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解读孙冶方经济学思想
＊

———纪念孙冶方诞辰 100周年

冒天启

　　内容提要:孙冶方是价值规律内因论者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 ,就用“最小最大”的

经济学思想 ,批评了斯大林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体制 ,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论 ,如:企

业扩权理论 、企业利润理论 、商品流通理论等;70年代末 ,孙冶方又联系实践中的教训 ,批

评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定义 ,展现了其经济学思

想的科学价值。但孙冶方又沿用了斯大林的分析方法 ,坚持商品生产外因论 ,认为全民所

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 ,联系转型实践 ,难免又会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

关键词:最小最大　价值规律内因论　商品生产外因论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　冒天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836 ,电子信箱:maotq@bbn.cn。本文系作者提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学部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 30年暨孙冶方诞辰百年纪念经济理论研讨会”的文章。

①　孙冶方:《上海纺织厂包身制工人》 ,《华年》1932年第 24期(署名孙宝山),载《孙冶方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10页。

孙冶方于 1908年 10月 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中。他一生著述经

天 ,志之永世 , 以自己创造性的理论研究 ,引领了中国一个时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崇高的道德

情操和治学品德 ,给经济学人树立了做人治学的榜样。

孙冶方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当今 ,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 ,经济理论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 ,斯大林的一套经济学思想已被人们所抛弃 ,马克思经济学连同改革开放中引进的西方

经济学也正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 ,为人们所重新认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中

国国情 ,兼容世界人类文化 ,为创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开拓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今天我们纪念

孙冶方诞辰 100周年 ,不是要重复孙冶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思想和观点 ,而是要历史

地 、实事求是地评价孙冶方经济思想和观点对我们当今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同时 ,我们也要历史

地 、实事求是地反思孙冶方所处的那个时代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严重窒息了经济

学的发展 。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 , 1921年即他 13岁的那年秋天才进入无锡县立的小学读书 ,但很早就接受

进步思想 ,1923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年底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

11月 ,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 ,孙冶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同去的有 60 多人 ,其中有张闻天 、乌

兰夫 ,还有王明等。在那里经过两年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 ,于 1927年夏毕业 ,分配到莫斯科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 。1927年 11月 ,东大中国留学生合并到中大 ,

孙冶方也随之返回中大继续担任讲课翻译。从那以后 ,孙冶方的一生就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浩瀚

学海之中 。

孙冶方在上世纪 30—40年代 ,深入工厂 、农村 ,以大量的调查材料 ,就中国社会性质曾写过许

多富有卓见的文章 ,比如:《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 。①但他最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文章 ,

大都出自 50年代中期以后。1956年 11月 ,他联系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 ,深感到我国经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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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病 ,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① 等文

章 ,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 ,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

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 ,他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从总产值谈起》② ,批

判总产值指标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 ,指出:利润指标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 。

1959年7月 ,他在《论价值》③ 一文中 ,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改革主张 ,逐步形成了以自然

经济论为批判对象 ,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 ,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

革。从1960年底开始 ,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 ,系统清理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

有害倾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1964年 8月开始 ,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

义者”的帽子 ,受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 ,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 。七

年!孙冶方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 ,用默忆的方法 ,对《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 183节在脑海中过了

八十五遍 ,坚持每月一次 。1972年 3月 ,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 ,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

人的争论》④ 长篇文章 ,驳斥了康生 、陈伯达一伙政治骗子的谬论 。孙冶方每每忆起这段生活时 ,

都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 ,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 !他对接他出狱的

军宣队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 、二不改行 、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从这以后 ,孙冶方几乎是拼

命 ,撰写了大量的文章 ,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 ,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同时 ,还深入清

理了斯大林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影响 。1982年 9月 ,在党的十二大 ,孙冶方当选为中共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 2月 22日下午 5时 ,这位拼搏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 ,带着铮铮铁骨 ,

离开了我们 ,时年 75岁 。

从1978年底开始 ,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 、学习 ,我对他的数百万字经济学文献进行了反复思考

和研究 ,把他的经济学思想归纳为一句话: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 ,这得到了孙冶方的

完全认可 , ⑤ 他说:你可以在这个题目下帮我整理材料 ,但不能越过这条线 ,否则 ,就不是孙冶方

了。我认为 ,在这个大题目中最有实践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成分是价值规律内因论 。他在多篇文章

中都讲: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 ,是搞经济工作的秘密。人类靠劳动生存 ,生活

的好坏 ,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经济学就是要以“最小最大”为红线 ,研究如何以更少

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 ,如何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 ,达到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目的。孙冶方冒着政治风险 ,澄清学界对恩格斯价值理论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

误解 、曲解以至诋毁 ,用“最小最大”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 ,批评在“政治挂帅”下高消耗 、低效益

的顽症;用“最小最大”判断真假社会主义公有制 ,批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的经济体制;用“最小

最大”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重新编写中国的理论经济学 ,因而使这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学

常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绽放出了新的理论光彩。

经济学界公认:“最小最大”是孙冶方公式 。

孙冶方公开声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 ,出自恩格斯。但他对批判者调侃式地

说:可以引以为自己安慰的 ,那就是(我的价值理论在)逻辑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 。如果你们能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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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要害 ———价值论 ,那么整个体系也就摧枯拉朽了 。① 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

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 ,一再强调 ,价值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 ,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

物 ,反映着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 ,就这一点来说 ,它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

共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而在未来社会中(包括社会主

义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却可以通过统计 、会计具体地捉摸到。因而在量的意义上 ,价值就是物化

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 。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 。孙冶方还认为 ,价值是生产

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实现 ,是以商品或产品的供求平衡为前提 。价值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

定。但是 ,在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 ,供求却始终是不平衡的 。尽管每一物品或

每一定量某种商品中包含着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 ,但如果它的产量供应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

要 ,那么一部分社会劳动还是会浪费掉的。因此 ,效用通过社会必要劳动的形成来最终影响价值的

变化 ,离开了一定使用价值的质和量 ,就无从谈论“必要”还是“不必要”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条

件下 ,有些过去看来是废物的产品 ,可能变成有用物 ,新效用的发现会使原来没用的物品变得有用

了 ,把它引入生产过程就会降低产品成本 ,减少生产费用。社会主义建设效益差 、浪费大 ,就是因为

我们缺乏价值观念 ,不对生产费用和效用进行比较造成的。

孙冶方是价值规律内因论者 ,他反对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孙冶方用“最小最大”的经济

学思想 ,对斯大林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体制 ,进行了尖锐而辛辣的批评 ,提出的主要改革理论

是:

企业扩权理论。② 孙冶方强调 , 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 ,是上层建筑 、法

律关系 ,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关系 。国有企业 ,只是根据它们的活动目的和财产的用途对固定

给它们的国家财产行使占有 、使用和支配之权 ,在国有制经济中 ,占有权以及使用和支配权是一个

主体 ,而所有权则是另一个主体。孙冶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集权计划经济的弊端 ,独创地提出

了划分国家和企业权限的“杠杠”即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凡是不要求国家追加投资

而在原有资金量范围以内的生产 ,都是简单再生产;而要求追加新投资而超出了企业原有资金价值

量范围以外 ,因而是扩大再生产 ,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 ,国家

多加干涉 ,就会管死 ,束缚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

国家应该抓的“大权” ,国家必须严格行使权力 ,不管或管而不严 ,就会大乱 。孙冶方按照上述“杠

杠” ,激烈地批评了固定资产管理体制 ,要求把折旧基金原则上全部交给企业 ,由企业自主去搞挖

潜 、革新和改造 。

企业利润理论。③ 孙冶方认为 ,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 。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

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 ,无论是社会总产品 ,还是个别企

业总产品 ,成本越低越好 ,与此相应 , 利润就会增加。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 ,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

完全是同义语 ,它们都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 ,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 ,抓住了利润指标 ,就如同抓

住了“牛鼻子”一样 ,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孙冶方认为 ,价格不合理 ,就会扭曲利润的作用 ,比如

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如果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得过低 ,按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实际上就

把农民所创造的价值 ,算在了工业品价格上。孙冶方尖锐批评了斯大林通过这种价格“剪刀差” ,向

农民筹集国家工业化资金的超经济剥夺 。不合理的价格 ,成了价值的“哈哈镜” ,使得计划 、投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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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孙冶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 ,研究报告 , 1963年 ,载《孙冶方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359—389页。

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 ,研究报告 , 1961年 ,载《孙冶方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240—253页。

孙冶方:《我与经济界一些人的争论》 , 1972年 ,载《孙冶方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494页。



分配 ,失去了判断尺度。因此 ,他极力主张按资金利润率调整不合理的价格 。

商品流通理论 。① 孙冶方认为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 ,社会分工使生产实现了专

业化 ,但要使各个生产部门的再生产能正常进行下去 ,他们必须以产品交换为媒介发生经济联系 ,

实现生产的物质补偿和替换。孙冶方还认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由于全民所有制外部还存在着商

品生产和交换 ,因此 ,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流通和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商品流通同时

并存。要使社会主义流通(产品 、商品)成为有计划的经济过程 ,孙冶方认为 ,我们必须研究流通中

的各种具体问题 ,包括:流通渠道 、购销形式 、网点设置等等 。孙冶方在提出生产中的“最小最大”的

同时 ,亦主张流通中也要研究以最少的垫支资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的问题 ,因为等量资金的周转

速度不同 ,获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 。

孙冶方几十年来 ,以反自然经济论为大旗 ,揭露了自然经济论对实际工作的影响 ,他指出:自然

经济论没有效益观点 ,借口政治帐掩盖经济建设中的高消耗;没有经营观点 ,企业按上级定下来的

指标进行生产 ,造成产销脱节;没有等价交换观点 ,把价值看作是使用价值的计量单位 ,用“剪刀差”

向农民征收“贡税” ;没有流通观点 ,不准生产资料进入流通 ,用调拨代替了交换;没有资金核算观

点 ,实行资金供给制 ,培植了败家子作风;没有固定资产的磨损观点 ,人为压低折旧率 ,迫使企业搞

“古董复制” ,冻结了技术进步。孙冶方指出:按照自然经济论办事 ,就像原始公社首脑指挥生产一

样 ,企业的一切活动都由集中的计划统一支配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供应什

么? 都统一按实物计划规定。在我国经济理论界 ,就一个 、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观点 ,就个别的 、局

部的观点去批判自然经济论 ,并不乏其人;但是 ,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像孙冶方这样全面 、深入 、

系统地对自然经济论进行过批判。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经济工

作中 ,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充分肯定了孙冶方几十年来批判自然经济论

的杰出贡献。

70年代末 ,孙冶方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淋漓酣畅地

揭露和清理了斯大林经济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深重影响 。他批判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 ,认为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生产关系之外去孤立地研究所有制是有害的 。② 所有制是

一种财产关系亦即法律用语 ,经济学在研究特定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

和形式时 ,应该讲清楚:第一 ,用哪个阶级所有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 ,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归哪个

阶级占有;第二 ,交换的产品是哪个阶级生产的又为哪个阶级占有;第三 ,被分配的产品是哪个阶

级生产又归哪个阶级所占有 ,从而用什么形式按什么比例分配。因此 ,所有制只能从财产的现实形

态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上来把握 , 从生产 、交换 、分配的各个环节来进行具体分析。

他还批判斯大林对生产力的定义③ ,认为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把劳动对象从

生产力因素中排除掉是有害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为了强调生产工具的重要性 ,对为什

么要把劳动对象排除在生产力之外做了辩解 ,说:没有生产工具是不能生产任何原料的。但人类社

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却告诉我们 ,任何新型原材料的出现 ,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变革 。

进入 90年代 ,我们党明确了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化改革日

益深入的大背景下 ,我们静下心来重温孙冶方经济思想 ,我们心情是非常复杂而又极为沉重的 。对

照当今在发展着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对照当今变化着的经济理论界和不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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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孙冶方:《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 ,为平心《论生产力问题》一书序 , 1979年 ,载《孙冶方选集》 ,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615—629页 、第 646—665页。

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 ,《经济研究》1979年第 8期 ,载《孙冶方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年版 ,

第 593—614页。

孙冶方:《流通概论》 ,讲稿 , 1963年 ,载《孙冶方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304—318页。



新观点;对照我们的新宪法和党的各种文件 ,都远远超出了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但是 ,在

20多年前 ,孙冶方却缘由他的理论观点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受到批判以至被投

入牢狱 ,这难免使我们后来者总有一种酸痛之感。究其原因 ,孙冶方对此有过一番分析 。上世纪

80年代初 ,他算过一笔帐 ,并非常痛心地说:我们党是很容易犯左倾病的。

前面曾经指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 ,可以用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总揽起来。他的

价值规律内因论 ,是在对斯大林否认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有调节作用并把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

对立起来的自然经济论进行批判中确立起来的 ,但是 ,他的商品生产外因论却又是继承了斯大林否

认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众所周知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

书中 ,在否认价值规律对全民所有制还有调节作用的同时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

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时 ,还需要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这种分析方法来

源于马克思。马克思说过: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 ,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斯大林

扩大了马克思关于商品定义的适用范围 ,由不同的私有者扩大为不同的所有者 。对此 ,孙冶方还从

经济学上作了进一步论证 ,他指出:等价交换基础上所有权的转移 ,是商品交换的本质。从这个论

断出发 ,他说: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商品交换的性质了 , ……因为国营企业

都属于一个所有者 ,属于全体人民 ,属于全社会 ,它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引起所有权的转移问题 ,而只

有核算问题 。他接着分析道:由于国营企业还要与集体经济发生往来 ,个人消费品也作为商品存

在 ,这作为一种外在的因素 ,使国营企业之间的往来不得不带有一定的商品性。这就是孙冶方非常

坚持的商品生产外因论的观点 。① 这说明 ,孙冶方用价值规律内因论批判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

论时 ,却依然受着斯大林商品生产外因论的困扰。因此 ,孙冶方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兼容在

他的总体理论框架中 。这真实地反映了一位真诚的经济学家对历史的抗争和历史对他的束缚 。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经济体制

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孙冶方

是我国学术思想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光辉典范 。在他从事理论工作的六十

个春秋里 ,尽管饱尝过无数艰辛和曲折 ,遭受过无数打击和磨难 ,但始终根据中国国情 ,在探索真理

的崎岖小道上勇敢登攀 ,从不向各种恶势力屈服 。他非常重视实践 ,经常深入工厂 、农村做国情调

查 ,从中提出重大的研究课题 ,并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绝不把实践中的材料按政治气候和政策要

求简单地加以堆砌和描述;他同时也非常重视理论 ,敢于从“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剔出假货 ,剔

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条”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对舶来品进行检验 ,弃旧图新 ,破除各种错误观

点 ,在独立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孙冶方无论是从政作官 ,亦无论是弃官从文 ,都有着

一种强烈的专业精神 ,不为权 ,不畏权 ,独立思考 ,探求真理。但在学术讨论中 , 孙冶方却平等待

人 ,虚怀若谷 ,热情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 ,公开检讨并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或自己认为应该修正的学术观点。孙冶方在经济科学研究中数十年如一日 ,历经无数艰辛 、曲折 、

坎坷 ,对中国经济学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怀的。

(责任编辑:詹小洪)(校对:晓　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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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冶方:《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 ,《经济研究》1959年第 5期 , 载《孙冶方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74—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