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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形态的双重构造

谢 立 中

在拙作 《 西方社会的新变革与社会形态

的双重构造 》 ( 《 江西大学学报 》 1 9 8 8年第

2 期 ) 一文中
,

笔者 曾经提出了社会形态双

重构造的观点
,

并试图用它来解释当前西方

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
。

本文

将进一 步说明
,

社会形态双重构造的观点
,

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西方社会的

新变革
,

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改革
。

社会主义各国的改苹
,

从南斯拉夫 50 年

代初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算起
,

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 了
。

80 年代以来
,

在我国改革

的影响下
,

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进入

了一个新的高潮
。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

一

方面从实践上进一步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基

本原理的正确性
,

另一方面也向历史唯物主

义提出了许多用流行的传统观点难以解答的

新问题
。

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两个 就 是
:

一
、

生产关系到底是怎样变化发展的 ? 二
、

上层

建筑到底是怎样变化发展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
。

抽象地说
,

我们当然

都知道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变

化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

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

产力的状况相适应
,

生产力如何
,

生产关系

也就应如何
。

但实践却表明这种抽象说法的

实用价值并不大
。

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

系都是一个内函 过 分 宽泛
,

可作多种理解

的抽象概念
。

拿生产关系来说
,

它即可以是

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围绕着生产资料归属权

而发生的种种关系 ( 如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

关系 )
,

也可以是指人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

于技术上的需要而发生的种种关系 ( 如管理

者与执行者之间
、

工程师与普通工人之间的

关系等 )
,

当然也可以是同时指这两种关系
。

再拿生产力状况来说
,

它即可以被理解为是

指人类生产物质 资料的能力即劳动生产率的

高低
,

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指通常所说的生产

力三要素的材料性质 ( 如是石器还是铁器 )
,

还可以被理解为是指生产力三要素的技术结

构 ( 如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结构
、

生

产工具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结构
、

生产工具与

生产者之间的结构
、

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

结构等 )
,

当然还可以被理解为是指上述所

有这些内容的总和
。

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

况的具体所指作何选择
,

与如何理解生产关

系的演化规律关系极大
,

因而也就与社会主

义经济改革的目标取向关系极大
。

在传统理解中
,

生产所有权关系就等于

生产技术关系
,

并把这两者统归之为所有制

关系
。

因此
,

按传统理解
,

生产所有权关系的

变化也就是生产技术关系的变化
,
(反过来说

也是一样 )
,

这是同一种现象的同一个程
。

对于生产力的具体所指
,

一种非常流行

的观点是把它理解为生产者之间的技术结合

方式
,

即社会分工 ( 或生产社会化 ) 的 状

况
。

按照这种观点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

理的具体含义也就被理解为社会分工 ( 或生

产社会化 )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状况
。

加上

持这种理解的人一般也是赞同上述对生产关

系的理解的
,

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厂

的具体 含义也就被 理解为社会分工 ( 即生

产社 会化 ) 的状况决定所有权关系 ( 亦即

技术关系 )的状况
,

所有权关系 (亦即技术关

系 ) 的状况要与社会分工 ( 即生产社会化 )

的状况相适应
,

社会分工 ( 即生产 社会 化 )

的状况如何
,

所有权关系 (即技术关系 ) 的状

况也就如何
。

更具体地说
,

所有权关系 ( 即技

术关系 ) 中权利分散或集中的程度应与 社 会

分工 ( 即生产社会化 ) 的程度相一致
:

在社

会分工 ( 即生产社会化 )程度较低
,

生产过程

较为分散的地方
,

所有权关系 ( 亦即技术关

系 ) 中权利的分散程度也就相应较大 ;反之
,

在社会分工 (即生产社会化 ) 程度较高
,

生产

过程较为集中的地方
,

所有权关系 (即技术关

系 ) 中权利的集中程度也就相应较高
。

显而易见
,

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传统国

家所有制模式形成的理论根据
,

是传统国家

所有制模式在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大前提
。

人

类社会发展到工业化时代
,

社会分工或生产

社会化的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不仅一

个企业内部
、

而且整个社会的生产都已结合

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

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技术

结合方式
,

要求有一个社会管理中心
,

来从宏

观上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协调管理
,

以使社

会生产稳定发展
,

因此也就要求社会生产技

术关系中的经营决策权有一定程度的集中
,

以与高度社会化 的生产技术结 合方式 相适

应
,

而不能象小生产者时代那样绝对分散
。

但是按照上述流行观点
,

生产技术关系就是

生产所有权关系
,

生产力对技术关系的要求

也就是对所有权关系的要求
,

技术关系中权

利的集中化也就是所有权关系中权利的集中

化
,

技术关系中权利 ( 即经营决策权 )的国有

化就是所有权关系中权利 (即所有权 )的国有

化
。

这就是传统国家所有制模式的理论逻辑
。

然而
,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却

表明
:

`

所有权关系和技术关系并非是同一种

生产关系
,

而是 两种性质不同
、

变化规律不

同的生产关系
。

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虽然要求

技术关系中权利的相对集中
,

却并不要求所

有权关系中权利的相对集中 , 虽然权利 ( 经

营决策权 ) 完全分散的生产技术关系与现代

社会化程度极高的生产方式并不合适
,

但在

相同的生产方式下
,

某种权利 ( 所有权 ) 完

全分散的所有权关系形式 ( 如劳动群众股份

所有制 ) 却可能比所有权完全集中的传统国

有制能更好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 生 产 积 极

性
、

主动性
,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由此可见
,

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两种不

同的生产关系
,

它们 的性质不同
,

发展规律

不同
,

变化也不同步
。

传统理论模式没有把

它们的差别反映出来
,

因而有必要对它进行

补充和发展
,

使之能更好地说明生产关系的

演化过程
。

关于第二个问题
。

所谓上层建筑
,

指的

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
、

并为这一

定生产关系服务的各种意识形态
,

以及相应

的法律制度
、

机构设施的总和
。

作为一定生

产关系之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法律

制度
、

机构设施
,

其状况应该与作为其基础

的生产关系的状况相适应
;
生产关系状况如

何上层建筑的状况也就如何
;
生产关系的状

况发生变化
,

上层建筑的状况也就应发生变

化
。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
。

在传统理论范式中
,

由于生产关系被单

纯地归结为所有制关系
,

因此上层建筑一定

要与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原理也

就被理解为上层建筑一定要与作为其基础的

所有制关系相适应
。

在这种理解中
,

上 层 建

筑的内容也就被单纯地归结为建立在一定的

所有制关系基础之上
、

并为一定所有制关系

服务的那些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法律制度
、

机

构设施
,

被单纯地归结为在所有权关系中占

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

显然
,

对上层建筑的这种理解也正是传

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形成的理论根源
。

传统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正是把政治上

层建筑的全部职能都归之于阶级 统 治 的 职



能
,

把阶级斗争当作上层建筑一切活动的重

心与目的
,

用其来统率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

其它一切工作
,
仅仅按照实行阶级统治

、

进

行阶级斗争 ( 并且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 的

需要来建立政治上层建筑的组织体制
、

领导

体 制
,

把适用于实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那一

套组织休制
、

领导体制
、

管理方式套用于包

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其它一切活动
,

等等
。

所

谓党政不分
、

政企不分
、

党群不分
、

权力过

分集中等等都是 由这个特点派生出来的
。

而

形成这些特点的理论根源
,

就在 于 把 上 层

建筑单纯地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

但是
,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却

表明了这种把上层建筑单纯理解为阶级统治

与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的片面协 表明了把

阶级统治
、

阶级斗争当作上层建筑一切活动

的永恒重心与根本目的
,

包括经济建设在内

的其它一切活动都只是实现这个 目 的 的 手

段
,

都只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
、

夺取阶级斗

争胜利这种看法的极端危害性
,
表 明 了 管

理
、

领导社会生产经营活动
,

和领导进行阶

级斗争实行阶级统治一样
,

都是上层建筑的

基本职能
,

它们之间不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主

从关系
,

更不能用其中的一个来排斥其中的

另一个
。

而为了能顺利履行这两种职能
,

就

应该按照不同的要求
、

不同的原则
、

不同的

方式来建立两种不同的意识 形 态
、

法 律 制

度
、

机构设施及领导管理方式一一一句话
:

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体系
。

而为了能按照不

同的要求
、

原则
、

方式来组织建立两种不同

的上层建筑体系
,

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能够

区分这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
,

研究和探讨它

们不同的内容
、

性质及发展规律
,

用以指导

上层建筑的改革实践
。

在这方面
,

传统的上

层建筑理论也难以胜任
,

因而我们也有必要

对它进行补充和发展
,

使之具有更大的解释

力和指导力
。

上层建筑的两重构造与生产关系的两重

构造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
。

正是后者决定了

前者
。

无论是所有权关系还是生 产 技术 关

系
,

都要求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
:

所有

权关系要求有与所有权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

筑为之服务
,

技术关系
一

也要求有与技术关系

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
。

所有权关系与

技术关系的差别决定了分别为这两种生产关

系服务 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别
;
所有权关系

与技术关系的不同步发展
,

也决定了分别为

这两种生产关系服务的上层建筑的不同步发

展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应分别理

解为
:

所有权关系决定为所有权关系服务的

上 层 建筑
,

技术关系决定为技术关系服务的

上层建筑 , 上层建筑一定要与经济基础状况

相适应的说法也应分别理解为
:
为所有权关

系服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与作为其基础的所

有权关系的状况相适应
、

为技术关系服务的

上层建筑则一定要与作为其基础的技术关系

的状况相适应这样两条分则
。

和西方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一

样
,

社会主义改革向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这

两个问题
,

同样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

理论提出了变革发展的要求
。

为了能更好地

回答这两道课题
,

更好地说明现实
,

探究未

来
,

我们有必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

理的前提下
,

补充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

形态模式
,

用一种能够概括和说明生产关系

与上层建筑双重构造的新模式
,

来代替传统

的所有制关系加单纯为所有制关系服务的上

层建筑结构的旧模式
。

这样一种新模式就是

社会形态双重构造模式
,

它和 旧模式的区别

可用图式 * 表示如下
:

旧模式

上层建筑 ( 为所有权关系服务的
社会形态

{ 咨t 上层建筑 )

经济基础 ( 所有权关系

.

图中箭号表示相互作用
。

关于新模式内部

各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具体内容
,

详见拙著 《 社

会发展二重奏 》 一书第四章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

版
,

此处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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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关系

按照新模式
,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

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

它们有着不同的发

展规律和演化过程
。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

病实际上正是出自于两种生产关系与两种上

层建筑不分
。

在经济领域中
,

无论是生产技

术关系还是所有权关系
,

都采取了国有化形

式作为丛本形式
,

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 由国

家这个抽象主体来掌握
。

这样一种
“ 两权不

分
” 的经济体制

,

虽然在生产技术关系方面

能较好地 与社会化的生产技术方 式 相 适 应

咬当然在这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

如决策过

程缺乏 民主性
,

基层企业缺乏决策参与权
,

企

业之间的联系采取产品调拨形式等 )
,

但在

所有权关系方面却严重地脱离了现有劳动生

产率水平的实际状况
,

大大压抑了基层企业

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
,

使整

个社会生产的发展缺乏自动力
,

阻碍了生产

力的发展
。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
,

为技术关系

服务的上层建筑与为所有权关系服务的上层

建筑也彼此不分
,

合为一体
,

被单纯地理解

为后者
,

被单纯地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
,

仅

仅按照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并且只是大规模

钓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需要建立起来
。

这样一

种
“ 两政不分

” 的政治体制
,

虽然能较好地

适应大规模的
、

激烈的阶级斗争 (国内外的战

争
、

群众性政治运动等 ) 的需要
,

但却与社

会主义经济建没的发展不相符合
,

是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系列不 良现象 ( 如决策

过程中的主观主义
、

工作过程中 的 官 僚 主

义
、

分配过程中的特权主义等 ) 产生的重要

根源
,

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

展
。

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根本任务
,

就是要在确立两种生产关系和两种上层建筑

相分离的原则下
,

按照两种生产关系和两种
_

仁层建筑各自的规律和要求来调整和完善它

们
。

在经济领域中
,

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宏

观生产技术关系实行有效的集中计划管理的

前提下
,

适当地分散所有权
,

使生产者成为真

正能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

使社会主义经济

体制成为一种集中计划管理下的商品经济体

制 ; 在政治领域中
,

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的需要
,

转变国家的职能重心
,

在改进和

完善国家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同时
,

加强为社

会主义生产技术关系服务的各种法律制度和

机构设施的建设
,

建立一个
“ 两政并重

”
且

高度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

通过改

革
,

以单纯强调所有制关系和阶级统治
、

阶

级斗争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体制
,

就

将为所有权关系和技术关系并重
、

为所有权

关系服务的上层建筑和为技术关系服务的上

层建筑并重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所取

代
,

社会主义的各种结构将更趋于合理
,

焕

发出更大的生命力
。

( 责任编挥 王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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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改变了日本落后的状况
。

与此同时
,

中

国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
,

也提出了
“
变法图

存
” 的宗旨

,

并提倡开办学校
、

学习西学
。

但

这场运动在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下失败了
,

中

国又丧失了一次科技发展的机会
。

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
,

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
,

我国

却埋头于人为的剧烈的
“
阶级斗争

” 之中
,

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更拉大了
。

值得庆幸

的是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们终于懂得

了科技是四化建设的关键
。

面对着新技术革

命的浪潮
,

不能再次失去良机
。

科技立国是

解决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最有效手段
,

是我国

跻身于世界强大国家的契机
。

我们必须鲜明

地
、

大声地呐喊一声
:
科技立国 1

( 责任编杯 王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