”，也没有利用“资本主义的矛盾”所带来的“危机
”。
相反，它的实现要归功于最不可能成为革命者的人——美国最大的制造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
26年前，也就是1950年4月，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的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向美国汽车工
人联盟（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提议，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们设立养老基金。
尽管当时养老基金已经成为美国工会运动的优先要求，但是一开始，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对这一提议并
不热心。
因为工会领袖们清楚地知道，威尔逊的提议旨在让养老基金体系成为私营部门的业务。
那时候，美国汽车工人联盟——同大多数美国工会一样——一直都在坚定地致力于争取政府的社会保
险，而威尔逊的提议并没有让工会看到自己将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中发挥任何的管理作用。
相反，这些基金将由企业负责，并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经理”来进行管理。
　　工会担心养老基金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管理部门的权力，从而使工会成员对它们产生更多的依赖—
—事实上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担心随后都变成了现实。
威尔逊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养老基金投资于“美国经济”，即自由企业体系。
尽管这一做法可以为工会领导者们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当时他们一直强烈希望将养老基金投资于政府
发行的有价证券，也就是投资于公共部门。
工会的领导层唯恐由企业出资并由企业管理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基于这个计划，企业与工会进行协商
从而达成集体谈判协议）会引起不同年龄段的工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年轻的工人主要关心他们每
周能拿到多少薪水，而年老的工人则更多地考虑养老基金如何支付。
最重要的是，工会意识到威尔逊这一提议的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让工人们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与企
业的利润和成功密切相关，从而削弱工会的斗争意志（当时，美国汽车工人联盟通用汽车公司分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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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坚定的工会成员曾经严肃地提出：工会应该以“不当劳动行为”的罪名控告威尔逊，因为他提议
设立养老基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坏和削弱工会的活动）。
但是，威尔逊的提议实在是太诱人了，对于美国汽车工人联盟中正在迅速增多的老龄工人来说，更是
如此。
于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金计划于1950年10月开始付诸实施。
　　美国企业为员工设立养老基金的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
到1950年，正在运作的养老基金大约有2 000个。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贝尔电话系统公司（Bell Telephone System），它的养老基金规模超过了其他所有
企业以及大多数政府基金。
因此，为员工设立养老基金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将养老金计划列入劳动合同也不会令人感
到异常惊讶。
事实上，就在威尔逊提出这项建议的前几个月，美国最高法院曾就涉及英兰德钢铁公司（Inland Steel
Company）的一起诉讼做出过裁决，要求雇主必须与工会就员工养老基金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
而且，在更早之前，美国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就已经决定，实行员工养老金计划的
企业可以享受部分税收减免。
　　上述事件无疑为威尔逊提出养老金计划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为这项计划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以便让他那些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的同事们愿意支持他这个近乎“异
端”的想法。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44年的春天，他就曾经在一次谈话中首次向
我提到：工人们必须有一个由企业出资的养老金计划。
虽然当时他已经深思熟虑，而且坚信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显然愿意对此进行更多的思考，并且也希望
听一听我的想法。
在将计划提交给工会的4～5年之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可能就已经制定出了最终
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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