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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全面改革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

从而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裕
、

民主
、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改革和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
。

为了保证

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

需要随着实践的深

化不断为这 一事业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

当前
,

探索改革和发展的总体理论构架是一个

尤为重要的理论课题
。

本文就此间题做些探讨
。

一
、

生产力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
、

政治
、

思想文化
、

科学技术等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
。

在社会

的整体发展中
,

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

生产力不发展
,

社会的其它子系统的发展就缺

少物质前提
。

但
“
发展

”
是个综合的

、

多指标的概念
。

经济的发展
,

生产力的发展
,

不等于

社会整体的发展
,

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不等于全部因素
,

社会的健康运行不能只靠经济的单

一子系统做保证
,

而需要依靠各子系统的互相支持和配合
。

所以
,

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在社会

整体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

又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
。

否则不但社会不能健康运行
,

就是生产力

自身也会 由于离开相关社会因素的解决而得不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

比如
,

我们要进行经济体

制的改革
,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就不能不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的间题
,

不能不

去变革人们的陈旧观念和改变人们的传统心态和生活方式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在现实生活中
,

不但存在着忽视社会各系统整体协调发展的倾向
,

而且还存在着忽视生产力 自身系统协调性的倾向
,

于是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变成了
“
单打一

”

地追求增长指标
。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说得很明确
: “

发展社会生产力所要解决的历

史课题
,

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
、

社会化
、

现代化
。 ” “

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

重效益
、

提高质量
、

协调发展
、

稳定增长的战略
” ,

这是对发展生产力涵义的准确规定
。

而

一些地方却采取急功进利
、

不计后果的手段
,

以牺牲效益
,

浪费资源和能源
,

破坏生态为代

价换取产值指标的一时增长
,

这种倾向由于对经营者
、

管理者考评指标的不健全
,

只注意考

察
“
硬指标

”
所形成的短期行为而变本加厉

。

黑龙江省林区是全国最大的林业基地
,

由于指

导思想偏重于追求产值倾向没根本扭转
,

重采轻育
、

过量采伐的势头仍在漫延
。

到目前
,

全

省6。个林业局 中无林可采的已达三分之一左右
,

预计九十年代初还有三分之一的林业局将无

林可采
,

如此下去
,

后果不堪设想
。

在一些地方
,

为了追求产值
,

忽视工人生命安全的现象

也多有发生
。

我们当然不是说可以不看重生产数量的增长
,

没有增长也就没有发展
,

但生产力表现为

人们驾驭 自然的能力
,

并不就是一个数量问题
。

在新产业革命的形势下
,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



区经济的发展并不只取决子它拥有多少煤
、

钢
、

油等传统产品
,

主要取决于它在新的技术领

域是否居领先地位
,

单纯数量上的增长
,

可能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

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一些殖

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
,

为改变经济的落后状态
,

他们都把发展经济放在最主要的位置
。

当人

民普遍在饥饿线上挣扎时
,

这是唯一可选择的并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出路
。

但随之而来的却从这

样一个正确的出发点走上了追求
“
增长第一

”
的路子

。

然而
,

由于传统的
、

文化的
、

宗教的

以及教育水平过低等原因
,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步履艰难
。

同时这种
“
增长第一

”
战略以资

源无 限供应的假设为前提
,

经济活动的
“

投入产出比
”

很小
,

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

的严重污染
,

其污染程度甚至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

这种战略指导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增

长偏离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

往往为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而想方设法生产产值高的奢侈品
,

而不是优先生产一般群众迫切需要的产品
。

因此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反映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

满足程度
,

并加速了贫富悬殊和对
“
跨国公司

”
的依赖

,

多数人没有从这种增长 中得 到 好

处
。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使人们树立了新的发展观
,

不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都从

以往的发展模式中吸取了教训
,

得出了
“
增长不等于发展

”
的结论

,

认为靠牺牲社会发展而

获得的经济增长是不足取的
。

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
,

应当避免走别人 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老路
,

树立起

新的社会发展观
,

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
,

把发展看做一个多元的过程
,

在把发展生产力

作为根本任务的前提下
,

努力使社会诸因素的发展相互支持和配合
,

从而建立结构合理
、

功

能协调的社会系统
。

二
、 “

物 ” 的发展和人的发展

以上我们提出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间题
,

是对社会客体中决定因素和整

体因素所做的分析
。

正确地认识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

对于科学地指导社会改革和现代化

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

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仅有这样一个视角还是不够的
。

因为
“
社会是人同 自

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 , ① 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

,

依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有目的地作

用的结果
,

因此讲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能不讲人的主体活动
,

不能不从社会主体和客体的相互

联系中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
。

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曾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 “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

历史中的 决定 性 因

素
,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

但是
,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 ’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

食物
、

衣服
、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 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 产
,

即 种 的 蕃

衍
。 ” ②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把社会发展概括为

“
物

”
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过程

。

这是一个

需要引起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思想
。

从这一原理出发
,

社会的发展就不能仅仅看做是客观物质

因素的运动过程
,

还应包括对社会主体人及其人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考察
、
人和生产力的作

用是双向的
。

一方面
,

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体人的发展提供基础和物质前提
,

社会生产力

不发展
,

人的发展也就制约在一定的水平上
,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谈人的发展
、

人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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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十足的空想 , 另一方面
, 人是有主体意识的

,

生产力是人为着自身的发展 才 去
i

创 造

的
,

人不发展
,

生产力也不能戈展
,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永远也不能超出人本身的发展水

平
。

因此
,

我们又不能仅仅把人看做是
“ 为物所用

”
的客体

,

人是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和推动

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力量源泉
。

代们谈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不谈人的发展
。

今天
,

我们要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
、

民主
、

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
,

为此就要造就具有崇高理想
、

崭新价值

观和丰富需求的人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我们的社会
“
生产

” 出的人怎样行动着
,

我们的社会

本身就是怎样的
。

所以社会在 自身的发展中
,

客观地存在着
“ 物 ” 和人的两种生产和两种发

展及其相互作用
。

那么
,

在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两者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对社舍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间题的认识 尚知 之 不

多
,

知之不深
, “

物
”
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自雄不会是完全和谐一致的过程

。

比如
,

我们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目的是为社会成员雌丰富需要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

但也会产生盲目性
,

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拜金主义和滋生
“
物弩的占有至上心理等不良倾向

。

面对这种现实
,

如

果只考虑生产发展的要求而忽视了对
“
物

” 和人的发展对立统一 关系的正确调节
,

就不能把

握好发展商品经济中兴利除弊
、

趋利避害的尺度
,

就会扩大商品经济的消极髯响
。

当人们把
“
物

”
的价值从人生价值体系中孤立起来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时

,

真正的人生价值和生活

意义就会受到歪 曲
。 再如

,

消费刺激生产
,

但评价消费活动的合理性不能仅用经济标准
,

只

看是否有利于刺激生产
、

有利于增加企业利绳卜还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成员身心 的 健康 成

长
。

否则什么赚钱
、 :
什么产值高就生产什么

,

人的发展的真实需要必然会被忽略
。

文化事业

有物质载体
,

也摹讲经济效益
,

但如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

而把杜会效益放在次要位置
,

就

会象现在 已经发生的那样
,

出现有价值的书出版难等情况
,

从而使文化事业背离自己的社会

目标
。

这些事实说明
,

如果我们在改革积发展的指导上缺少对
“
物

” 和人两种事产 的正 确 调

节
,

那么社会就会发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倾斜的现象
,

就会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
,

付

出过高的人的代价
,

就会在 自己辛勤耕耘的现代化的田野上把根食的种子和杂草的种子同时

播下
,

以至弊端丛生
,

并为此所困扰
。

~
_

气
_

…以 “
阶级斗争为纲

”
的巧卑教训使我们杯深懂得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只能建

立在帘裕的基础上
。

但为了把事情办好
,

我仰也需要这样预先告诫 自己
: “

富
”
还不等于社

会主义
,

解食奔
.

必同资本主义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是
,

社会主义更重视 自身发展 的价值 目

标
。

在我国具前社舍主义初级阶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历史条件下
,

人的发展水平
、

人的素

质低的状祝短期难以改变
,

人的发展更真掺地取决于
“
物

” ” 的发展
,

但这碑不等于说我们

可以把人的发展的任务扒指导思想上推到遥远的未来
。

为此
,

我们评价改革的成效和卑展的得失
,

`

就要把握两个相互联系的尺度
: 一是依据社

会发展的本质和 自身运动的客观娜律
,

对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做出科学评价 ; 二是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
、 生产表的发展对社会主体人意味着什么 ? 对人的发展有什么意

义 ? 从而对改革和发展的成效与得失做斑价值评价
。

这两种评价尺度应当内在的统一起来
。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
: “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
,

都是为了在

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生产力
,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也就是说
,

我们最终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在政治上创造比这些国家更高更 切实 的 民



主
,

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

要用这些要求来检验改革的成效
。 ” 这段论述

就体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奋人的生产和
“
物

” 的生产的统一
。

三
、

社会总体发展战略思想的抉择

归结上面的分析
,

我国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可表述为
:

建立以生产力发展为基

础
,

以人的发展为核心
,

社会
、

经济
、

政治
、

科技
、

文化
、

教育相互协调发展的战略占
-

这一战略思想的要点是
:

( l ) 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社会主体人的发展都取决于生产力这

一最终决定力量
,

因此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
; ( 2 ) 社会主体人的发展体

现为一切工作的目的和社会的价值目标
,

在总体发展战略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 ( 3 ) 社会是

一个系统整体
,

制定总体战略必须考虑各子系统的功能得到和谐的发挥和互相促进
,

也只有

这样才能体现人的发展的核心地位
。

总之
,

社会总体发展 战略只有充分考虑生产力的基础地

位
,

人的核心地位以及社会的整体性这些要素
,

我们的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无限生机和 良

性运行的系统
。

确立这一战略指导思想
,

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
,

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世
’

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进程
。

联合国鉴于该组织推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
“
第一个发 展 干 年 详

划 ” 的经验教训
,

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战略
: “ 1 9 7 6年的大会标志着

教科文组织接受了一个新的发展概念
·

一
。

发展是多元的 ,

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这唯一

的内容 , 经济
、

文化
、

教育
、

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咨具特点的
,

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
、

互相

联系的
。

只有当它汇合在 “ 起的时候
,

`

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证
” , “ 对发展

的这个认 识就是把发展视为一个多元的过程
,

它包括一个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

并且始终以

人为核心
,

把人作为一切发展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
。

没有人
,

就没有发展
。

而不能使人过上好的刁

生活
,

并且使人能够真正发挥他的一切创造
、

表达和参与能力的发展也不是真正的发展
。 ” ①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间题
。

l
气

: 一 卜
-

(一 )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模式问题
。

我国经济发展的起点低
,

人

口多
,

人均资源并不丰富
,

因此即使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
,

人均所能享受到的声
、

品和劳务水平也不高
,

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是相当天的
。 一

这神肤况就不能不严格制约着人

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

但生活水平的高低和生活质量的好坏之间并示是简单 的线
,

隆关
系

。

生活水平是指某一社会或某一时期内人们日墉生活所能享受到的产品和劳务的多少
, 回

答的是
“
有什么

,

有多少
”
的问题

,
’

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实际获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程

度和性质
,

回答的是
“
财富是怎么利用的? 有杆

,

云桥值
”
的向题

。

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

关系上
,

一方面生活质量的好坏取决于生活水平的高低厂另一方面
,

在同样的生活水平条件

下也会有不同的生活质量
,

生活水平高不等于生活质量必然好
,

相反
,

」

在相对较低的生活水

平的情况下
,

却有可能获得相对高的生活质量
。

这种情况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来说
, 、

J

都是存

在的
。

例如
,

据世界银行 1蛇 5年的调查
,

19 83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 05 个国家中居 86

位
,

而对反映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的分析
,

我国却上升为4 0多位
,

位次大天提高
。 `

这说明
,

我国消费水平低
,

这种状况在短期是无法改变的
, 、
但在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卞获得相对

① 阿马杜一马赫塔尔
,

姻博
: 《 人民的时代 》 ,

中文版第9 7一9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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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些的生活质量
,

不但是一种可能
,

而且具有现实性
。

为此
,

依据我们提出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
,

生活质量同生活水平相比
,

生活质量应该成

为一个更主要
、

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概念
。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出发
,

我国人

民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最佳选择应当是
:
我们不能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走拚经济增长

、

拚悄费水平的路子
,

而要尽量利用自己之所长
,

走
“
结构优化

” 、

注重生活质量的路子
,

即

靠尽可能少的资源
、

人力
、

物力和时间消耗
,

在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水平的范围内
,

获得尽

可熊高的生活质量
,

使人们生活得更加充实
、

文明
、

和谐和幸福
。

(二 )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问题
。

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至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

过程中
,

都在经济茸展和社会发展
、

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领域遇到一系列的麻烦
,

并为此长期寻找良策而苦无出路
。

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
,

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矛盾

和间题
。

如 ( 1 ) 经济发展中的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间题 , ( 2 ) 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关系

问题 ; ( 3 ) 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关系间题
, ( 4 ) 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关系问题 , ( 导 )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

人口素质的关系伺题 , ( 6 ) 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问

题
, (

一

7)
、

实现现代化
、

对外开放和保持民族传统的关系间题 , ( 8 ) 社会生活中物质因素

和精神因素发展的关系间题
,

等等
。

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这些矛盾与问题的条件和

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

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条件也不同
,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和潜力
。

但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是
,

要对社会碑体发展过程的有科学认识
。

只有这样才能统

观全局
·

在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点上找到解决间题的方案
。

.

不三 ) 关于实现现代化的
“
代价

”
问题价制定得再好的现代化计划在实施中也会付出代

你
一

碑是因为社会不可能在一条笔直的路上发展
。

我们讲社会的协调发展
,

是指发展模式和

指导揭想
, .

而实际过程却不存在
“ 纯粹” “

完全
”
的协调

,

协调发展只能是不断克服矛盾状

态从而向相对合作状态转化
。

因此对社会变迁的指导不能追求纯而又纯
,

幻想净有 任何 失

调
、

过失
、

牺牲
、

让步
,

不付出任何代价
.

,

社会就根本无法前进
。

但在什么何题上需要付代

价
,

什么问题上不允许付代价
,

付多少代价
,

事关重木
,

必须有明确的判断标准
,

必须从社

会总体发展的要求 出发
。

比如
,

我们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

就要允许二部分人先富起来
,

为此某些群体和个人就要有所
“
牺牲

” ,

这种出于功熊性调节所付的代价就是允许的户因为

同步富裕是做不到的
。

· ,
、 _

一

、 、

佩是 针有这样一些观点
:
实现现代化就要先把

“
物

”

是不可避兔
环境污染

、

的代价
,

等人们富了以后再解决精神发展问题
。

搞上去
,

人们的精神道德水平下降

对待生态环境间题
,

也有人认为
,

生态破坏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代价
,

要
“
先污染

,

后治理
” 。

我们认为
,

旅据社

会总体发展的指导思想
,

我们的制度
、

我们的民族传统都不允许用牺牲精神价值的昂贵代价

来换取现代化
。

在当代文明条件下
,

不能把别人曾走过的路当成必由之路
,

良好 的 人 际 关

系
、

优 良的传统价值
,

不能迷失于现代化的
“
物

”
的追求之中

。

否则某些 民族的优良精神文

化价值将永远从历史中抹去
,

这样归根到底不利于我们民族的发展
。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要一起抓
,

不能
“
先发胖

、

后减肥
” 。

生态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

坏后将永远不能恢复
,

不仅危害当代人
,

也将贻害子孙万代
。

精神发展问题
、

生态间题也和

人口问题有类似的情况
,

大错铸成
,

都难以挽回
,

多少代人将付出巨大代价
。

所以
“ 代价

”

不能超出一定的度
, “

代价
”

作为某种润节手段不能背离目标
。

我们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
“
代

价
” 不能采取 自流的态度

,

一方面要对代价有现实的态度
,

一方面又要通过社会控制使其澎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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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限度
。

四
、

生活方式在社会总体发展中的
、

地位和作用

如果我们把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分为
“
物

” 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大类型的话 、 那么
“
物” 的生产体现为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

,

人 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现为人和生活资料的结

合
。

这两种生产都是人类所从事的最基本活动
。

前者为生产活动
,

后者为生活活动
。

这两类
`

活动的科学概括就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发展过程的起点
,

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
,

也就谈

不上人们的生活活动
。

生活方式是人们凭借一定的物质的以及其它社会条件所进行的满足 自

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的稳定形式
。

因此
,

正是生活方式通过主体的活动把
“
物

”
的生产和

人的生产联系起来
。

那么生活方式是怎样起到这种
“
桥梁

”
作用的呢 ? 我们致力 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整体

的发展
,

使社会取得了进步
。

但社会发展取得的文明成就还不等于每个社会成员必然达到栖
应的文明水平

,

社会的发展也不等于每个个体的发展
,

两者之间需要有
“
中介

” 。

而生活方

式则是人们在一定价值观播导下
,

为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而通过一定的活动形式去利用

社会的文明成就的
。

这样
,

社会发展的文明成就和社会中个体的人的发展之间通过生活活动

的全面性
、

丰富性
、

合理性而联接起来
,

因为
、

河个人怎样表现 自己的生活
,

他们自己也就怎

样
。 ” ① 努力创造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社会条件 , 这样的社会条件同

社会主体人的因素相结合
,

’

逐步形成了满足人的多方面合理需要的生活方式 , 这样的生活方

式按照
“
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
”
的票求

,

造就具有新的素质的人
,

而具有瞬新

素质的人又作为最伟大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
。

一
· ’

因此 、 生活方式在社会总体发展 中具有巨大的功能
。

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看
.

生产方式

制约着生活方式
,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 但从价值论的观点看

,

生活

方式体现着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人的发展水平
。

人类社荟的历史表明
,

生产力越发展
,

科

学技术越进步
,

人们的生活时间和空间也就越增多和扩大
,

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也就越加重要
。

这也是我们需要加以认识的客观规律
。 ’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

符合国情实际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
,
体现着社会发

展的总效益
。

为此
,

我们需要结合我国社啥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

研究生活方式 的 摺标 体

系
,

’

.

以便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参照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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