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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兴华：关于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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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标准，究竟是判断什么的标准，中央文件已再三做了明确的、正确的解答。不

应离开这种正解的解答，宣称这三条标准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 

  有必要说明，1992年3月9日—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

大问题”的报道中，提出：“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

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十三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下，第1971页）。显然，作为更准确的解读，此后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中改变了提法。在同年

同月的20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讲的：“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在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将三条标准解读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说明：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

性和自觉性，一切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就是说，在

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的“一切”方面，都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判断标准。胡锦涛同志在纪

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

准。所谓“一切”，包括经济社会建设与改革开放及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些都说明，邓小平提出的三条

标准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不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 

  最后讲一下，“不读书好求甚解”，与“读书不求甚解”一样，都会错解原著的真谛。比如，前些年

在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著书立说，有的在大报发表文章，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是体力劳动价值论，是简单劳动价值论。这种论断是应当破除的附加于马克思的不实之词和错误观

点。《资本论》中明确讲过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因而它创造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

值。这是在一切政治经济学教材中都讲清楚的初级知识。马克思还在有关著作中强调指出，科技劳动

和管理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在社会化的生产劳动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开来，不同

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 …工程师又有另一种关系，他

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3页)马克思还肯定资本家的管理劳动

具有二重性，其中一重性质是为了剥削剩余价值而进行监督管理；另一重是任何社会化的共同劳动需

要管理，就像乐队需要指挥一样。资本家在第二重意义上的管理劳动或称监督劳动，马克思肯定它也

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由此可见，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无论是一般工人的劳动，还是经

理的管理劳动，还是工程师、工艺师的科技劳动，马克思都视其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举以上例子是想说明，共产党人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必须把握其精髓，防止错误理解。古人读经籍

可以不直接与经济社会实践相联系，“不求甚解”也无关大局，不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

 



的盛衰。今人读书，特别是读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就不能

持“读书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因为这类著作是用以指导实践的，若不理解和把握其本意、真义，发

生误解、错解，就会给实际工作带来损害。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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