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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尽管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将主要精力倾注

于政治革命与文化改造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未作较为系统的论述% 但因经济发展问题之于中

国的重要性$陈独秀仍然没有放弃探索$提出了要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拥有多种经济发展手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注重公

平与效率等有价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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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尽管在其一

生的大部分时间内!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政治运动

与文化改造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未能作较为系统

的论述" 然而!出于一个思想家敏锐的洞察力!陈

独秀却没有忽略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考察!对经济

发展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经济是国

家的命脉!其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富

国强兵才能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经济是一切

制度的根本!政治%教育%文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发

展动力的最终来源都植根于经济这个基础之上&

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没有经济独立!人格

独立就只能是一个幻想&经济矛盾必然演变为政

治矛盾!经济问题发展到最后都要转变为政治

问题"

为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五四,运动

后!陈独秀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在历史

上有过进步作用!但对于想要富国强兵的中国而

言!一方面!只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社会主

义的生产方式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存在的缺

陷!才能以资本集中%财产公有的优势使大多数人

得到幸福&另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要在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对外开放和采用

多种经济手段来大力发展生产力"

一% 客观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陈独秀并没有因自己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的积

极作用一概否定" 首先!他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

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的一个环节!且比封建社会生产力更发达!

文明程度更高" 社会历史的进化!是从$渔猎时

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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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

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

时代" 这个进化历史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

是主观的要求",

-#.M%"JM%#陈独秀认识到!资本主义

工业时代既是比农业%手工业时代更进步的时代!

也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基础的时代!这是不以

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且人类历史一进入资本主义

工业化时代后!就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发展态势"

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

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

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

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

是它的民族野心日渐高昂" 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

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

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

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之物质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

-!.在

这里!陈独秀既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战争的

罪恶!又肯定了其国内战争具有扫荡封建势力的

进步意义!更强调了其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

带来的道德和文化的进步以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奠定了所需的雄厚物质基础"

陈独秀以$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来形

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表明其对资本主义社

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其次!陈独秀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

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

的观点" 他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逻辑论证!即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

进步的同时!其自身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

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其

制度框架内!无论通过何种改良方式!均是无法得

到解决的&其所导致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给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打击也是致命的&解决这一

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生产集中%财产公有的

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

都势必顺着它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

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

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

算盘!是不会成功的",

-F.K$#

陈独秀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帝国主

义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仍走以

战争压迫弱小民族!以扩大殖民地来推销其剩余

产品的走不通的老路&二是停止侵略战争!放弃资

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威!建设世界和平" $后一条

路便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了,"

-#.M%K由此可见!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充满了信心的"

再次!陈独秀认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

如果不曾具备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基

础!则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就会变得十分

困难" $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 俄国

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

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2这句话用在中国更

适当3",

-F.FFL陈独秀在解释其原因时指出#$有相

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

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

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

成熟",

-F.M$$

陈独秀认为!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发达的资

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一方面提供了

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雄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造

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可以形

成一股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心的强大政治力量!

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反

之!若不具备这一条件!则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事

业一方面会因缺乏物质保障而举步维艰!另一方

面又因封建落后势力的阻挠!在无产阶级的力量

尚处于弱小地位的形势下!不能彻底清除封建落

后势力的干扰!社会发展的难度就会进一步增加"

陈独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所遇到的这一问

题!对于中国而言更加严重" 因此!大力发展中国

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

造有利条件!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此

而言!在特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积极的"

二%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大力发展生

产力

陈独秀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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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大多数人获得幸

福" 即便将来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确立了社会

主义制度!其胜利也只是政治上的成功!还不是经

济上的成功&要实现大多数国民都生活得幸福的

目标!还必须利用政治革命成功夺取的政权作保

障!领导人民大力开展经济建设!才能充分满足人

民的物质需求"

他指出!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设在最大

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

活最为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

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FL$

" $现在共产党所争持

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

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

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

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

-#.FI#

$以

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

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

本意义",

-F.K#K在这里!陈独秀向我们清晰地表明

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

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十分看重国家的计划功

能!还未能完全意识到社会主义也需要发挥市场

调节作用的重要性!但他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也要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却凸显了重要意义"

陈独秀还认为$每个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必

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

-F.F$K因而社

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雄厚的物质基

础!实现经济的独立与统一!也是确保国家主权独

立与领土完整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经济基础薄弱

的社会主义国家连生存都会出现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

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消灭剥削%消除

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

的要求" 陈独秀的上述思想!为社会主义本质理

论的奠定!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拥有多种经济

发展手段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

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障自身的主

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以什么方式来发展经济

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陈独秀反对那种一提到资本主义就不

加思考地反对!一提到社会主义就盲目赞同的倾

向" 陈独秀认为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

需要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

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

进化所必经的过程" 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

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 因此只有无

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

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

爱好它而来" 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

定的",

-F.K#I陈独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阶段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在资本

主义经济并不发达%小生产方式还普遍存在的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有着大生产方式下的积

极作用"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均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下的产物"

$我们不要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

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

粪蛆" 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

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

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消除旧社会

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F.K#$陈独秀

认为要来的东西就让它快点来!不要怕它&在社会

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

下!就要敢于大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来发

展生产力" 因为尽管成熟资本主义的弊端在西方

社会已表露无遗!但对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却仍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利用"

其次!陈独秀认为私有制经济还将在较长时

期内存在下去" 既然社会主义采用生产集中%财

产公有的生产方式!那么!社会主义是否只包含生

产资料公有制一种经济形式呢1 私有制经济是否

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没有丝毫存在的可能性

呢1 陈独秀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指出#$无产阶

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

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

绝私产" 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 非到共产社会实

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

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学家!自始便

未尝将私有财产完全废绝!不过按照马克思共产

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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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L%J%LI在此!陈独秀的观点十分明确!无产阶

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后!无论这种政权的过

去是否具备发达的经济基础!都将在经济发展进

程中面临很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私有经

济制度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将长期得到保留"

他认为!任何一个注重实际的革命者!都会充

分利用私有制经济的长处!在过渡时期内快速壮

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而且!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

过渡时期内存在着私有制经济!但由于关系国计

民生的大企业和土地均已收归国有!因此!其有关

国民经济命脉的部分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仍然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民得到幸福"

同时!陈独秀还认为让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

围内存在符合人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 他指

出#$从革命发生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

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

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

的岁月",

-#.#$%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建立之日!并非私有制经济立即退出

历史舞台之时&从制度上消灭私有制经济容易!从

人们思想深处根除私有制经济的影响却很难" 陈

独秀的这一观点已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

证明" 那种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宁要社

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做法!给

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而在$三个有利

于,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改革开放 F" 多年来!我国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

模式!已证明了陈独秀思想的前瞻性"

尽管陈独秀认为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

国唯一的选择!但是他更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必

须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提醒人们社会主义并非

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因而经济

发展形式的多样化便有了其存在的空间" 如前所

述!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

无论其过去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应当有一个

经济发展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应该多种经

济成分并存"

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

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

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存!我们

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采用那一种而

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

要的生产制度" 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

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

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

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

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FL陈独秀把$国家资

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

与国家社会主义相连接!不搞单一经济形式的设

想!与我国当前的国情有着较大程度的吻合"

四%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注重公平与

效率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能够带来更大程度的公平和更高水平的效

率!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使少数人获得了幸福!而

社会主义社会则将使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人获得

幸福&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经济!同样要注重

提高效率"

首先!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注重公平

是题中应有之意" $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

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

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

与幸福" 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

政治",

-#.#ILJ#I$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主张多数

人能得到幸福的社会主义政治!必然要求在社会

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体现出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决

不允许贫富差距过大"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公平的分配方式绝

不是应验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们的理想!而是社会

主义所采用的生产方式使然&社会化的大生产与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必然带来新的%更加公平

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同时!陈独秀还认为无产阶

级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立在最大多数人民

的幸福上面! 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最为切

要",

-#.FL$既然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均与经济生活

密切相关!那就意味着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能否

做到公平!关系着人民能否真正得到幸福!而这恰

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所要求的经济分配形

式" 质言之!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分

配的公平性!既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之奋斗的内在动因" 因此!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注重公平"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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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陈独秀在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公平

性的同时!又强调和均富论划清界限!呼吁社会主

义社会不能忽视生产效率的提高" 他指出#$现

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门

从事分配的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

往误会到这样" 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

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对于生

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

-#.M%!显然!陈独

秀既强调了社会主义分配的公平性!又不认为社

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均贫富的社会!而是认为社会

主义社会是同时看重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的"

可以认为!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同时

重视生产方法与分配方法的观点!将社会主义与

平均主义作了重要区分" 他认为#$不但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

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

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

-#.#"F!可见!均富主

义的社会主义在陈独秀的思想中是没有立足之地

的!而他一再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均富主义%中国共

产党绝不会在生产力没有得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实行按需分配经济制度的强调!说明了均富思想

在社会上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若不对之予以澄

清!将会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

播带来消极影响"

再次!陈独秀认为!为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的效率!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可采取具有一定弹性

的集中管理形式"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于

资本主义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

保留了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生产方式!而且克服

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根本弊端!因而

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生产集中的体现!一方

面在于生产本身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则在于生产

管理的计划性和统一性" 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

水平低和产业分布不平衡的具体国情下!陈独秀

认为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是不利于中国经济

发展的!因而对经济管理的集中应作较为灵活的

处理" $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绝非建设在现

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

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 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

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2都算是

公有3!亦可斟酌情形定之",

-#.FL%

显然!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提

高!既要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来推动!也要靠中央

与地方在经济管理上的合理分权来促进" 大工商

业的管理权既可集中在中央!也可集中在地方!两

者皆能体现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形式" 至于何种形

式更加合理!就看哪一种管理方式更能够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 陈独秀的这一思想!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有

着内在的一致性"

公平与效率不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解

决而无法解决好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陈独秀对解决这个问

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五% 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对外开放

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

经济并不发达!但这并未妨碍陈独秀以一种战略

眼光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进行

审视" 他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由

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

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观点!并深有感触地指出#

$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达

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

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

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

-#.#"F"

既然各国之间的铜墙铁壁已被打开!那么

$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1,

-#.MMI的

确!在工业化浪潮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的

全球化趋势!使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于这一时代

大潮之外!任何企图与世隔绝的举动都只能以失

败而告终"

陈独秀认为在世界政治经济融为一体的情况

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必须首先要掌握

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动态" $现在世界的经济是

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 这是

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

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象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

了" 中国既然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

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

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

一要明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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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

怎样",

-#.MI!

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在世界各国不能把自

己隔离于世界之外独立发展的形势下!必须要研

究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中国也不例外"

陈独秀认为积极借鉴或借助于经济发达国家

的智力%财力来发展自己很有必要!因为落后民族

在自己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是搞不好社会主义建设

的" 因此!陈独秀对于外资没有采取一味的拒斥

态度!但同时也指出外资的利用只是经济发展的

一个补充因素!其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 $现实

统治者的欢迎外资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

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得是以稍稍活跃

的征兆" 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

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

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

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

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

-F.FF$

陈独秀的外资观与他的社会主义应该具备一

个发达经济基础的思想密切相关" 他认为俄国无

产阶级正是吃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之苦!中国

则更是如此" 由于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

后在经济上有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期!所

以!外资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存在的" 不过!他强

调了外资作用的有限性!即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

利用外资!但外资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只能起补

充作用"

总之!陈独秀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

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

发!着眼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在今天仍

然有着重要价值的观点" 尽管其经济理论还远未

达到系统化%学科化的程度!但其中的不少观点已

超出了同时代人的认识水平!确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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