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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在市场经济中,由 于资产的边际产出能力和货币的边际购买力随着自身数量的增加呈递减趋

势 ,经济落后地区就可凭借本地区边际产出和边际购卖力较大的优势 ,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吸引

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 ,扩大收入来源 ,增加致富手段 ,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实践上看 ,凡

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人 民生活的普遍富裕程度就高。如果没有珠海、深圳等经济特区和

开放城市的市场经济 ,就不可能有整个沿海地区的普遍富裕。

总之 ,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机制 ,又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实现形

式。我国要在经济上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相对优势 ,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必须尽快建立

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 ,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 ,并不意味着社会主

义排斥计划经济手段 ,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单靠市场经济就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市场经济也

有其固有的缺陷。作为资源配置机制 ,它对生产的调节具有事后性和育目性 ,也容易导致生产者

行为的不合理性。作为收入分配机制 ,它具有造成生产者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因此 ,市场经济作

为资源配置手段并不是唯一的 ,还必须有以计划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手段与之配合。同时 ,市

场经济作为我国按劳动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 ,也需要国家一定的收入政策加以引导 ,将市场经济

造成的收入差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消除社会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所以 ,市场机制与国家

计划手段综合运用 ,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和共同特征。而以公有制为基础 ,以提高人民

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则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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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润《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改革》一书出版
四川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唐士润所著《列宁的新经政策与改革》,1992年 10月 已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全书 6章 ⒛余万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上具有转折意义

的重大事件 ,为 历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但是 ,过去长期受到前苏联某些传统观点的束缚 ,回 避和淡化了列宁一些

重要的光辉思想。作者以列宁实践活动和著作为依据 ,在 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 ,不 囿旧设 ,实事求是 ,独

辟新径 ,发掘和进一步阐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过去人们重视不够的一系列思想。如 :(一 )“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

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
;(二 )把共产主义与商业联系起来 ,作 为振兴国民经济的

“
纽带△苏维埃国家要成为能干

的
“
业主

”
和

“
精明的批发商

”
,摈弃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中盛行的鄙视商业、立即消灭商业的观点 ;(三 )在无

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与改良关系的新的内容 ,提出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四 )把私人资本

主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
“
帮手

”
;(五 )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主要是国际资本主义获得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

法、资金和产品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 ;(六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国家政策范围内生长起来的
“
耐普曼

”
资产阶

级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上有条件参加工农阶级合作的观点等。作者还用一章的内容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对我

国改革的启示 ,提 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靠中国人自己走 ,中 国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上的突破和发展 ,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伟大实践所找到的正确道路等。全书在

引证列宁著作时基本上都是中共中央编泽局编译出版的中文二版。在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 ,注 意了马思在

这些问题的基本理论的介绍 ,使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有购卖者 ,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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