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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人们不能自由地
选择生产关系”命题

徐朝旭

(厦门大学 马列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犤关键词犦 生产关系;社会主体;选择

犤摘 要犦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的科学内涵 , 指的是任何人的实践活动只能以现成的生产

关系作为现实活动的条件和基础 , 这个条件和基础是不能自由选择的 。在生产关系变革与发展中 , 社会

主体具有选择性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通过社会主体的选择活动实现的 。正确地理解社会

主体在生产关系上的选择性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

犤中图分类号犦 A81 犤文献标识码犦 A 犤文章编号犦1009-2528(2002)07-0016-03

众所周知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这一命

题 ,表明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

物质关系 。但是这一命题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关系

的变革与发展中毫无选择性 ?如果不是 ,那么人的选择

性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怎样的关系 ?

二者是否矛盾?这是教师在讲授生产关系的客观物质性

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弄清这些问题 , 从理论上看 , 有助

于了解生产关系变革与发展的真实图景;从现实上看 ,

有助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科学地把

握选择性 。

一 、社会主体在生产关系变革与发展中

具有选择性

社会主体是指处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之

中 ,从事一定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 。选择是社会主

体实践的一个本质特征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通过

社会主体的选择活动实现的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

的规律同样不可能有例外 ,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与发

展 , 都与社会主体的选择分不开 。新生产关系刚产生

时 ,是非常弱小的 ,只是少数人的一种选择;后来越来越

多的人相继效仿这种生产关系的组合方式 ,它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当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壮大 , 导致社会革

命爆发时 , 反动阶级极力维护落后的生产关系 , 反对先

进的生产关系 , 这是违背社会规律的选择;革命的阶级

推翻和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 ,大规模地推行先进的生产

关系 ,这是顺应社会规律的选择 。对于采用同一性质的

生产关系的不同民族而言 , 由于民族文化不同 , 各个民

族在采用同一种性质的生产关系时 ,又会打上民族文化

的烙印 ,具有民族特色 ,这是民族的选择 。

肯定了社会主体在生产关系变革与发展中的选择

性 ,实际上并不否定“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这

一科学命题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 这一命

题的科学内涵 ,指的是任何人的实践活动只能以现成的

生产关系作为现实活动的条件和基础 ,这个条件和基础

是不能自由选择的 。正如演戏需要舞台一样 ,离开了先

辈们提供的舞台 ,人们的实践活动是无法进行的 。人们

在生产关系面前有一定的选择性 ,但是这种选择性是有

前提的 , 它要以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条件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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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马克思说:“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

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

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 ,第

51页)社会主体在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 ,

进行选择活动 ,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通过选择 、创造

等实践活动 , 改变了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改变了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是后一代人活动的基础和改造

的对象 , 正是生生不已 、代代相续的社会主体的实践推

动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

二 、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社会

主体选择性的关系

社会主体就其形式而言 , 可以是个人 , 也可以是群

体 。就群体而言 , 社会主体可以是一个民族 、一个阶级

或一个阶层 。在阶级社会中 ,社会主体划分为不同的阶

级 ,同一性质的生产关系对于不同的阶级的利益是不同

的;在无阶级的社会中 , 社会主体也可划分为不同的阶

层 , 生产关系的变革 、调整对于不同的阶层的利益也是

不一样的;即使同一个阶级、阶层内部对同一种性质的

生产关系发展的可能方向的认知判断也不尽相同 。社

会主体利益和认知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体选择的差异

性 。不同的人 、阶级 、阶层和集团出于各自的利益 ,做出

了不同的 ,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选择 。同一个阶级 、

阶层或集团内部由于认知判断的差异也会做出不同的

选择 。社会主体选择的差异性 、复杂性和矛盾性导致了

社会主体的选择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向呈现复杂的

局面:社会主体对生产关系的选择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有的是相一致的 , 有的是不那么一致的 , 甚至是相对立

的 。例如 , 在阶级社会中 , 革命的阶级选择了适应生产

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 ,反动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极力

维护过时的 、落后的生产关系 , 阻挠新的生产关系的发

展 。又如 , 某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判断失误 , 采取

了超越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模式 ,在这种情

况下 ,社会主体的选择也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那么一

致 。

既然社会主体对生产关系的选择是不相同的 ,甚至

是相互冲突的 , 那么在社会主体的选择活动中 , 生产关

系的变革和发展何以会显示出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

呢 ?这是因为 , 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刚产生时 ,

虽然是弱小的 ,但它比其他生产关系更能适应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 , 能够比其他的生产关系带来更大的经济效

益 , 其优越性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 , 这种生产关系的

组合方式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效仿 , 这样 , 在社会主体不

同选择行为的碰撞 、冲突 、磨合 、协调中 ,对这种生产关

系的选择将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合力” ,此种生产关系将

由局部向整体放大 , 它的发展 、壮大将成为不可逆转的

趋势 。从主观上说 , 社会主体的选择是为了各自的需

要 ,但是 ,从客观上说 ,社会主体的活动整体的结果推动

了生产关系沿着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轨迹变革和发

展 ,表现为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正好像价

值规律的作用过程 ,每个消费者总是想购买到价廉物美

的商品 ,每个厂商生产和销售商品总是为了取得更多的

利润 ,但社会主体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总的结果表

现为商品的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 ,社会资源得到了

合理的配置 。从长远的观点看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

采取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一致的选择成为社会发展的

主流 ,而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一致的选择则是社会发展

的支流 , 但不排除短时期内 , 后者占上风的可能性 。正

是社会主体选择的得失成败 、良莠不齐 , 使社会历史呈

现出迂回曲折 、进退交替的局面 。当然 , 不符合生产力

发展要求的选择结果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 ,落后的生

产关系终究要灭亡 ,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

模式终究要改革 ,某些社会主体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的选择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

在阶级社会中 ,不同阶级的选择及其相互间的矛盾

斗争推动了生产关系沿着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向发

展 。新兴阶级所选择的生产关系开始是弱小的 ,反动阶

级极力维护(甚至动用政治手段维护)过时的 、落后的生

产关系 , 阻挠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 , 但是由于新的生产

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

不断地得到发展 。旧阶级内部的一些人也选择了新的

生产关系 , 加入到新兴阶级的行列 , 新兴阶级不断地发

展壮大 , 最终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 , 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起新的生产关系 。由于新旧阶级的反复较量及其政

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的过程是

曲折的 ,有时 ,甚至会出现倒退的现象 ,但其发展的总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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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总是沿着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轨迹前进。

总之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与社会主体

的选择是有机的统一 。一方面 ,社会主体对生产关系的

选择受到生产力状况的制约 ,社会主体选择的生产关系

能否存在和发展下去 , 具有多大的经济效益 , 主要取决

于它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只有肯定了生产力对

生产关系的决定性 ,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

论 , 反对历史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 , 生产力是一种客观

物质力量 , 它要通过社会主体的选择 、实践活动为自己

开辟道路 ,实现对生产关系的选择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主体的选择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实现并起

作用的条件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不是在人

的活动之外存在的 , 而是在人的选择实践活动中形成

的 , 是人的活动的规律 。只有肯定社会主体的选择 , 才

不会陷入神秘主义 、机械决定论 。

三 、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社会

主体选择性辩证关系的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与社会

主体的选择性的关系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 ,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对生产关系的选择必须

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改革开放以前 ,我们对生产

关系的选择在方向上和本质上无疑是正确的 ,它极大地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由于我们在生产关系方面片面

追求“一大二公” ,结果使生产力发展缓慢 ,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不快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人们所选择的生产关

系能否存在和发展 , 能否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 关键是

看它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

程中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对生产关系的选择必须符

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以“三个有利于”作

为衡量社会主体选择行为得失成败的标准 。只有这样 ,

才能使生产关系的改革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其次 ,生

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体的选择性 。回顾

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 , 从安徽省小岗村农民放弃 “人民

公社”体制实行承包责任制 ,到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模式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不难看出 , 生产关系改革

的每一个进展都是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的选择分

不开的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不是在人的

活动之外存在着 ,它要通过人的选择活动开辟道路 。社

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 ,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的选

择带有实验性 、探索性的特征 。因此 , 在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的建立 、改革与发展中 ,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

能动性 , 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模

式 , 同时 , 社会主体的选择必须把坚持科学精神与发挥

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 , 避免用感情代替理性 , 用理论剪

裁现实 。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的选择建立在科学的基

础上 , 自觉遵循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 使社

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发展 。再次 ,在社会主义生产

关系某些环节和方面的改革中 ,社会主体的选择必须坚

持“一”与“多”的统一 。由于生产关系的发展既是由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决定的 , 又是受到社会主体选择的制

约 ,社会形态体现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各国都要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

结果 ,是统一性的一面 ,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文化

不同 , 各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是有区别的 , 各国

选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模式不可能只有一种 ,而

是多种 ,这又是多样性的一面 。因此各国在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 不能把某种模式绝对化 , 而必须

发挥本国本民族人民的聪明才智 , 选择 、创造适合本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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