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文/薛剑符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必然会遇到如何认识和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
为，社会主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社会生产由国家计划安排，社会产品由国家直接分配，这在马克
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说得十分明确。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坚持马
恩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后来在实践中，他发现这个观点行不通，于是从
1921年起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可惜新经济政策实行两年后，苏联又走上了“消灭商品经济”的老
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有个不断探索和认识的过程。尽管其间有过反复，但客
观地说，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还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 
   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看法，集中在1958年开始推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时期以及其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在不少人的思想里，都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属于资本主
义社会的经济范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之所以不能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因为社会
主义的经济制度尚未建立起来，还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已被铲除，因而商品经济的根基已
不复存在，那就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废除商品、货币以及一切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1958年，在“大
跃进”的形势下，形成了一股十分错误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出现了把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对
立起来，要限制乃至消灭商品生产的主张。 
   然而，如同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一样，人民公社消灭商品经济的尝试也失败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实践的挫折促使毛泽东重新思考商
品经济问题。针对当时党内有些人搞极左，想一步进人共产主义，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毛泽
东指出：“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不能废除，商品交换
也不可能废除。”由于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仍占少数。以1957年底的数
字为例，在国民总收人中，国营经济占33％，合作社经济占56％，公私合营经济占8％，个体经济
占3％。在这种状况下，废除商品生产只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即使全民所有制发展到占优势地位，
集体所有制也将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农村仍占优势。因此，毛泽东认为：“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
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 
   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发表系统的见解，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间他带领
部分同志读两本书，即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
会主义部分，并为此作了谈话。这些谈话反映出他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比
之此前的观点有很大的改变。他根据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观点 
   1、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商品经济。毛泽东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还存在不同的所
有制，不同所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主要前提。另一个是商品经济的命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密切联
系，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就是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仍会在某些范围存在。
毛泽东这些思想，在他1959年底《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中表述得十分明确。他
认为，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
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
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
存在。毛泽东这些谈话。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消除了党内一些干部发展商
品经济的疑虑。 
   2、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在社会主义领导人中，斯大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商
品生产。不过，他在晚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
商品生产。“特”在只有个人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国营经济内部不存在商品交
换。 
   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些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斯大林这些说法不正确。他指出，商品生产的活
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
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
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毛泽东把商品从个人



 

消费品扩大到部分生产资料，这为大工业的发展流通提供了可能，这是社会主义历史的一种进步，
从而为我国后来走向完全的商品经济搭起了一个台阶。 
   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中国商品生产很不发达，需要有一
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因此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用商品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的
这些思想，可以从下面的谈话中得到佐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
商品生产。中国是原来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粮食和经济作物等农产品
的商品率还低，……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这里毛泽东把社会主义计划同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联系了起来，提出了要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观点。这就克服了把计划经济同
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局限，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供了理论
前提。 
   4、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违反的经济规律。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时，不赞成苏联违背价值规律剥夺农
民的做法。他指出，在我国，“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
交换的政策。”这是符合价值规律的。1958年、1959年，在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偏向的
过程中，毛泽东告诫全党，要遵循价值规律，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论断。
在1959年二、三月间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平均主义和过份集中的倾向，都包含
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
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尚且不采取无偿剥夺的办
法，对于农民的劳动成果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肯定了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
的，是社会主义时期不能违反的经济规律，应该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5、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经济，不会走向资本主义。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陈伯
达等人提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要废除商品生产。毛泽东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运用辩证
法思想，区别了商品生产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他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
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则是社会主义的。他认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
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进一步澄清了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社会
主义发展商品经济不会走向资本主义，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仍然具有指导
意义。 
   客观地说，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毛泽东超越了经典作家和同
时代社会主义事业领导人的认识，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改
写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为我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题提供了起点。 
   三、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的现实思考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起步是比较晚的，直到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中出了乱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挫折，才促使他去读书、去总结经验教训，去研究政
治经济学。他在50年代末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认识是他一生中达到的最高水平，超过了列宁
和斯大林，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宝库，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
他的这些正确认识体现在党的文献和方针政策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对商品生产思想认识上是有局限性的，还没有认识到社
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经济。并且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并不是前后一贯、
不断发展的，在实践中也是左右摇摆的。这固然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所决定的。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商品经济思想，不是从中寻求解决当今经济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
学习其观察、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此论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
200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上）项目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比
较研究[编号：115121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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