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

内在逻辑与实证检验
) ) ) 透过转型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再认识

靳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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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作为衡量转型的主要依据, 那就必然陷入 /为转型而转型 0的形而上学
逻辑, 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转型的认识和看法就是这种简单逻辑的体现。

(二 )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关系
科勒德克在 1998年完成的一部名为 5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6的专

著中, 对转型的内涵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他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限
的经济变化和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另一类是指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逐步实现自由
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向市场转轨。而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 5经济

改革和宪政转轨 6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转型研究论文。Á在这篇论文中他们认为,转轨的核
心 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 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转型。科尔内在美
国 5经济学展望 6杂志 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 5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6
中提 出了 /体制的特殊品性0Â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制度 (政治方面 )变革成功才会实现和完
成经济 体制方面的转轨。�lv 他强调, /体制的特殊品性0是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不同的
经济社会 制度会有不同的 /体制的特殊品性 0。转型必定是 /品性 0的改变。

在一个国家宪法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经济体制的转型呢? 虽然一个
国家的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有紧密的相关关系,但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却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问题。而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的经济体制则是可以和不同的国家和政体,即可以
和不同的宪法秩序相结合,如资本主义可以和市场体制相结合,也可以和某种程度的计划体制
相结合 (如德国法西斯的中央计划体制和印度的中央计划体制等 );而社会主义也是既可以搞
计划体制 (如目前的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可以搞市场体制 (如中国和越南目前所实
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 )。而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快速发 展时,
其国家和政体也是一个独裁的政体, 它们也不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典型的政治民主和自 由化

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理想范例,但它们也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他们正是在经济起飞的 基础
上才逐步开展和推行政治民主和自由化的改革,他们和西方学者倡导的转型思路和指导 方式
也是完全相反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也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不是上层建
筑决定经济基础。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冲突正是一定社会制度内在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该结
果的内在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内在要求冲破原制度 (社会生产关系 )的束缚, 这种生产力进
步的过程即革命的过程,就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马克思将社会制度的演进置于生产
力进步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导致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
上上层建筑的变化。这说明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在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方面比西方

经济学的静态分析和僵化分析要有效得多。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揭示

人类社会发展运动规律的,这样马克思的社会演进理论必定是以增长取向为基础的, 而中国转
型之路的 /北京共识0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生产力发展观基础上;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清晰地说明在社会转型中应该做到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在先,而宪
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后,中国经济转型的模式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实证检验

矛盾激化决定转型方式的内在逻辑。在转型研究中,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
忽视, 那就是原计划体制国家原有体制的绩效状况和矛盾积累程度问题。由于不同国家原有
计划体制的绩效状况和适用程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危机程度和矛盾冲突程度,也会
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对待转型的态度和看法。其实, 任何激进与渐进的转型策略都是与一个国
家原有体制下的绩效状况和矛盾累积程度相对应的,而不是都可以任意选择和相互比较的。

计划体制在时间变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绩效下降的趋势,因此就会产生进一步变革的要

74

5东南学术 62006年第 3期                             



75

                            5东南学术 62006年第 3期



76

5东南学术 62006年第 3期                             



77

                            5东南学术 62006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