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共和俄共决议的辞典
。

一

“
私 有化

”
术语在 《稳定国 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基本方针》

( 1 9 9 0年 1 0月 ) 里出现过
,

是从 19 90 年 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各种可供选 择的市场过渡 纲

领 ( 特别是 ,’5 00 天 ”
.

纲领 ) 中继承下来的
。

私有化思想得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支持并成为它通过的俄罗斯所有法和制定各种

有关 俄罗斯经济非国家化和私有化法律草案的基础
。

俄罗斯议会的党员代表
,

作为多数派未

能阻止反社会主义所有制法的通过
,

反而支持它
,

尽管俄共中央十月全会对于由集体所有制

向私有制过渡的私有化已表明了明确立场
。

经济私有化的术语和方针
,

不仅应该从共产党 的文件中而且应该从国 家政策用 语中根

除
,

它不代表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
,

不能保证革新我国的社会主义
。

在资本主义国

家
, 不是社会主义党而是资产阶级保守党

,

比如英国
,

就不是工党分子而是保守党人坚持生

产资料私有化路线
。 _

我想这不是老生常谈
。

至于共产党人
,

他们把部分私有化 ( 不是全盘私

有化 ) 最多视为策略而不是当作战略 口号
。 ·

“
非国家化

”
也是如此

,

它单方面地代表私有者利益
,

矛头指向国有制
。

在这一点上它

同否认国家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过程 的无政府工团思想是吻合的
,

其理由是国家会使社会 `

同财产和管理发生某种异化
。

然而
,

国家是唯一能够
:

第一
,

保证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和遵

守共同生活行为准则
;
第二

,

在发展民主化方面
,

努力使所有 公民都参加 不同社会生活领域

的管理和经济运行
,

首先是参加国营经济成 分的运行管理 ; 第三
,

实行市场调节
,

保证市场

的社会主义方向
,

等等
。

“
非国家化

”
方针

,

对国家来说是个破坏性的方针
,

不是创造革新的方针 ; 它同国家本身

的改革是对立的
,

它会使国家的经济作用 发生质变 ; 而忽视国 家的经济作用
,

任 何现代生

产都是不可思议的
。

现在
,

透过已通过和将要通过的法律
,

人们可以看到在苏联经济中存在以下三个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
“ 发源地 ” : 1

.

经常使用雇佣劳动的私人企业 ; 2
.

吸收雇佣工人 (不许作为自

已成员 )的合作社
; 3

.

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外国资本
。

显然
,

不能把这些企业家称为
“
普通的

”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

。

在这里
,

我们是同资本

主义企业打交道
。

因此
, “

私有化的
”
市场经济

,

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
。

向发 达的

社会主义市场过渡不需要私有制起主要作用的
“
非国家化

”
和

“
私有化

” 。 ,

( 汉文 译 )

( 责任编辑
:

刘博 )
「

有分析地借鉴西方经济学说
`

陈彪如

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经历了批判
、

评介和借鉴的过程
。

目前
,

关于评介和借鉴
,

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
,

需要讨论解决的
,

是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来借鉴和应用的问题
。

现在

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
,

使经济能够稳定
、

健康地发展
。

这就要求理论界对改革实践中产生的

问题进行深人
、

系统的研究
,

提出各种建议作为决策的参考和依据
。

例如在社会主义商品市

·
陈彪如在华东地区第9次外国经济学院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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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完善市场机制
,

开展平等竞争
,

建立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

实现计划经挤与市场调节的有

机结合
,

以及发展外贸
,

引进外资等方面
,

都有不少新课题
,

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说和政策

实践的经验
。

然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却大大落后子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
,

不能为现实问题提供

圆满的答案
。

近年来
,

外国经济学科的发展 日新月异
,

新学说
、

新学科
、

新学派层出不穷
,

而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
。

因此
,

从我国当前需要出发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对西方经济学

进行探讨
、

评论并吸收其中科学的
、

合理的成份
,

结合我国实际
,

大胆探索改革开放中的重

大理论问题
,

提出解决方案
,

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

在深化改革中
,

对理论和实践的探

索
,

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
、

合理的部分
,

不能简单地视为资产阶级 自由化
,

因为西方经

济理论有许多是对社会经 济的一般 探索
,

`

是人 类共同智慧的结晶
,

并不是赞本主义的专利

品
。

我们知道
,

西方经济理论中一部分是对社会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一般分析
。

西方经济学

的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主要是论证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
,

从而使经济效率达到最大

化
。

比如
,

企业内部效率一般是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

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一点上提

供产出来实现的
。

产业内部效率是通过规模经济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
。

西方经济理论对

市场机制进行了广泛深人的分析
,

强调市场机制及时地
、

灵活地反映市场信息的变化
,

从而使

企业生产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

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
。

但是市场机制并非是十全

十美的
,

要使社会经济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
,

还需要政府的干预
。

因此
,

西方经济理论又对政府

的宏观调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
。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在经济生活中要引进市场机制
,

将计划与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效率
。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西方经济学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

另一方面
,

西方经济学还对开

放经济条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也有不少合理内核可以借鉴
。

实际上
,

我

们 在改革开放中的每一次突破
,

如企业管理改革
、

物价改革
、

市场的建 立和完善
、

以及国家

对经济活动的协调
,

’

等等
,

都需要吸收人类一切文化
,

借鉴各家学说
,

制定总体方案
,

决定

改革的方法与步骤
,

使方案最优
,

失误最小
。

所以这次学术讨论主题为
“ 西方经济学与中国

的改革开放
” 。

会议要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
,

着重讨论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科学研究

中如何做到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1

又根据我国国情有分析
、

有批判地加 以借鉴
,

为建立起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运行机制服务
,

为深化改革开放服务
。

现在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上是处于纯学术阶段
,

一些学者专注于想像的
、

假设的现实
,

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

然而我们各级政府注重的是对那些正在变化中的经

济情况进行理论分析
,

提出政策建议
,

作出妥善安排
,

而不是高度复杂的学术性兰 图
。

面临这样

的形势
,

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同志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和任务的紧迫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实践将对理论提出更高的要求
,

因而我们西方经济学研究者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

首先
,

要拓

宽和深化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评论
,

从借鉴和应用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各个具有实用价值

的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

其次
,

我们要把 立足点放在国内
,

从中国实际出

发
,

融会贯通地运用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来探讨国内经济问题
。

总之
,

我们对西方经济

学既不能全盘否定
,

也不能 完全照搬
。

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科学的和合理的部分来探讨我们的实

际问题
,

实行洋为中用的原则
,

把问题的现实性
、

理论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有效性三者结合起

来
,

建立 自己的经济模 式和学科 体系
。

那 么
,

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将会获得重大的进

展
,

取得更大的成绩
。

( 责任编辑
:

常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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