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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エ商联合企业和生産資料的集体所有制

— 关于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一

平 野 線 子

1960年以前农业确立了集体化的东欧各国，ft地并没有国有化，而基本上归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 

作社即集体农莊俠用。农业集体化第三阶段的后半期是农•エ部ロ之间以及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 

联合的时期，国菅农场和集体农在加強了协作，并进一歩通过和农产品加工•农药•肥料等国营エ业 

以及国菅商业等之间进行协作形成经济联合体，实际上使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联结了起来。 

这里必须注を的是：这种恃况下所出现的被称为协作体的经菅组织，是现阶段集体所有制的最具有典 

型S 义的形式。

首先谈ー谈东欧各国土地所有制社会化方式的# 殊性。据经互会的统计，除波兰和南斯拉夫以外， 

东欧各国的耕地社会化程度，多数在90%左右， 即国有部分不足20% , 而且在已经社会化的土地中 

占最大比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占有的#t地中，除集体农在本身占有的土地之外，多数是归集体农在 

统ー经菅的在员所有的士地，例如东德的集体化发展的典型I ' n • m, 即佚在确立了拖拉机等一 

般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之后，在员仍然保'ぜ士地的所有权，并由LPG根据分配标•準支付土地收益（据 

"Statistisches Taschenbuch der Deu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1974)。

在保加利亚，农民按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牧益，和所占有土地的多少无关。

由于小:S 经菅发展为生产合作社而出现了、'集体农莊的土地问题"，即以耕地为中心的私有权与已 

经社会化的占有枚•侠用权的统一问题，由于在员本身又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便产生了经菅方针•经 

菅资金•资金积累和分配的问题。由于这种经費体之间协作分担着必须完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 

指标，所以作为企业的集体农在，总为着 ''最高的纯收入" 而积累资金，而作为个人的生产合作社社 

员，jai]主要关心对労动的直接报酬額，于是在披赋予经菅权的企业代表与一般社员之间，产生了围饶 

着生产指标和分配标準等问题的非敌对性矛盾。此外，在按土地所有恃况分配收入的抹準方5 , 在 

按劳分配部分的份额标準方5 , 以及在如何决定把衣在收获的衣产品分配给社贞及协作体内其他社员 

(协作体内部价格）等方石, 也存在着同样的传况。这种问题，在集体衣在相互之间进ー步构成经菅 

体之间协作时，又发展性地重复出现。以东德为例，当A • B • C • D集体农获LPG构成KAP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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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ロ采取各LPG的完全独立核算因此各农在的劳动报酬单位也不同)，一B 又进行共同投资，在这个 

基础上进行统ー经菅的计划生产，这种恃况下产生的矛盾有：各LPG成员之间的差距的矛盾；在如 

何决定各LPG企业本身的积累与协作体本身公积金的比率方5 , 各LPG内部，协作体统ー机构内 

部，各 LPG代表人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在发展方向上，究竟是发展以联合投资为基础的协作体本 

身为重点，还是缩小参加协作体的农在之间的差距，提高后进企业的积累和労动报酬单位等，以个別 

企业为重点等的矛盾。

从总的理论方n 来说，这是集体农驻的以士地占有和资本占有为中心，在个人所得与已经社会化了 

的分配之间的过渡性对立矛盾，这种矛盾是为了改造市民革命的未完成部分，即对生产カ低下的后进 

的农业和农业机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土地斗争只是把地主占有的®f地再分配 

給小农，是在没有触动以陈旧的技术体系为基础的生产カ结构的侍况下实现的个体农民小土地私有。 

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歩看出下述的冗因和历史背景，即在通过人民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东欧各国，当初绝没有把土地国有化提到日程上来作为实现这种变革的方向。资本主义农业通过容 

克地主式经菅而转向于资本主乂大经菅，即机械化大农业体系。而社会主义农业，则通过'新的社会主 

义路线，在实现把小农经营导向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化并确立社会主义阵地后，在优先投资重工业的政 

策基础上，通过エ业方B 的农机•运软手段•肥料和农药供应的配轻化，即通过水平联合和经菅体之 

间协作化，来实现助弃小农的基于小资产阶级式的生产和分配以及以小农经营的技术体系为中心的生 

产结构，并以社会主义エ业化为基础，确立重新集中化•孝业化的大型农业的生产カ结构。也就是 

说，通过这种在生产合作社的一定生产力水平上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总产 

黄 ' (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最大服度地提高単位5 积 产 吴 , 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员从投エ男产生 

的剰余所得中获得的利益（F. Fekete教授)，即 在 、'俠合作社企业内积累和劳动报酬的同时提高成为 

可能' / 的过程中，这种矛盾的解决实际上可能 ''向发展合作社' / 从而拋弃私有影响的方向发展。国家 

鼓励经菅体之间协作的ー项政策，是通过以国家资金为公共资金的后盾的作用，以保证参加协作的集 

体农在. 国菅农场和国菅エ业联合而成的协作体具有统ー经菅体的性格，俠这些协作体和企业之间的 

关系坟定，以促进各企业的孝业化和社会化。也就是说，所请经菅体之间协作的这样的一种过程：它 

不论对个人，还是对集体企业成员，对于上述、'合作社经济内的私有影响残余所引起的矛盾'/，都通 

过ー种经济刺激作用，俠还包含农民小私有性质的现阶段集体农在的社会化进殺，可能内在地进行。 

这种经菅体之间协作的集体农在成员，正处于既包含又扼弃土地的农民小私有这种过程的集体化的第 

ニ一 第三阶段，各种生产资料为ま体所有。通过前ま所提到的机构，俠这种经菅体之间协作具有极 

大灵话性，各集体农在根据各自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力水平，进行相应的合法的经济单独核算，在保'お 

各企业内自已决定积累和对个人的労动分配标准的权利的同时，形成作为ー个协作体可能向大型化• 
集中化和キ业化转变（即通过引入全新的技术以实现质的转变）的条件，（关于垂直联合的含义见拙著《农业 

.中的垂直联合和农エ复合体》）而且在提供公共资金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计划性统ー经菅的协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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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成员的单独核算ー5 承认各企业间的差蹈和企业间エ资的差別，一5 又狡歩地向着根本方向， 

増加协作体的公共积累，并提高统ー经营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规模的大型化和组织的社会化，破坏了 

适应于个体农民小私有的土地支配，即破坏了以个体労动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 r •大积素和r *大个人 

所得的链锁（即在三千公顷的计划性种植的经菅规模之中，淹沒了自己占有的士地)，巩固了新的以★按劳分 

配' / 和劳动报酬月薪制为基础的分配体系。

而和这种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具有不可分离关系的き'だ地（即为了发展社会性生产，在耕地集体化之后， 

仍然交由农民个人支配的支撑着小农经菅的自给部分）的性格，也在这种体系中出现了变化，这种在统计 

中实际上被包纳在集体部分之中的住宅周边地和家族用迪，ホ即非公共经菅 ' / 朝=地，占お地总B 积 

的比重在捷克是3 .1 % ,在匈牙利是9 .2 % ,在东德是6.1% (1974年)，而它们的产勞在总产男中所占 

比重，捷克是6.3% (国有化耕地占耕地耕地息面积的3 1 % ),匈牙利是20.9% (国菅农场耕地占13.2% , 集 

体农在公共部分耕地占4ァ.2%— 1973年)，东德则是18% (1974年)，在社会生产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份晏。 

它们的生产内容，主要是家禽•猪 •牛羊和果树，这种现象说明了畜产部分的社会化经菅比较落后， 

但由于社会化经菅的经菅保之间协作，俠词料生产♦エ业化" 了，加上农•牧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化， 

促进了大型多尖词养体系的发展，所以俠上述倾向开始了变化，到七十年代，在枚业方5 的经菅体之 

间协作和农エ联合企业最为发达的东德，牛羊总数从I960年的2,563,000头増至5,500,000头，而私 

有牛羊则从2,000,000头下降到54,000头 （《经互会统计年银》1978年），在肉畜宰杀勞和奶产吴方5 的 

数字消长，恃况也大体相同。在农エ复合体出规以牧业为中心的恃况，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从农业的 

词料生产到牧业的育肥（繁殖）•肉类加工• 储存到'销售的农エ联合企业化（牧业部ロ的ェ业化•专业化 

加上流通•销售的体系化）的过程中，自'だ地的を义变成了在集体经营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起着实 

物自给（劳动力再生产）的作用。促俠这种变化的尻因, 是自ぽ地经营方5 的传统技术体系，与由于农 

エ复合体的大型化•专业化的社会化经菅而引进了完全新的大规模经菅体系，两者之间出現了巨大的 

生产カ差异的缘故。因此，自毎地的性质正在变成労动者的住宅周辺经菅地，目前残存的私有阵地在 

社会生产中占比重也遂歩降低（以甸牙利为例，在国民经济中，投工份额比重占4.5% , 而占国民所得的比重 

则为2 %)。这种现实，俠得对于残'ざ的自'ざ地的分析和评价，不一定必须象过去那样把它看成是和社 

会主义所有制（土地占有的社会化）对立的私有制（即作为生产资料之一的土地的私有制残余，、、和自由市场 

给合起来" ，将是复辟各种社会性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分配的基础），它只是作为集体所有耕地的一部 

分'/ , 不S 该象、'中国的文化革命中提出的那样, 认为取消も'地是it地ぱ会化的标志，是反右斗 

争的目标。东欧经济地实际处理一般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长期过程中，自fe'地是作为集体所有ま地的一 

个组成部分来对待的，这种做法作为取消土地私有过程的一个歩骤，它的方向是与社会化的进展相适 

应的。

发展径菅体之间协作的另一点是国菅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形成单ー协作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生产资 

料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接近，并不な当于消除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过时的规定和落后的结构，而是

—— 29 (5 5 9) ——



r三田学会雑誌j 75卷 5 号 G 98タ年9 月）

通过以农エ复合体办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性再分エ，向着将要达到的各种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 

消除城タ对立的方向发展。

社会化经营中的新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的体系化，导致了具有质的飞跃的大型•有效和社会化的生 

产组织的出現，它和新的生产关系（经菅体之间协作形态中两种所有制的接近和重组）相适应，作办社会 

主义集体化第三阶段而形成的农エ复合体，是以缩小集体所有•集体业和国家所有.国菅企业这两 

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距离为目标的过渡形态。国家对大型农エ复合体和联合企业的投资，是合作 

社农场•国营农场•国营エ业和流通组织的公共基金，是这些被称为协作体的单ー组织的复合体的不 

可分资产，它的所有制性格带有更強的社会性。因此分配关系也隨之发生了变化，不问所有制的形态， 

而是在统一局则下的形成所得•分配所得以及奖励刺激的基础上，各企业可能广泛地运用同エ同酬的 

尻则。

经菅体之间协作的发展，也引起了许多紫张关系：各集体农业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差异引起的不平衡； 

机构的脆弱性；如何决定集体企业的投资及分配份额以及可能与之发生矛盾的每个农民的分配份额；

对同一经营体协作的不同集体企业成员的分配額，以及协作体本身的不可分公积金的积累等，还有由 

于先进经菅与后进经菅对个人的计时报酬額的不同，引起労动カ流向先进企业而导致后进单位的劳动 

力不足。隨着国家补助的増加和经菅体之间协作的独立不可分的资金的増加，強化了中央集权性格， 

这种中央集权性格趋向超过了从、'经济改革" 中获得的き主独立核算单位趋向的恃况，引起了参加协 

作体的企业的反对。在技术水平还不平衡的附段实行生产的体系化，必然会出现ー些过渡性困难，例 

如无法全盘实现向集中化寺业化飞跃的■"エ业化农业"，以及无法隨着收入的増加而加強领导人的领 

导权。而国菅农场则尽管发展水平不同，甚至在亏损的恃况下，也能支付同額的エ资，但生产合作社 

的エ资则取決于发展水平，因此，在引进新技术体系而不能立即増加收入，便会出现和其他单位之间 

的报酬差別，这是由于经营体之间协作内部经菅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差异。

但是，如果刚々开始发展技术的生产体系只是同业性联合企业的话，那/ム由于它的粗放性，未实现 

按作物进行专业化，以及按地区参加联合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并不具备成立社会主义企 

业的条件，但经菅体之间协作则由于它的高效率化补偿了各企业成员因单独核算:而造成的技术水平低， 

弁由于有统一不可分的资金和实现计划化，以及由于国家资金从杳体观点进行政策性分配，所以成功 

地实现了包括エ业化农业•体系化生产和流通机构的新型的社会性寺业单位。这种成功，可以说是只 

有在土地资金社会化•企业社会化和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化这些前提系下才能实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カ 

的重新适应‘ 社会分エ的重组•消灭城タ对立和形成区域性社会等的鳥端。经菅体之间协作体的S 义， 

并不是要通过和国营企业形成协作体，把上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以及附尾于它的小私有融化到国化之 

中，而是在适应于某一阶段的生产カ的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形式下，俠集体所有制向国有制浩拔,并通 

过分配机构的变化，体现了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化.这是因办它本身具有在协作体的发展过程中消灭 

集体企业相互之间•集体企业和国菅企业之间以及各协作体相互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平衡じJ•及因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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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异的机能的缘故。

当前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不同于经典提法，它是在因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变后进各国，在反帝 

•反封过程中，通过人民民主专政而形成的。基于这种历史现实和前述各点因此在政虑社会主义经济 

的扩■大再生产结构和农业问题即土地问题时，理所当然地着眼于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正在进行的经营体 

之间协作和农ェ复合体了。 （何子嵐朝日中国文化学院講師中訳）

(経済学部教授）

农エ商联合企业和生産資料的集体所有制

見拙稿 < 社会主義経済の再生産構造と長業= 土地問題> (±地制度史学会箱《資本と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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