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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从１９２１年起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向社会
主义过渡而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当时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有很大的关

系，是列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苏维埃俄国现实问题的成

果。十月革命完成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否

定小私有制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落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肩上，这是导致

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根本原因。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成效，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

示。但是，由于今天中国的国情与当年苏维埃俄国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异，世

界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当年的新经济政策来指导当今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不能随便借鉴当年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我们可以向

列宁学习，全面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应对我们当前面

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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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济政策是指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

从１９２１年起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向社

会主义过渡而实施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其

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广泛利

用商品货币关系建立大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

联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把商业作为社会主义

建设的重要环节；允许私人经营企业，支持个体

小工业企业的发展；以租让制、租赁制等形式实

行国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国营企业中坚持经济核

算和物质利益原则，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法；发

展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

路，等等。”［１］

由于新经济政策含有市场经济的内容，很

多人常常用新经济政策来说明中国搞市场经济

的合理性。但是，列宁采用新经济政策与俄国

当时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有很大的关系，该政

策是列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解决苏维埃俄国具体现实问题的成果，新经济

政策在苏联也没有能够持续很长时间。今天，

我们需要客观地、冷静地看待新经济政策。

　　一、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１８９８年春，其后

该党分裂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

克派。１９１２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党代

表会议将孟什维克派清除出党，十月革命后的

１９１８年３月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

克）。１９１７年俄历二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

沙皇政府，半年多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

建立了苏维埃俄国。从最初的建党到夺取政

权，列宁领导的政党只用了１９年的时间，从布

尔什维克派独立建党到夺取政权只用了５年时

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然也遇到过一

些曲折，但相比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十

分顺利的。由于革命和革命之后开展建设的准

备工作不够充分，所以当时有人称俄国革命是

早产儿。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本身的发展

也很不充分。２０世纪初期的沙皇俄国是帝国

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其本身是一个经济

不发达的小农国家，主宰广大乡村的是“宗法

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２］２１６。俄

国资本主义起步时间不长，无产阶级的发展也

不充分，在人口中占少数。虽然建立了无产阶

级政党，但党的力量还比较弱，为了集中力量做

好工人的工作，党在农村的工作开展得很不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沙皇俄国在政治和经

济等各方面的不足，工业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大

批失业，农业生产也受到破坏，粮食极度缺乏，

人民处于饥饿之中，整个国家处于破产状态，布

尔什维克利用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后，这些困境

就需要由新的政权来克服。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迅速

结束了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厮杀，转身

对新生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扶

持苏俄国内叛乱，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动用一切

力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战争。反对外国武装干

涉和平定国内叛乱的战争，对国内经济产生了

极大的破坏。新生政权早在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３０

日就通过了实物税法，但由于战争的压力，实物

税法未能执行。战争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新

危机也来临了。

这时，俄共（布）在工农兵三个阶层中组织

工作不充分的问题暴露出来了。首先，俄共

（布）在军队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为了抵抗

外来侵略和内部叛乱，不得不利用原沙皇俄国

的旧军人进行作战，尽管派遣了大量失业工人

到军队担任政治委员以监督旧军官指挥作战，

但是党的支部只能建立在团一级，而不能像中

国工农红军那样建立在连一级。战争胜利后，

大量军人无组织地复员回乡，给原本就因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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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辆和燃料而陷入困境的运输工作造成了

更大的困难。而当大量军人复员回到乡村务农

时却发现缺少牲畜等劳动条件，生产无法开展，

不少复员军人沦为盗匪。之后，苏维埃俄国才

开始像后来新中国组建建设兵团那样，组建劳

动军。

其次，俄共（布）在农民中的组织工作不充

分。十月革命后，地主被消灭，大耕作者和无地

农民的数量减少了，中农增多了，中农在俄国农

村中占了多数。但这些中农没有很好地组织起

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各行其是。在反动势力

的武装威胁下，这些受益于十月革命的中农愿

意支援苏维埃政府打击反动势力，能够接受余

粮收集制，但是，随着敌人的消灭和退出国境，

农民为了战胜敌人而付出牺牲的积极性消失

了，余粮收集制开始受到农民的抵制。

事实上，由于在农民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

余粮收集制远没有收集全部的余粮，粮食投机

倒卖十分猖獗。列宁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３０日的讲

话中指出：“今年春夏，城市工人的粮食大约只

有一半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的，而其余部

分则不得不从自由市场，从苏哈列夫卡和投机

者那里购买，工人购买前一半粮食的支出只占

购粮支出总数的十分之一，购买后一半粮食的

支出则占十分之九。果然不出所料，投机者先

生们从工人身上刮去的钱，等于国家收购的粮

食售价的９倍。”［２］１１３列宁承认，“我们在经济上

没有得到农民充分的支持”［３］５１４。与之相比，中

国共产党由于很好地组织了农民，在当年的苏

区和解放区都不存在如此猖獗的粮食投机。

１９２０年的粮食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

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余粮收集制无

法征集到足够的粮食来恢复工业，加上“有些

地方发生了比粮食危机更为严重的燃料危机，

城市产品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农民

经济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危机”［４］３００。缺乏组织

的非党农民提出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

愿望，正当列宁在１９２１年２月初准备满足非党

农民的这一愿望时，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

塔得水兵在当月月底发生叛乱，要求贸易自由

和“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对此，列宁指

出：“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

不离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

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３］４７也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农民倒向俄共（布）的对立面。

更为重要的是，俄共（布）曾经派人“到农

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

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

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

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４］５３。这无疑加剧

了组织农民的困难。

再次，俄共（布）在工人中的组织工作也不

够，使得工业生产迟迟不能恢复。当然，这里面

也有粮食和燃料缺乏的原因。但同时，“在国

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

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５］７４。这样也

就难以从农民那里交换回粮食和燃料。一些工

人也去做投机生意，“通过盗窃公共财物或者

在公有工厂中干私活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

产品去交换农产品”［４］３４５，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

力提出的自由贸易的口号，对他们也有很大影

响。更为重要的是，“无产者在经济领域里不

得不以投机倒把者或小生产者的姿态出

现”［４］３０５时就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特性。这是

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

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

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

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

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３］１８６。而且由于战

争的原因，很多“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

是逃避打仗的人”［５］１０４，这些人也不具有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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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特性。虽然粮食缺乏，但是布尔什维克也没

有把工人组织起来去生产粮食。

最后，俄共（布）在政府人员中的组织工作

也不充分。由于夺取政权过于顺利，苏维埃政

府接收了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

的旧官吏。这些官僚在处理行政事务时拖拖拉

拉，效率低下，没有足够的人员监督和替代他

们，担任机关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常常受他们愚

弄。波兰愿意用１普特盐同俄国换 １普特粮

食，而俄国农民愿意用４普特粮食换１普特波

兰盐，但官僚们阻碍了这种有利于国家从农民

那里得到粮食的交换，从而让市场去配置资源，

反而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当然，在对外贸易

方面，列宁仍然主张实行垄断，以便将有限的资

源用于交换最有利于恢复生产的物资并将垄断

利润用于社会主义积累。

苏维埃政府本身的工作失误也加剧了困难

局面。列宁指出：“到了１９２０年，我们的军队比

波兰的军队多了，粮食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燃

料也有了（顿涅茨和西伯利亚的煤比上一年增

加了一半）。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东西我们

却没有做好。”［６］３６７这样一来就使得本就有限的

物资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在与外商做生意

时，一项糖精生意就让对方赚了３２３％的利润。

列宁得知后，自嘲地称“傻子要学习就得付出

高昂的代价”［３］２７７。这些工作失误表明大多数

布尔什维克的文化修养水平不高，不具有管理社

会主义经济的能力，无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

济，需要学习和锻炼。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是

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但是在

这方面直到现在我们还做得非常糟糕。”［３］３４７他

还指出：“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

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５］３３２

俄国的产业分布也给经济恢复造成了一定

的困难。产粮区、工业区和燃料供应区相距较

远，各区域所生产的物资来往需要大量的运输，

而运输车辆和燃料的缺乏，运输人员粮食供应

的缺乏，以及运输系统旧管理人员的怠工等，使

生产和流通陷入恶性循环。由于缺乏燃料，有

限的黄金被用来进口煤，而不能用来进口生产

煤的设备，恢复生产似乎遥遥无期。

十月革命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

俄国对法国所欠下的巨额债务，俄国的对外贸

易受到了法国海军的威胁：“要同欧洲来往，就

需要有船队，而我们却没有。船队在敌人手里。

我们同法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它认为我们欠

了它的债，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任何一条船，

它都可以说，‘来吧，这是我的’。他们有海军，

我们却没有。”［４］５９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

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

的胜利：一个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一个是实现自己专政的

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

之间达成妥协［４］５１。列宁原来指望苏维埃俄国

顽强战斗下去能够等来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

命，进而这些发达的西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援

助俄国，但这一天他一直没有等到。这样一来，

苏维埃俄国就只能通过第二个条件维持下去，

而第二个条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不同

的。在战争时期，面对共同的凶残的敌人，农民

愿意牺牲一切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战时共产

主义政策能够推行下去。但在和平时期，“小

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４］５１。而

在经济破坏、物资缺乏、生活贫困和广大农民感

到绝望的情况下，“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

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４］５１。更为重要的是，无

产阶级革命可以剥夺和赶走大地主和资本家这

两个阶级，但对于占人口较大比重甚至超过半

数的小生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中的小资

产阶级分子“却不能这样做”，“必须采取其他

斗争方法”［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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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为了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从

战争转向和平，苏维埃俄国曾经与德国签订了

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实行战略退却，这个

条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自然也就被

废止了。通过这个战略退却，苏维埃俄国赢得

了喘息的时间和最后的胜利。因此，在经济方

面同样实行战略退却，对于列宁来说并不是一

个困难的抉择，而且列宁也的确把新经济政策

中的租让制视为“赢得时间”［３］５１的一个策略。

　　二、新经济政策的原理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１８

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

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

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

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

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

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

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１９世纪的革命，则经

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

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

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

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

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

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

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

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

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７］

俄国革命也遇到了同样的发生退却的问

题。列宁原来计划“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

产和分配”，即农民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国家

所需数量的粮食，国家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

个工厂［３］１８。这个计划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

批判》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生产与分配有明显

差异，可谓是一种“退却”。为了解释这个“退

却”，列宁并没有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而是

举了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克俄军据守的旅顺口

的例子。

日军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

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

了；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

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

了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

的任务”［３］２１８。列宁认为，不能因为第二阶段采

用了围攻，就否定第一阶段的强攻。这是因为，

“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

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取比

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

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

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

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作是必要的和有

益的阶段”［３］２１９。事实上，十月革命本身就可以

看作一次强攻要塞的成功行动，检验出帝国主

义薄弱环节的抵抗力量的软弱，因而不能认为

俄国革命是“早产儿”，只能说这种强攻暂时不

适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那里的

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比较长期的迄今还没有成

功的围攻。

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在面对经济建设领域

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也可以同样

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１９１８

年初到１９２１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１９２１年

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３］２１９这两个时期也就

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开始时，俄共（布）“设想不必先

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

接过渡到社会主义”［３］２２１，设想所有私人企业主

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

服从国家调节。但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采用战

争手段来回应俄共（布）的这个设想，迫使俄共

（布）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结果经济恶化

了。到１９２１年春天，“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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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

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３］２２５，从而在第二个

时期就需要“从‘强攻’转为‘围攻’”，“不是直

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

退向国家资本主义”［３］２２６。显然，这两个时期是

不能相互否定的，特别是前一个时期保住了苏

维埃政权，使得后一个时期有了退却的战略纵

深，就好像强攻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破坏了

敌人的军事设施，为围攻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强攻无效的情况下，那就“需要作出调

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

重新分配作战物资”［３］２１９。列宁指出，与工农业

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

比，“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

过渡办法”［４］５０，这些“特殊的过渡办法”其实也

就是退却的或者说围攻的办法。十月革命完成

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完成否定小私有制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

任务落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肩上，这是发生退

却或围攻的根本原因。余粮收集制引起农民的

不满表明，这个任务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为了

完成这个任务，列宁不得不通过新经济政策，恢

复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且“如果资本

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

会随着成长”［３］１８６。这样也可以“恢复无产阶级

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

阶级，而不再是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

阶级”［４］３０６。

列宁指出，当时的俄国国内有五种经济成

分：“（１）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

经济的农民经济；（２）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

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３）私人资本主义；（４）

国家资本主义；（５）社会主义。”［４］１９６前四种经

济成分不会因为政权更迭、国名变更为社会主

义苏维埃共和国就立即转变成社会主义成分。

在这些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

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

是小商品生产者”［４］１９６。从而经济斗争的主要

表现“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

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

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４］１９７。

列宁上述所列举的五种经济成分在历史发

展的进程中是层层递进的，因此，退却的第一步

就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

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是因为，国家资本主

义“将是小生产的联合。资本把小生产联合起

来，资本从小生产中发展起来”［４］１４９。如果这一

步退却还不够的话，还可以依次退却到私人资

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列宁指出：“同社会主

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

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

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

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

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

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

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

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４］２１７

当然，这种退却是有限度的，它是以克服小

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为目的的，否则“这些小资

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

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

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

样”［４］１９８。与政权被颠覆相比，列宁指出：“付给

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

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

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

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

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

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４］１９９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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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必须面对一些

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

必须建立符合小生产者生存需要的经济条件，

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正是这样的条

件［４］２２。只有这样，才能从农民经济中得到整个

国家所必需的粮食和燃料，以便恢复大生产。

而“大生产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

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致小

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

怕了”［４］７４。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

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

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

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８］资

本主义社会能够发展起来曾经有一个“羊吃

人”的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

也需要一定的原始积累。十月革命后，经济遭

到空前破坏的苏维埃俄国却只能向资本主义国

家寻求原始积累，对此，列宁指出：“如果没有

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

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

取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

所以，或者是建立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

什么也没有。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

际的经济一窍不通，就是只会说风凉话。”［４］６１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

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

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分，利用社会主

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

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

极其迫切地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

以立即增加产量，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自

己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这样就产生国家资本

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

不可怕，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

度。”［４］１５０他认为，“工人国家掌握的各种手段足

以使这种在小生产条件下有益的和必要的资本

主义关系只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足以监督这

种关系。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切地研究这种

现象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和计算的

适当方法 （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

止）”［４］２６９。列宁的这种自信来源于俄共（布）

刚刚利用旧军队和旧军官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

武装反抗。在列宁看来，“聪明的共产党员不

怕向军事专家学习，虽然十分之九的军事专家

随时都有叛变的可能。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

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

家，还是代销商，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

等），虽然资本家并不比军事专家好”［４］２３０。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剥

削制度，尽管国家发展需要积累，需要劳动者提

供一定的剩余劳动，但不应当只给劳动者留下

最必要的必要劳动，不能直接取走全部的剩余

产品，对于取走的剩余产品要有相应的补偿。

事实上，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也不全是

白拿农民的粮食，是付了纸币的。列宁称之为

“借来的”［４］２０８，这是因为，农民拿着这个纸币买

不到工业品。因此，战时共产主义只是“一种

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

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

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

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

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

全的胜利。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

渡”［４］２０９。工农业产品之间的这种交换如果从

政府调拨改为商品交换的方式，那就是新经济

政策。

事实上，放弃余粮收集制，农民也不会保留

余粮，而是会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去换取其他产

品。列宁指出：“既然农民得了好处，摆脱了余

粮收集制，可以把自由处理的那部分余粮拿去

进行交换，那我们操作机床的工人也希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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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好处。”［４］３０３因此，如果当余粮收集制并不

能比粮食税更有效地得到恢复工业所需要的粮

食时，那么放弃它也就很正常了。

为了避免同西欧断绝联系，列宁考虑利用

新经济政策中的租让制，让西欧的资本家们来

帮助苏维埃俄国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进而恢

复俄国国内的经济，条件是“让你拿走５００％的

利润，而你为我们增加粮食、煤油等产品”［６］３７２。

列宁还希望“每一项租让都将提供一些我们所无

力生产的额外产品，因而我们可以拿这些产品去

同农民进行交换，而不必采用税收的办法”［４］１６８。

列宁还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

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

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

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

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４］７０在过去的计划经

济时代，在大工业和农业大生产都不发达的情

况下，在我国有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

搞穷过渡，不仅在实践上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

在理论上也早就被列宁否定过。

最后，在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过程

中，列宁注意到教育农民的问题，并在新经济政

策中加以观照。他指出：“在农民中进行的文

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５］３６７

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

工人或农民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和

分配他们所必需的产品。产销合作社是小农或

手工业者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生产和销

售各种农产品（如蔬菜、乳制品等等）和非农产

品（如各种手工业品、木器、铁器和皮革制品等

等）。”［４］２４０列宁指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

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５］３６６，但在苏维

埃俄国，“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

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

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

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在我国的条件

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５］３６６。

在列宁的安排下，苏维埃俄国的粮食人民委员

部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

“一切商品都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工作者做生

意是为了我们，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大工

厂，为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为了自己。”［４］３１５

综上所述，新经济政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

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的辩证结

合，对于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

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成效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意味着征粮数

的下降，从而无法维持原有的财政供养人员，导

致这些人员从１９２０年的３８００万人减少到１９２１

年年底的 ８００万人［３］３４１。而征粮数的降低也

“使得农民经济有可能不完全依靠工业而得到

改善”［４］１４５。同时，实行粮食的自由流转“对于

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４］６３。新经

济政策实施一年半之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在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一年

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

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

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１９２１年以前，

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

不多完全没有了。”［５］２８０

除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改善农民

经济的状况，提高农民扩大耕地和改进农业与

畜牧业的兴趣外，新经济政策还鼓励振兴和发

展不必由国家筹划供应大量粮食、原料和燃料

的地方小工业。这些小工业不需要国家提供保

证就能立即得到一些东西，“提供农民所需要

的某些产品”［４］１７６。俄国农民也积极参与到非

农产品的生产之中。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后，

列宁谈到顿巴斯的情况时指出：“生产发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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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

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

产情况很好，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３０％作

为租金交给国家。”［３］２２７

俄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恢复中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国营工厂中的“工人们自己筹集燃料、原

料和食品，或者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

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４］１４９。

“他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把工人调到一些

最好的工厂里，结果使产量大大增加。”［４］１４４当

然，新经济政策也对工人实行实物奖励以激励

工人增加产量。“例如，纺织工人在满足国家

需要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得到一部分纺织品，并

可以拿它去交换粮食。”［４］１５０但列宁对这个做法

并不满意，认为这“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

的暂时的情况和困难才不得不这样做”［４］３０４。

新经济政策实行之时，虽然俄国经受了七

年战争而经济困难，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

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起来，其国内过剩

资本较少，对外资本输出的需求不大，加上俄国

白卫流亡分子反对新经济政策的鼓动，以及阻

止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

能，因此，列宁虽然提出了租让的新经济政策，

但很难吸引西方资本到俄国进行租让，成效不

大，经过一年的努力只办成了１７家与外资合营

的公司。但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

济需要俄国的一些原料，同时也需要俄国这样

一个市场和俄国的黄金，而且对俄贸易存在巨

额的利润，例如，“亚麻在俄国值４．５卢布，在英

国值１４卢布”［５］２２０，加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

本家垄断集团之间存在一定的敌对关系可以利

用，苏维埃俄国经过努力还是与一些资本主义

国家建立了一定的贸易往来，这也缓解了俄国

物资极度匮乏的状况，但美国当时拒绝同苏维

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

列宁指出：“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

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

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

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５］７５面对苏维埃

俄国存在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

家的工人阶级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了援

助。例如，列宁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日致国际工

人援助会书记的信中指出：“国际工人阶级对

饥民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苏维埃俄国渡

过和战胜了去年的严重饥荒。现在必须医治饥

荒带来的创伤，首先是安置成千上万的孤儿，恢

复由于饥荒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和工业。在

这方面，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援助也已经开始

发生作用。彼尔姆附近的美国拖拉机队，美国

技术援助组织的农业队，国际工人援助会办的

农业和工业企业，通过工人援助苏俄协会分配

与认购的第一次无产阶级公债———所有这一切

都是工人以兄弟般的援助来促进苏维埃俄国的

经济恢复这一事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５］３０８

新经济政策在放开商品交换的同时，也放

开了纸币的发行。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是利用通

货膨胀来应对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亏空，并积累

可用于工业的资本。在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前夕，

列宁揭露资本家“奖赏”退出内阁的帕尔钦斯

基先生以“年薪１２万卢布的肥缺”［９］，而到了

１９２２年年底顿河粮食委员会水上警卫队违规

征收在禁区捕鱼的特别许可费就达到“每网４

亿到５亿卢布”［１０］。列宁承认，“俄国卢布的数

量已经超过１０００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

卢布就够出名的了”［５］２７８。随着新经济政策的

实行，俄国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纸卢布的通胀

情况也有所好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上列宁指出：“１９２１年，纸卢布币值的稳定期不

到３个月。１９２２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

期已经持续５个多月了。”［５］２７９

新经济政策在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同时，

也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轻工业无疑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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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

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１９２１年春天，这

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

了。”［５］２８１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

巩固了工农联盟，而且也有效地加强了俄共

（布）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在重工业方面，苏维

埃俄国没有得到什么借款，“还没有一个有利

可获的租让项目”［５］２８２，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

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５］２８１－２８２。但

是，商业活动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活跃还是使苏

维埃俄国得到了一些资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

业”［５］２８２，尽管只有“２０００万金卢布多一点”［５］２８２。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

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

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

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

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

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５］７５他强调，“应该弄

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

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

始建设的东西”［５］７５。这表明，列宁并不是为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他在实行

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时仍然注重为建立完全新的

社会主义经济、为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进

攻积累力量。这就为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打下了

基础。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周年时，列宁说：“同

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

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

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

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

在梦想不到的速度。”［５］７７而七个月后，列宁就

认为，“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

而是在几年之中……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

社会主义的俄国”［５］３０２。这表明，按照列宁本人

在十月革命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关于

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优先增长的原理去极力恢复

工业和发展重工业的举措取得了加快生产发展

的成效。

　　四、新经济政策的启示

　　其一，制定和实施政策必须“中群众的

意”。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

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

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

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

散架”［５］１０９，“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

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

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

气”［５］９２。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代表

人民的利益，准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必须使各

项工作能够“中群众的意”。

必须“中群众的意”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

成果要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列宁指出：“我们

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

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

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

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

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

己提出的任务。”［５］３０１我们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还需要明确这种检验是由

广大群众来检验的，而不是由极少数先富起来

的人来检验的。

其二，必须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列宁

指出：“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

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

的。”［３］２５０他还指出：“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

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

一回事。”［３６２］当然，要掌握商业并引导商业，进

而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俄国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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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的。列宁指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一

个教训是“不会经营”。对此他强调：“在经济

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

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５］８０“或者

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

或者我们完全失败。”［５］８２苏联最后的失败也与

这种竞赛未能最终取胜有一定的关系。列宁还

指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是要

“从头学起”。他指出：“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

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

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

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

当从头学起。”［５］８１

这表明，即便我们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

正如我们引进外资那样，我们也需要加强学习，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指出：“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

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

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

种经济。”［５］９６我们现在也在同国际资本进行竞

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我们有能力在这

场竞赛中取胜，但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

期，我们还必须戒骄戒躁，继续学习和提高经济

本领。当然，除向资产阶级学习外，我们还应当

也必须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特别是学

习他们根据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和古典政治经

济学科学地总结出来的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

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

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

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能力和水平。”［１１］与当年的苏维埃俄国不同，

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９０００多万党员的

大党，这就要求我们要比当年的俄共（布）更加

会做经济工作，更加懂得政治经济学，以便能够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而承担起

“三个代表”的历史使命。

其三，不能只凭热情做经济工作。列宁指

出：“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

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

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

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

务。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

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

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

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

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

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

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

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

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３］１７６我们过去在

这一点上也走过弯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

些弯路表明：“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

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

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

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

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要作这样的尝试，那是不

会成功的！”［３］３４９

提高生产力水平需要缩短生产商品或产品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经济效率需要缩短

资本周转的时间，这些都需要科学分析和计算。

列宁指出：“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算计，每一个

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

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

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５］２９９－３００而要做好算

计或经济核算，就需要重视知识和人才。列宁

指出：“如果某个主管部门在保障专家的各种

需要、鼓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他们的利益等方面

工作无计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谁也不

会承认这个部门办得还不坏。”［３］３７４－３７５《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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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体现了

同样的精神：“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

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１２］

其四，经济工作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要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

制度下，干实事的是老板，不是国家机构，但是

在我们这里，经济工作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４］３２４改革开放之

后，我们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把

经济工作作为大家的事情。列宁号召：“大家

都去做经济工作吧！……只有这样，你们才能

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

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

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

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

出路。”［３］１９３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实现我们

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１１］有些人认为，自己所在

部门的工作与经济活动无关。事实上，提高这

些部门的工作效率，使社会劳动成果在这方面

的分配如财政支出少一些，人们花在该部门业

务上的时间少一些，也能提高整个经济工作的

成效。

既然经济工作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那就必

须充分尊重社会各方面从事经济工作的积极

性。列宁指出：“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

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

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

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

样。”［４］２３２今天我们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时，也应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创新，注意调动

好各方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更好发挥各级政

府作用，不要随便搞“一刀切”，尤其是要允许

一些具有更高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举措在一些

地区先行先试。

其五，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列宁指

出：“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

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

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

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

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４］１５１邓

小平也指出：“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

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

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１３］因此，虽然由于

当前中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还需要发展一些

非公有制经济，但决不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我

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

书记才强调“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

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

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

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重要保证”。［１４］

其六，要善于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列宁

推行的租让是部分租让制，也就是只把一小部

分同类企业或资源用于租让，希望通过这一部

分租让能够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以

便能够用这种先进的东西去改进没有租让的更

大的部分：“我们不怕租让格罗兹尼和巴库的

一部分；把四分之一格罗兹尼和四分之一巴库

租让出去，我们就能利用这种租让———如果能

够实现的话———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

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只要有了根基

（哪怕是用几亿金卢布换来的），我们就可以竭

力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去。”［４］１０９因此，我们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继续在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

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１４］的要求时，必须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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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推广发挥两方面优势的先进经验，做大

做强做优国有经济。

其七，要维护好工人的利益，积极发挥工会

的作用。新经济政策由于退向资本主义，而且

“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

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

则”［３］３６６，这样不仅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里存在

“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３］３６６，而且在国营

企业中也“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

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

种对立”［３］３６７。对此，列宁要求，“今后工会最主

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

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

益”［３］３６６。“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

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

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３］３６７。今天，处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工会也同样应注意这

一点，在国有企业推行各项改革举措时，工会都

必须充分维护工人的利益。

其八，必须注重改善民生。列宁指出：“我

们应当努力提高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

应当尽力使这种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我们要

尽一切努力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地方流转，同时

又要考虑到全国的经济，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比

以前更迅速地恢复起来。”［４］１５１他还强调：“只要

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不惜让外国资

本家拿走２０００％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

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４］１６８这

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应发展经济，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应特别注重改善民生，

使发展生产力的成果为人民群众所共享。这也

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强调“努力推动居民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

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１４］的原因。

其九，必须掌握经济命脉。列宁指出，“我

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

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５］２８３。在苏

维埃俄国，土地私有制已经被废除，即便在新经

济政策实行时期也是如此，“农民并没有私有

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３］１９０。中

国共产党人曾经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把

土地私有化，后来又通过合作化运动把农村土

地集体化，从而避免了出现像苏维埃俄国早期

中农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农民两极分化的问

题。我们应进一步掌握经济命脉，坚持公有制

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一点也不担风

险”［５］２８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才不会出现问题，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好。

其十，发展人民军队，对外维护人民的经济

利益。由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

皇俄国所欠下的对法国的巨额债务，俄国的对

外贸易受到了法国海军的威胁。如今中国的人

民海军在亚丁湾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进行护航。

很显然，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

有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保驾护航，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如今

的市场经济早已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了，而西

方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则在世界经济通道上耀武

扬威，对经济活动的正常往来造成了威胁。

其十一，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

指出：“我们虽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

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

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

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

做交易，同我们来往。”［５］３００这里的“决不放弃任

何新东西”指的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

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战略退却不等于要一退

到底，退却的同时也是要尽量保持一定的进攻

态势的。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后新经济政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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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行下去的必要了，而苏联经济在这之后

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了飞速的

发展。

有人认为，列宁能够正视国情，面对一系列

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拘泥于书本上已有的结论，

而是“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１５］。但是，走

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书本上已有的结论，“根据

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要把书本上已有的

结论落到实处，跟是否“拘泥”于书本上已有的

结论无关［１６］。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谈到“根据

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同时还指出：“有人在

贫困饥饿的时候按照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谈问

题，他们说：如果我单独出卖粮食，就能够多赚

些钱；如果我单独去弄粮食，就能比较容易地弄

到。谁要这样说，谁就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好走

的道路，不过他绝对不会走到社会主义。停留

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旧阶段上

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走新的道路。

这条道路要求我们，要求全体人民有高度的觉

悟和高度的组织性，需要更多的时间，会产生许

多错误。”［１７］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

不仅仅是因为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

转，而且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发

展。苏维埃俄国通过召开农业代表大会无偿推

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

还得到了“国家在种子等方面的支援”［５］２６３。苏

维埃俄国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以及工人阶级

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

等活动，对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都起到了巨

大作用。相比之下，“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现在

都发生了工业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在可耻的

凡尔赛和约压迫下的德国已被长期夺去了在国

际上立足的资格。德国被凡尔赛和约压得连生

意都不能做”［３］２６０。

　　五、结语

　　应当指出，今天中国的国情与当年苏维埃

俄国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异，世界局势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既不存在用当年的新经济政策来

指导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更不能随

便借鉴当年的新经济政策。但是，由于中国现

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

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

论述中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对于我们今天制定经济政策包括处理好计划

与市场的关系，还是有所启发的，事实上在有些

方面我们今天的主张与列宁的观点是一脉相

承的。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展示了列宁对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国情和世情进行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对于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学习如何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学习如何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列宁的这些论述，决不是

或决不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建立在对

现实问题的科学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也正

因为如此，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才能走通。如今

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

进，复兴之后的道路将没有前车之鉴，我们既不

能继续以俄为师，也难以借鉴已经过时的西方

文明成果，反而需要我们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这就要求我们向列宁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

义理论修养，全面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为人类的未来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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