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算
,

提高经济效益
。

但也有消极作用
,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

也会产生盲目性
。

企业的微观经

济活动同国家宏观计划目标之间
、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
、

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的矛盾

是经常存在的
,

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眼前的局部利益
,

就会盲目发展那些暂时价高利大的产品
,

甚至一哄而起
,

重复布点
。

因此
,

我们必须研究如何自觉地利用商品经济规律的积极作用
,

并

限制其消极作用
。

三
、

计划调节为主
,

还是市场调节为
,

主
。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 》中指出
: “

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

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

场经济
” 。

经过这几年的计划体制改革
,

指令性计划 已大为缩小
,

但指令性计划加上指导性计

划
,

还占主要比重
。

有人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布场经济混淆起来
,

主张以市场调节为主
。

这

个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

我认为在实行计划调节中
一

,

要研究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

但不能简

单地理解为以市场调节为主
。 .

四
、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

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实行计划

管理
。

在这全
,

市场调节是客观存在
,

计划调节是主观反映客观的东西
,

它们两者之间不是互

不相干的两块
,

而是相互渗透
、

相互联系的
。

计划调节要反映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
,

自觉运用

市场机制的作用
,

才能有效地实现计划调节 , 而市场调节
, 又必须在加强和改善计划指导的情

况下
,

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

避免消极作用
。

要加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

还必须进一步

改革计划体制
。

现在有人主张以市场为中介
,

国家对企业不实行直接计划管理
,

而是运用经济

调节手段左右市场
,

市场引导企业按国家宏观计划目标进行活动
。 `

也有人把这种主张概括为
“

计划控制市场
,

市场引导企业
” 。

这实际上是不要计划
,

属于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
,

看来是值

得进一步研究的
。

五
、

对宏观经济的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
。

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
, :

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

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
。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

企业必须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曹者
,

才

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

并在竟争中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
。

因此
,

国家对企业的

管理
,

要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到间接控制为主
,

以便扩大企业 自主权
,

把微观经济搞活
。

现在有不

少同志主张国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 ;也要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到间接控制为主 ,这也是值得研究

的
。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
,

在宏观经济控制方面
,

既要有间接控制
,

也要有直接控制
。

在间

接控制方面
,

主要是做好财政
、

信贷
、

物资和外汇的平衡
,

安排好积累和消费
、

生产资料生产和

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
,

运用价格
、

税收
、

利率等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 ;在直接

控制方面
,

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重大基本建设

项 目
,

职工工资总额
,

货币发行量等
,

都需来取直接控制
,

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

发展
。 ’

-

…
卜

必需打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陈旧观
·

点

黄 逸 平

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的大好形势下
,

哲学
、

社会科学巫需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中国近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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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史也不例外
。 、

;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

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有其特有的重要意义
。

它为我国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旧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国情
,

并从 中总结经济 发展的规律
,

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非常必要
。

在以往较长一段时间内
,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是在搞论证
,

即只是在 已定的传统观

点和框框下搜集资料
、

注释证明而已
。

党的十。 届宾中全会以来
,

开展 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 沦
,

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

解放了思想
,

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

不少学者在掌握和分析大 量史

料的基础上开始对若干较为陈旧 的观点进行质疑
,

相应地提出较为切合实际的见解
,

使中国近

代经济史研究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

例如
,

回顾近百年开放的历史
,

尤其是关于旧中国引进外资

问题
,

人们已不只是片面论述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奴役性的一面
,

而是开始注意了它对中国近

代化的历史作用
。

关于旧中国自然经济瓦解的程度问题
,

扬弃了过去认为农村 自给自足经济

已基本解体的不切实际的观点
,

作出了较为恰如其分的估计
。

对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产 生问

题
,

传统的观点都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近代 民族资本工业产生开始
,

现在发现在七十年代前商

业中就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
。

过去把凡是向国外采购设备
、

原材料
、

雇请外籍技术人员
.

把

凡是与外商进行交易活动的商人
,

都谓之买办性或买办商人
,

这种把买办性无限扩大的陈旧观

点
,

已 日益不为人们所赞同
。

其它诸如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
、

官僚资本等问题的研究
.

均有所进展
。

但是应该看到
,

这还仅仅是开始
,

不少间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

涌现 出许多新情况
、

新间题
,

也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

诸如对外经济关系和中国近代化
、

引进外资
、

中国近代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

历史上的中外合

资企业
、

通商贸易与城乡经济变动
、

改革开放与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
、
中国传统手工业与农副

产品的产销出口情况
、

地区经济的历史调查等等
。

这些新课题的探讨
,

无疑会推动中国近代经

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

也结合了改革开放的实际
。

但是
,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创新发展
,

主要关键还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实事求是精

神
,

进一步解放思想
,

打破不切实际的陈旧观点的思想束缚
,

克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

正

如前述
,

这种陈旧观点在近几年 已有若干打破
,

但它仍相当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
。

例如关

于引进外资
,

经过讨论已有人提出若干新见解 ; 认为它是后进国家加快实现工业近代化的必

由途径
。

贷款附有动产不动产抵押
、

派遣顾问监督等条件是资本主义借贷的常规
,

某些外资

的引进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确是起了推动作用
。

但是长期来那种把附有前述条件的借款笼统地

都视为帝国主义奴役性借款
,

是经办者出卖国家生权的卖国行径的传统观点
,

在人们认识中有

根深蒂固的影响
。

究竟哪些类型的借款具有出卖主权的性质
,

哪些类型则不是
,

都有待于进一

步探讨
。

再如近代买办
,

在研究中己发现类似郑观应具有民族性格的买办尚有其人
,

但过去对

他们不加具体分析的都视为
·

引狼入童和为虎作怅
”

的民族败类
,

是外国侵略者豢养的奴才
、

走

狗
、

帮凶的传统观点
,

仍影响着人们对买办的深入认识
。

曾经当过洋行买办者
,

除有数几人外
,

都还被视为
“

终身
”

买办
,

看不到他们的转化
。

与郑观应协时代担任过买办的唐廷枢
,

从事近代

民族企业的活动远较郑观应为显著
,

只是因为没有象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那样表达抵制外

国资本要求发展 民族资本思想的著作
,

就长期被当作买办看持
。

与外商洋行和银行发生金融

关系的钱庄
,

至今仍被视为具有买办性或买办化的封建钱庄
。

其它如官僚资本
、

中国民族资本

在第一次大战后是萎缩还是继续发展等问题
,

无不受陈旧观点的影响
。

因此
,

中国近代经济史

的研究皿需打破陈旧观点的思想束缚
,

才能有所创新
、

有所发展
。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
,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领

域内
,

辛亥革命后的专题
,

尤其民国经济史的研究甚为不足
,

今后加强这方面的研容也甚为重

要
。

要 创 新
,

必 须
“

活
”

蒋
`

孑L 阳

前不久
, 《联合时报 》报道了谢晋同志与同济大学学生的对话

,

谈到中国的球类运动员与外

国比赛
,

有网的
,

如乒乓球
、

羽毛球
、

排球
,

都赢
,

都取得了冠军
,

而没有网的
,

如篮球
、

足球
,

则很

少赢
,

很少取得冠军
。

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
,

这是因为在网子之内
,

我们中国人思想解放
,

精神

活跃
,

所 以能够发挥浑身解数
,

打出最好的水平
。

而当网子拿走了
,

与外国人棍战一起
,

我们不

习惯
,

心理上有压力
,

因此展不开我们的本领
。

事情是不是果真如此
.

,那是另一个问题
。

但它却启发了我们
:

在竞赛中要取得胜利
,

必须

思想解放
,

精神状态 良好
,

心中眼中都没有顾虑
。

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脑子活
,

身子活
,

才能生

龙活虎下打出最好的水平
。 、

哲学社会科学
,

与球类比赛
,

当然有所不同
。

但是
,

如果要创新
,

要发展
,

要取得优异的成

绩
,

其所需要的思想解放
,

其所需要的精神状态的
“

活
” ,

应当说远远高于球类
。

这就因为它本

来是一种精神活动
。

精神活动而没有活跃的空气
,

没有自由自在的环境
,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的 ! 当你正在灵思妙悟
、

浮想联翩的时候
,

有人却在你的
.

脑神经上拴上一根弦
,

要你跟着他左

转右转
,

试间
:

这时你还能有什么作为? 建国以来
,

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发展
,

那不

也因为党的
“

双百
”

方针在美学领域中贯彻得比较好
,

因而关学界的思想比较活吗 ?不管你讲美

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
,

不管你介绍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或是格式塔的心理学
,

可能有人不同

意你的意见
,

但却没有人给你打棍子
,

更没有人禁止你的讲话
。

正因为这样
,

所以美学一时成

为热门
。

从这里
,

我们可以看出来
,

哲学社会科学要创新
,

要发展
,

关键的关键
,

还在于一个
“

活
”

字
。 ’

事实上
,

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生话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主要的并不在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实际

问题
。
实际问题不仅非常多

,

而且时时在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

我们要

全部从理论上来解决
,

不仅困难
,

而且用不着
。

不解决实际问题
,

那么
,

哲学社会科学还有什么

用呢 ? 我们说
,

有一个大用
,

那就是联系实际
,

展开各种各样的研究和讨论
,

活跃人们的思想
。

只要人们的思想活起来
,

这时
夕
整个社会自辉会生气勃勃

,

热气腾腾
,

从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

界
,

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

然后在各行各业中
,

大显身手
,

做出优异的成绩来
。

因此
,

哲

学社会科学不仅本身要
“

活
” ,

而且它还要使整个社会
“

活
” 。

正因为这样
,

所 以我们说
,

哲学
、

社

会科学要创新和发展
,

必须
“

活
”

l

习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