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完工人阶级理论的若干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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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要区分基本制度问题和具体制度问题

在我国社会的现阶段研究工人阶级理论问题
,

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

地位和确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问题
,

而是要解决执政的共产党实行领导
、

各级各类管理人

员进行管理如何与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相结合的间题
。

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确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

属于基本制度问题
。

这个问题
,

已经基本解决了
。

列宁曾经指出
: “ 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体现在宪法中

,

体现在所有制中
” ,

“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
,

象任何阶级一样
,

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

握和保持政权
” , “ 我们实际解决 J

`

所有制问题
,

这样也就保证 了阶级统治
” 。

① 1 9 5 4年
,

我

国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国

家
。

1 9 5 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 《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 正式宣告
,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 已经基本上结束
,

社会主义的

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

因此
,

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确定工人阶级的

领导地位的基本制度问题
,

在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
。

当然
,

我们也不否认
,

在我国公有制的

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上仍有尚待解决的问题
,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仍有尚待解决

的问题
,

但这不属于基本制度间题而属于具体制度间题
。

执政的共产党实行领导
、

各级各类管理人员进行管理与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相结合
,

则属于具体制度问题
。

这个间题
,

还远远没有解决
。

如共产党与职工群众的相互联系和相互

作用
、

各级各类管理人员与职工群众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

共产党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与

职工群众的组织— 工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等都属于具体制度间题
。

在我国
,

由于人民

民主的基本制度建立以后
,

在一段时间里役能进一步切实致力于民主的具体制度方面的建设
,

在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
。

一度 由于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

经济体制
,

束缚了职工群众的作用
。

在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

某些职工群体 出现过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

主化思潮
。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

如何在维护政府和企事业行政管理权威的同时
,

尊重职工

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

又成为突出的问题
。

二
、

既要坚持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标准
,

是因为这个标准提供的方法论原则仍适用于分析

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
。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
,

其实质是把阶级的存在同一定的社会

生产体系相联系
,

强调各阶级在生产体系中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个区分阶级的基础
。

依

据这些原则
,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
。

首先
,

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相区别
。

从与

社会劳动组织的关系来说
,

工人阶级通过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劳动组织形式实现社会劳动
,

而

农民则通过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比较狭小的领域参与社会劳动
。

从对生产资料 的 关 系来

说
,

工人阶级多直接与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相联系
,
而农民更多地与集体所 有 制 相 联

① 《列宁全集》 第3 8卷
,

第2 4 6
、

28 1
、

299一 3 0 0页
。

·

2 0
.



系
,

且部分占有生产资料和保留一定量的自留地
。

从取得经济收入的方式来说
,

工人阶级从

全国消费基金中以货币形式领取劳动报酬
,

而农 民则是从集体经济消费基金中以货币和实物

形式领取劳动报酬
。

其次
,

工人阶级与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经营者相区别
。

工人阶级与公

有制的社会生产相联系
,

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经营者则与私有制的社会生产相联系
。

不仅

如此
,

个体劳动者的经济收入中有相当的非劳动收入
,

私营企业经营者的基本特征则是占有

资本并获取职工的剩余价值
。

工人阶级与他们的关系带有传统的阶级关系的某些色彩
。

最后
,

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
,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与其他阶级
、

阶层的区别将长期存

在
。

我国的传统产业革命尚未完成
,

而且要持续一个很长时期
,

整个社会的工人阶级化更不

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
,

而又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的状况
,

决定了工人阶级将在一个时期内在同社会生产体系的联系中与其他阶级
、

阶层相区别
。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标准
,

又要发展这个标准
。

因为这个标准产生于考察阶

级对抗社会的经济状况
,

而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以往那种阶级对抗
,

以生产资料 占有关

系的对抗性
、

以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为标准来确认工人阶级的存在与否不足以说明间题
。

由

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投有与工人阶级对抗的社会阶级了
,

工人阶级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就显得

突出
一

J’ ,

工人阶级 内部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
。

因此
,

用社

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析来丰富阶级分析就是十分必要的
。

三
、

在坚持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行阶级内部分层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分化和整合
,

开始积淀成边界明

晰的阶层
。

首先
,

在职工队伍内部由于原社会角色内涵的变更
,

产生出不同的阶层
。

比如
,

在企业里职工队伍的同质性原来是很高的
,

虽然普通职工
、

技术人员
、

管理人员也有明确的职

业差别
,

但是在过分集中的
“
大锅饭

”
体制下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声望的 差 别并 不

大
。

随着企业 自主权下放
,

特别是实行承包制
、

租赁制之后
,

管理人员中有的人的角色成为企

业家
,

某些技术人员做为技术改造的承担者其知识分子角色被突出出来
,

普通职主的角色显得

黯然
。

他们由于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不同
,

社会经济地位和声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离
,

会逐

步成为不同的阶层
。

其次
,

职工社会流动的趋向表明
,

阶层的形成和阶层观念的形成将得到

进一步强化
。

由于职工对职业的社会评价有了全新的内容
,

某些过去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职

业会被其他职业所取代
,

一些能够掌握较多经济资源或较大权力的职业将更具吸引力
,

从事

这些职业的职工将会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阶层
。

而难以进入这些职业的职工
,

会按照掌握经

济资源或权力的不同
,

分别形成另外一些社会阶层
。

对工人阶级内部进行分层
,

首先要确定分层的标准
。

我们主张以在生产过程和劳动组织

中的具体地位为基础
,

以社会劳动分工— 劳动方式 (体力劳动或 脑 力 劳 动 )
、

劳动性质

(管理劳动或被管理劳动 )
、

劳动内容 (直接生产或间接生产 ) 为标准
,

对职工队伍进行分

层
。

依据这样的标准
,

职工队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层
。

一个阶层是工人阶层
。

这个阶层由工作在

生产
、

流通和服务领域的体力劳动者构成
。

另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
。

这个阶层由具有一

定的学历并从事复杂的创造性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构成
。

再一个阶层是管理者阶层
。

这个阶层由

在国家机关
、

党群团体
、

企事业单位从事社会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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