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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是几百年来人类的美好理想，社会主义是现代世界上一种伟大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是20世
纪人类掀起的一场伟大实验，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坎坷而又充满希望的伟大实践。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既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也关系着社会主义的
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不仅决定着全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未来
。
　　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实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理论上论述
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斯大林、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
人，从实际上演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重大课题。
中共“十五大”以来，新一代领导人正努力破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性课题。
这既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当今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实践
课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条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一项充满挑战、充满希望的伟大事
业。
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
迄今为止，举国上下已经初步形成这样一些基本共识：从其科学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
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创新；从其历史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
扬弃与超越，是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肯定与发展；从其现实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现代资
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利用。
然而，究竟是否如此、为何如此、如此应当怎样?人们的认识和观点不仅仍然其说纷纭、见仁见智，甚
至大相径庭、针锋相对。
例如，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何关系?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
有制结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基本形式是什么：国家所有制还是劳动者股份制?为什么要确立劳动、
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还
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它同传统社会主义及现代资本主义是何关
系?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答案，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
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
这是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结构的性质和面貌，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进程。
政治经济学既是剖析社会结构的“解剖刀”，又是预测社会发展的“指示器”。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
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
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
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
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
基础。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
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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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理解。
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
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 　　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
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
换产品来决定的。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
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
”“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
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
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阐明了两大基本观点：一是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决定因素，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一方面，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另一方面生产方式
的变革，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
二是认为要解剖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揭示社会结构的运动规律与发展趋势，就必须着力进行政
治经济学研究，首先必须研究社会生产方式。
因此，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
题，就应当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全面、深入和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
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体系重构，进而全面实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笔者数年来一方面认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特
别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努力进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
实特征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分配方式的研究，并在这些主要方面形成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经过比较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借鉴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开始形成了一些系统性的理论
观点，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框架结构，由此写成了这本《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论》。
本书出版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总结与介绍笔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点研究成果，以
此向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辈、同仁请教，以便相互切磋、群策群力，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为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笔者之所以把本书冠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论》，除了它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之外，主要是由于自认为本书具有以下3点“新”的特征：　　其一，研究对象新
。
本书作为一本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创新。
本书既突破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传统观点，又不同于目前流行
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经济制度)+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的已有观点，而是根据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吸取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
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观点。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新观点。
　　其二，理论体系新。
本书作为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新作，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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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实际内容与现实特征，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等生产方式方面内容，以及有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一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等生产关系方面内容的崭新结构
，并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
式特征”的逻辑线索进行研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体系。
　　其三，理论观点新。
本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著．在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一些
主要方面提出了独到的新观点。
例如，本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许多重要差别的现
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其生产条件、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等方面。
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是社会化商品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组织，是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合作农场和家庭农场为典型形态的
社会化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组织是以企业经营为基础、以现代公司和企业集
团为典型形态的现代生产组织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主要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局部社会性的直接结合方式；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应当是以劳动者个人产权为基础、以个人产权社会化联合为特征、以社
会化股份制为具体形式的劳动者股份所有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同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许多重大区别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其企业管理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
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应当是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员工参与管理的成功经验、广泛
实行民主化的企业管理制度。
从分配制度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应当继续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制度，也不可能
真正实行经典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它应当全面坚持和切实贯彻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信
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且鲜明地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按生产要素分配”! 　　
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概括与总结，其具体内
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经典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件、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
面基本特征的理论研究。
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践的回顾与反思，其具体内容包括对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生产条
件、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等四个方面的历史分析。
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目标模式的观点与见解，其具体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
形式、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特征的理论观点与对策主张。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二：　　一是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认真总结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在此基础上在社
会主义生产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二是有助于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反思与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体系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新体系。
　　本书的应用价值主要有4个方面：　　(1)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形式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
全局性和针对性的观点和见解，对于深化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
　　(2)本书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条件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对于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
新，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方面的新观点及其新见解，对于推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市
场化改革、实现公有制形式创新和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断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以极大地
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4)本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见解，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论>>

　　本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各本科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授课教师和全国高校、科
研机构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
同时，本书也适用于全国各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有关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
领导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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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生产关系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主要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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