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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陈学明 
 

  2010年 6月 3日的《社会科学报》发表了赵修义教授题为《不要再回避生产关系了》的文章，
赵教授强调研究当今中国的问题千万不能再“放弃生产关系的维度”，他还抱憾他在几年前就已

撰文“提醒”“不要忘记生产关系的维度”，但“可惜应者寥寥”。在我看来，赵教授触及到了问

题的要害。研究当今中国的问题，离开了对生产关系的考察，那就是背本趋末，冬扇夏炉。 
  如果着眼于生产关系来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就要研讨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

不能否认，市场经济有其消极面，同样不能否认，中国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是由市场经济的消

极面所产生的: 
  第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可以在市场进行交换的商品，劳动者成为

单纯的劳动工具。一部《资本论》就是对劳动者成为商品的控拆与揭露。当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

上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出去以后，自己实际上已沦为附属于人的工具，他的唯一属性就

是像工具一样动作。 
  第二，市场经济推崇效率至上原则，进行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就是获取利润，使劳动过程成为

纯粹谋取利润的过程，劳动者从属于 GDP。市场经济是必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效率
至上，还要市场经济何用?市场经济一旦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就直接地围绕着为资本的增殖这一
轴心旋转。资本的逻辑就是增殖，不顾一切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借助

于市场法则。生产的组织者完全服从于获取利润的目的，那就不会再考虑什么劳动者本身的自我

实现。 
  第三，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到激烈竞争的风口浪尖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主要是竞争的

关系，劳动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笼罩下生活。市场经济是一种认可个人利益，肯定竞争的经济，

这种竞争也表现在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上。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

惜与自己的伙伴展开竞争，不惜“以邻为壑”。我们平时总讲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不

是文质彬彬的，可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可不是请客吃饭的，说的就是市场经济之下包括在劳动者

之间竞争的无情。 
  第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与依靠占有资本的人相比

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在资本与劳动两者之间市场经济是一种偏袒资本的经济。劳动者在市场经济

中所获得的利益与资本的拥有者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劳动者在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中只分

得一小羹，极大部分都流到了资本拥有者的口袋。 
  在这里，我们从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角度探讨了当今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是如何造成的，那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主张废除市场经济模式，终止市场经济之路?这一结论不符合我们的本意。
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导致社会问题滋生的因素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而不是整个市场经

济。正如中国“经济转型”的其他方面一样，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尽管也有正效应和负

效应，但显然前者远远大于后者。我们不可能因为市场经济存在着这些负效应，而放弃整个市场

经济模式。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 1992 年南巡讲话提出在中国实施市场经济，甚至提
出“先富政策”，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无疑为中国经济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我相信，邓小平等市场经济的决策者在当时不会不意识到这样做会产生负面效应，

如会产生“两极分化”的问题。后来邓小平的许多讲话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当时的领导考

虑的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基础上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他们认为还不是解决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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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负面效应的时候，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但当时还不是重点解决

“分化”问题的时候。如在当时就解决这些问题，就必然影响市场经济的实施，必然会影响市场

经济所带来活力。而当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越来越鲜明地呈现于前，另一方面解决它

们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是到了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的时候了。当年推出市场经济模式之时，一

些人因跟不上形势死抱住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不放从而成了历史的“促退派”。同样在今天，在

需要解决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之时，如有人不敢正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不允许人们对市场经

济说一个“不”字，那也将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那么究竟如何着手消除市场济的负面因素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我们认为，邓小平等市场经
济的推进者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他们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

“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呢?他们为什么强调我们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什
么市场经济呢?在我看来，当时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当年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称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示意性的”，是“出于为了让他人更好地接

受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社会主义这一别扭的限制词是早晚得去掉的”。作为马克思

主义者，他们这样做是有着深沉的考虑的。他们实际上已经为解决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指明了方

向，这就是:真正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这种资源的配置方式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