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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以调查研究为基石，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只有

坚持调查研究才能使政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以利益平衡为动力，坚持物质鼓励和精

神鼓励密不可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公私利益关系，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同时，张闻天非常重视

经济规律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重视生产力发展，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重视价值规律。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

想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些错误认识，形成了改革开放思想的滥觞，构

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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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 Wentian ＇ s though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is based on investigation; the

investigation is the important premise of setting economic policy in practice，and could make the policy
and law better serv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Zhang＇s thoughts of economic sociology，the interest
balance is considered as an impetus; the material encouragement and the spiritual encouragement are
inseparab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should be properly dealt with，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resent and the long-term interests must be properly dealt with．
Moreover，Zha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conomic law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ultimate goal． He attaches the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allowing a variety of
economic forms coexisting，paying attention to the law of valu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Zhang ＇s
aforementioned thoughts is that to some extent it overcomes some mistakes of the early new China ＇s
socialist construction，helping to constitute the early though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and being
an important sourc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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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视角在经济现象研究中的运用〔1〕，是运用社会学基本理论、变量和解释性模型研

究稀缺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复杂行为。这表明经济社会学有两个研究重点: 一是经济行

为本身，二是经济背景中社会学变量同非经济背景中的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系〔2〕。经济社会学还承认调

查方法、人种史、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合法性〔3〕。而张闻天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调查研

究、重视各方利益平衡、重视经济规律等方面。

一、调查研究: 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基石

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有多个不同来源。从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看，中国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大多起

始于 20 世纪初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1925 年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的《华南农村

生活》在美国出版后，社会调查活动在国内逐渐盛行〔4〕。从党内看，1941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

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重要文件对张闻天参与调查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第一，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抗战期间，为了贯彻中央整风运动，张闻天

亲自带队参加社会调查，获取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42 年他主要调查了山西神府县的贺家川村、兴县

的任家湾和碧村。一年多调查期间，他吃住都在农民家，坑头田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家都亲切地称呼

他为“张晋西”“张团长”。张闻天特别注意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总是口问手写，一丝不苟地记录每一条

有用的素材，事后及时整理研究，发现问题再到群众中核实。他强调调查材料一定要在当地写好，有不确

切、不清楚的再作核对，随时修改。1942 年 2 月至 4 月，神府县调查后，他亲自整理材料汇总写成《陕甘宁

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调查》。同年 4 月至 9 月兴县调查后，他写成《兴县二区十四村的土地问题

研究》。9 月下旬，他又到陕甘宁边区杨家沟村，做了三个多月调查，写了《米脂杨家沟调查》。该调查整理

了杨家沟地主集团近一百年租佃关系账簿，具有丰富可信的资料，不仅对研究近代经济史有重要价值〔5〕，

也为边区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策略奠定了基础①〔6〕。

第二，调查研究使政策、法律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20 世纪 40 年代，张闻天担任东北合江地方领

导期间，有地方政府发生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主要是对地主兼工商业者挖后门( 指追查和没收金

钱、财务等动产。工商业者前门开店，后门进货、堆货，挖后门一语即由此而来) 、挖家底，有的在挖家底之

外还实行罚款，结果使他们全部破产，或者关门歇业。有原为地主，但在日本没收其土地后已转为工商业

者，仍被定为地主，有被挖家底者。“八一五”后、土地改革以前，已全部或部分转为工商业者的地主，有全

部被没收或被挖家底者。有曾在伪满做了点事，而后转为工商业者，或与敌伪稍有关系者，都被认为是敌

伪残余，有被没收被挖者。还有因与地主、富农有亲戚关系，而被没收被挖者〔7〕。张闻天在平分土地运动

中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正确经济政策，为稳定合江地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张闻天

起草的这些指示报中共中央东北局转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指示、合江省的这一做法，适用于东北各地。

这正是张闻天一直坚持的，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总是一种“死”统治“活”的方式的思想〔8〕，在其中发

挥了作用。张闻天认为，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际需要，既然政策、法律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

建设的需要，那就应该被修正和调整。调查研究能使政策、法律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利益平衡: 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内在动力

按照社会冲突理论，所有的理论家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取向，那就是重视和承认人最基本的“利益”〔9〕。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脱离利益的思想是空洞而不实在的。思想一旦

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10〕。当社会学应用于经济现象时，将行为视为主要是通过物质利益驱动的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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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为的其他方面〔11〕。因此，经济社会学必然关注利益问题。张闻天非常重视利益平衡，这是他经济社会

学思想的内在动力，这种平衡主要体现在:

第一，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密不可分。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物质鼓励加精神鼓励，怕说物质鼓

励是不对的，不能谈物质鼓励就是卑鄙，谈精神就是高尚。道理很简单，因为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

无精神。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愿意劳动，那才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物质享受，则是理所当然的。张闻

天反对提到物质利益就是离经叛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大帽子的做法。他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糊涂、有
害的观点。张闻天谈到，为何穷人最革命，就是因为他们生活最艰苦，迫切需要改善生活。改善生活无疑

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伟大动力，它们达到同一个目的就是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努力

创造发明〔12〕。张闻天所说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实际上就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问题。

物质利益问题本来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成了理论研究的

禁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林彪、“四人帮”不仅不准谈论物质利益，还以此罗织罪名，残酷迫害所有正直的

社会科学工作者。然而，张闻天却挺身而出，痛斥他们的荒诞谬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理，捍卫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纯洁性〔13〕。众所周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方面就是需要正确调整各方面物质利

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客观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

人民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经济规律〔14〕。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做了早期探索和大胆论述，他是当之无愧的开

拓者。

第二，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公私利益关系。张闻天认为，在社会主义公私关系中，由于公有制占据主

体，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要服从公的、集体利益。所以，我们党一贯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

精神，作为对个人，首先是对共产党员和一切国家机关、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而反对旧

社会遗留的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为了集体和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好现象逐渐增多。但社会主

义社会，公和私不能完全隔绝，反对自私自利，却不反对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15〕。公私利益在根本上是一

致的，而确认个人利益就需要重视按劳分配。

保护并承认个人利益，就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而贯彻按劳分配则必须取消吃饭不要钱的现象。张

闻天认为吃饭不要钱违背了经济规律，对少数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可以实行该政策，对大多数人来讲，这样

就不对，是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还要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比如自留地、小农具等。生产越多，消

费也越多。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则多得，多劳对国家贡献大，在社会主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

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可以宣传，可以要求少数人，包括先锋队、

先进分子，但对多数人不行〔15〕。

尊重个人利益是衡量制度设计是否科学的关键。制度设计的目标是实现私利公益，而只有建立在尊

重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社会公益的目标〔16〕。个人既然是社会的现实主体，个人利益也就

是本体利益，是客观必然的个人需要的确证方式和表现方式，个人利益就需要得到确认和保障〔17〕。张闻天

在“一大二公”的年代就提出要尊重个人合理利益，不啻为阳春白雪，也正因为如此才反映张闻天经济社会

学思想的高瞻远瞩。

第三，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张闻天关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中充满了丰富

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眼前利益中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在长远利益中也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两者是统一、矛盾的关系。不能谈到眼前利益，就是在搞物质刺激，谈到长远利益，就是高尚。眼前利益中

包含了精神刺激，长远利益亦囊括了物质刺激。生活比较困难的人，重视眼前利益，这是正常现象。党的

力量就在于采取办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空谈长远利益，不解决眼前困难，党就无法得到群众信任。长远

利益能够动员群众，鼓励群众加强斗争和生产，从而改善目前生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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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张闻天大胆提出，可以研究包产到户问题。他首先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做了分析，认为包产到

户实质是经营管理问题、劳动组织问题，而不是所谓的道路问题，也不是个体经济，而是个人责任制和产品

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其次，他预测了包产到户的趋势。他认为包产到户应该进一步扩

大，这样才能够改善群众生活，改善群众眼前利益，增强群众对集体的信心，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这是解

决群众生死的大问题〔15〕，从眼前利益看，可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从长远利益看，则能够增强党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提高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他将所有的人类都假设为“理性经济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

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18〕。

张闻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尽可能地将周围这些“理性经济人”转变为“理性行为人”〔19〕，使他们把眼前利

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并适当进行平衡，从而达到使大多数人实现共赢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张闻

天大胆提出扩大包产到户，振兴经济，平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三、重视利用经济规律、推动社会发展: 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的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诸经济规律如按比例发展规律、计划规律、基本经济规律和按劳分

配规律等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20〕。利用经济规律，必须研究各种条件，使经济规律得

到最有利的结果。正确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就会得到积极的结果。否则就会相反〔12〕。

张闻天利用经济规律思想主要体现在: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充分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利用经济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涉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问题。张闻天认为，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在思想意识上还将长期存在，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还多少

存在，但已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张闻天谨慎地使用了“能否说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做出了判断，即基本

矛盾在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需要。从 1949 到 1957 年，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 1958 年之后就不能这样说了〔15〕。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

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是

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们一律称为阶级斗争，是扩大化。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同社会主义建

设密不可分，消灭同建设相比较，建设是主要的，消灭是为了建设〔15〕。

如果认识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那么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这些认识的逻辑

结果。革命改变生产关系，而后释放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再次改变生产关系。只有发展生产力，增

加社会总产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民财富，增加公共积累，把主要力量以及劳动力直接用在物质生产方

面，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5〕。

张闻天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在实践中也尽力实施。1949 年辽宁营口人民处于极度困难之中，

国民党抢掠了三年，又连遭三年外洪内涝病虫害等袭扰，全县 62 万亩土地半数被淹，许多农田遭病虫害毁

坏。农民以野菜、草籽合糠充饥。很多老人小孩面目浮肿，举步艰难。值此困难之际，张闻天鼓励大家大

力开展生产自救，充分发展生产力。通过大家的努力和宣传，全市 27 万人口中，有 5． 5 万多人从事打草袋

子、编席子、淘金、捕鱼等副业生产。经过一冬的奋战，终于战胜了灾荒，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增添了寒

衣〔5〕。

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存在，促进经济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

产力具有反作用，如此朴素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已深入人心，但在改革开放前能够从理论上认

识并贯彻实施者，张闻天属于其中少有的一位。其实早在解放战争期间，张闻天就认识到解放区生产力落

后，应该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如此才能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时他提出东北的经济构成应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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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以及秋林式社会主义经济〔12〕。

这些思想既有对列宁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思想的吸收，也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六种经济成分，归根到底

仍然是由当时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是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在生产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也是

张闻天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提出的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这一观点后来为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所深化

并成为江泽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思想的滥觞〔21〕。

张闻天不仅在理论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形式进行了思考，在实践中也有所行动和建树。1949 年 5 月至

1950 年 2 月调任辽东省委书记期间，他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社，从本省实际出

发，提出供销社的任务是扶持社员发展生产，供给社员生产与生活上比较廉价的生产工具和日常用品，从

而减少商人中间剥削，并以公道的价格收购社员的生产品，保护社员群众利益。张闻天认为，供销社不能

以赢利分红为中心，但也不能亏本卖出或任意赊账而使合作社垮台。它要在为群众服务的前提下，实行经

济核算，适当积累资金，一定程度上满足社员的分红要求。这一利益平衡思想，使辽东供销合作社得到迅

速发展。许多合作社在实现真正扶助社员发展生产，满足群众供销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社

员得到了经济利益，树立了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1949 年 8 月到当年底，营口的合作社增加了一倍，平

均每三个行政村就有一个供销社。1950 年合作社的资金由 1949 年 36 亿东北币增至 485 亿。由于供销合

作社的发展，对组织副业生产，特别是在解决生产原料，产品销售资金等具体困难上起了重大作用〔5〕。

针对解放前中国生产力落后的情况，张闻天认为需要大力支持小手工业的发展，鼓励商品流通。苏维

埃政权所统治的区域，经济方面比较落后，农民小生产商品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同样，在工业方面，小手工

业生产者占主要地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相对较少。苏维埃国营企业主要限于必要的军事工业如造币

厂与印刷厂，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基本没有。因此小手工业的发展尤其对于军事、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如煤

铁、石灰、农具、布匹、竹木、油纸烟等都非常重要。只有工商业的发展才能更有力量在经济上帮助革命战

争的胜利，改善工农群众生活，并在经济上巩固同他们的联合〔22〕。

第三，充分认识价值规律在经济中的作用，重视工资的作用。按照通说，所谓价值即客体对主体的存

在发展和完善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是其

他诸经济规律的基础规律。价值规律的本质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按照价值量的

“准尺”要求等价交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中只有价值规律能把它们像冰糖葫芦那样串联起来。这样，经

济规律在彼此发生作用时，就有机地形成了一个整体力量〔20〕。

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生产开始，而非从一般规律开始。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有了价值才谈得上价格、成本、工资、经济核算盈利等〔12〕。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不是商品，不能买卖，但

国家需要雇用劳动者，在商品生产形式下，劳动力就有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指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

要的消费品的价值〔12〕。既然劳动力有价值，那就需要使用工资来衡量，就需要按劳分配的存在。主张按劳

分配，可以让劳动者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各尽所能，按

劳分配。工资政策，劳动报酬政策，应该研究的首先是物质报酬问题。政策规定的正确，执行得正确，就是

政治。把政治同物质报酬脱离，甚至对立，不妥当，必须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来阐明按劳取酬。人民要改

善生活，就要提高生产，努力劳动，给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既然劳动光荣，多劳多得是正当的，那么劳动

好的人生活得好些，生活富裕些就是应该的，正当的。这样生活好的人，对社会主义会更加积极拥护〔12〕。

事实上，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认识到工资对于激励员工行为的重要性。金钱是至关紧要

的刺激物，这是因为作为交换媒介，它是最具有实用性的……任何其他刺激物或激励手段在实用价值方面

都无法与金钱相提并论〔23〕。只有好“薪情”才有好“心情”，谈论工资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再平常不过

的事情，而在提到工资就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张闻天却能够从价值规律的角度来分析工资问题，称得

上是“世人皆醉独我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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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历史意义

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它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些

错误，构成了改革开放思想的滥觞。张闻天在多方面为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进行了可贵探索。比如重视

运用经济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包产到户问题、重视农贸市场建设问题

等等，而这些思想基本构成了改革开放思想的滥觞。
张闻天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历史意义还表现在它们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这些理论主要包括: 重

视生产力思想、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并重思想、坚持按劳分配思想等。
张闻天多次表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

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这个任务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物质生产决定一切是唯物史观，要强调社会

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10〕。在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中，他也多次强调，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

阶级矛盾，而有可能是生产力发展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个人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些高瞻远瞩

的论述不但后来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来源，也在中共八大中重新得到肯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

认识，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情的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只有认识清楚了国情才能

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特点的政策。

关于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张闻天的论述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他坚决反对把二者互相

分割、互相对立的极端看法，主张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人民利益原则是邓小平利

益观的核心，人民积极性是利益观的逻辑起点。这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如

何解决现实各种利益冲突，使利益要求变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24〕，同样是邓小平一直思考的问题。解决利

益矛盾，最终需要依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丰富社会主义物质财富才能够完成。从 1957 年到 1976 年，中

国“左”了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

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才会有物质财富，也才会按劳分配〔25〕。所以，重视物质利益的落脚点仍然是发展生

产力，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张闻天和邓小平的共识。
关于按劳分配思想，毛泽东在该方面的探索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由于多种

原因，他并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26〕。而张闻天却一直基于多方面调查研究，坚持社会主义应该实

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既是由社会主义国情所决定，由不发达生产力状况所决定，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特征的必然体现。张闻天还制定了按劳分配提纲十四条，其中的合理成分后来亦为邓小平按劳分配思

想所吸收与借鉴。

注释:

①这些调查非常有助于理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中西部结合带或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农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其演

变历史，同时亦对大致同一时期的其他华北农村社会调查做了最重要的补充，甚至可能会改变先前有关华北农村研究的

某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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