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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 《资本论 》 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傅殷才 屈炳祥

本文以马克思 《资本论 》 同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相对 比
,

论述 了前

者开创 了真正科学的宏观经济学
。

文章对 《资本论 》 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必然性
、

宏

观经济管理的 目标体系
、

宏观经济管理的实现途径与方法等
,

作了系统的说明和有

根有据的论证
,

从而表明马克思 《资本论 》 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很完整 的
,

是真正科

学的
.

对我国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资本论 》 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大全
,

其内容丰富
、

广博
,

令人叹为观止
。

在微观上
,

它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如何利用资本从雇佣工人那里获得剩余价值或利润
,

达到个 人暴富的

目的 ; 在宏观上
,

它又透彻地说明了社会资本的运行及其内在矛盾
,

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有

关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方法
;
从而它对创立科学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作出

了伟大贡献
。

在这里
,

我们只论述马克思 《资本论 》 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

一
、

《资本论 》 开创了真正科学的宏观经济学

一般认为
,

1 9 3 6 年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一书的出版
,

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

产生的标志
。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比起它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
,

是略胜一筹的
。

但是
,

它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对立的阶级关系
,

只是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和次要

因素
。

它虽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总就业量
、

总消费量
、

总投资量
、

货币供应量等总量间题
,

但

丝毫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
,

用所谓
“

三大心理规律
”

一
一

消费倾向规律
、

资本

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
,

解释有效需求不足
,

没有找到经济危机和失业的真正根源
,

在

政策上只能头痛医头
,

脚痛 医脚
,

提不出根治的方法
。

马克思的 《资本论 》 则早在凯恩斯
“

通论
”
发表的半个多世纪 以前

,

就 已揭示
“
现代社

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 ,

完全解决 了研究资产 阶级社会生理学的任务
,

彻底研究和 阐明了资本主

义产生
、

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趋势
。

《资本论 》 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整个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图景
,

第 3 卷 则专门研究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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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总过程
, “

探求和说明当作整体来看的资本运动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
” ① 。

列宁继

承了马克思的理论
,

他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一书也是研究资本主义整个社

会的总图景的
,

列宁自己就指出
: “

本书的主要任务
,

无论过去或现在
,

都是根据不容争辩的

资产阶级综合统计资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
,

来说明 20 世纪初期
,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

义大战前夜的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形
。 ” ②

我们知道
,

重农学派的魁奈首先提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问题
,

但由于他认为

农业是增殖财富的唯一领域
,

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
亚当

·

斯密由于错误地断定全部社会产品

的价值由各种收入构成
,

并最后分解为各种收入
,

因而也未能推进再生产的分析 ; 以后的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尊奉
“

斯密教条
” ,

均没有对再生产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
。

只有马克思的

《资本论 》 在经济科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

解决了国民收入间题
。

又如
,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学说
,

也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
,

它把整个资本家阶级作

为整体剥削整个工人阶级来分析
,

阐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

马克思写道
: “

所以
,

在这里
,

我们有了一个有数学正确性的证据
,

证明资本家
,

在他们的竞争上
,

虽然彼此以假

兄弟相待
,

但在对待工人阶级全体时
,

他们还是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神密共济团体
。 ’
心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资本论 》 考察了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
,

并且不

仅仅是经济作用
。

列宁写道
: “

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

明出来
,

将它的生活习惯
,

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
,

将维护资产

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
,

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
,

将资产阶级的家庭

关系都和盘托出
。 , ,④

关于 《资本论 》 的宏观经济管理间题
,

我们在下面还要进一步论述
,

但现在 已经可以看

出
,

说
“ 《资本论 》 开创了真正科学的宏观经济学

” ,

它是当之无愧的
,

相比之下
,

现代西方

经济学家的著作包括凯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和萨缪尔森的 《经济学 》 都是相形见

细的
。

二
、

《资本论 》 对宏观经济管理客观必然性的论述

社会劳动按 比例分配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按 比例发展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用亚当
·

斯

密的话说
,

由一只
“

看不见的手
”

来指挥完成的
。

这只
“

看不见的手
” ,

在斯密那里是指价值

规律
。

根据马克思的科学分析
,

这只
“

看不见的手
”

除了价值规律外
,

还应该包括平均利润

规律在 内
,

因为平均利润规律不只是利润分配规律
,

更重要的应该是资本以及由此决定的生

产资料
、

劳动力等在社会经济各部门协调分配的一种要素分配规律
。

但实践证明
,

这只
“

看

不见的手
”

决非万能
。

它在调节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时
,

往往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 巨大的经

济震动与破坏
。

马克思所 以强调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与管理
,

是他科学分析商品经济社会基本矛盾得

出的必然结论
。

马克思认为
,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
,

由于

这一矛盾的存在和作用
,

使它与经济过程的按比例发展相冲突
。

在商品生产的初级阶段
,

由

于这一矛盾的存在使商品的生产与其价值实现总是处于一种经常的对立之中
。

当货币产生以

后
,

商品买卖的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分离
,

变成了相互独立的过程
,

即 W一G 和 G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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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这样两个过程
。

这时
,

商品生产与其价值实现的矛盾得到进一步发展
。

特别是当货币的支

付手段职能产生以后
,

债务链的形成与发展
,

使商品经济的这一矛盾更加复杂化
。

当简单商

品经济发展为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时
,

尤其是这种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

基础上时
,

商品经济的这种矛盾又会得到异常的发展
。

这时
,

在企业内部
,

资本循环和周转

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阶段
,

可能相互脱节
,

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滞和中断 ; 在整个社会的再生

产和流通中
,

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内部比例关系也可能被打破
。

一旦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时
,

普

遍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生
。

所以
,

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存在
,

说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光凭着

一只
“

看不见的手
”

是绝对不够的
。

为此
,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不止一次地尖锐地指 出
,

资

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之一就在于它对社会的经济过程缺乏有意识的调节
。

后来
,

由于生产过程的进一步社会化
,

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时
,

资

产阶级不得不求助于它的正式代表国家直接出面
“
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

’ ,⑥ 。

另一方面
,

马克

思同时又发现
,

由于股份公司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垄断
,

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
,

经济生活

本身因而
“

要求国家的干涉吻
。

此时的国家
,

除了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的职能外
,

又增添了一

种新的职能
,

即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节与管理
。

对此
,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也曾作过科学的

分析和研究
。

一方面
,

他们认为
,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

结果
,

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
;
同时另一方面又认为

,

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

职能的产生
,

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 内部允许的限度所作的自我调整
,

而决不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
。

但是不管怎么说
,

它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

使资本主

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

马克思在论及国家宏观管理的必然性时
,

还特别批评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及其著名

的萨伊定律
。

萨伊认为
,

任何社会供给都会给自己创造需求
,

从而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总会

是相等的
。

因而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多余的
,

甚至是有害的
。

对此
,

马克思批评道
: “

在这里
,

经济学辩护士的方法有两个特征
:

第一
,

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
,

把二者等同起来
。

第二
,

企图把资本主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

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间接

关系
,

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 ’ ,⑦在马克思看来

,

只要不是直接的产品交换或简单

商品流通
,

只要不否认商品经济社会的内在矛盾
,

其国家干预和宏观管理就不可避免
,

并且

还会显得格外重要
。

这就是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
。

三
、

《资本论 》 对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体系的论述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管理
,

其基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有意识的活动来实现经济过

程的和谐与平衡
,

避免大 的摆动和震荡
,

达到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目

的
。

宏观经济干预和管理
,

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

需要作多方面的工作
,

使之形成合

力
。

在 《资本论 》 中
,

马克思对此作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与研究
,

建立了一个科学的目标体系
。

第一
,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街
。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

是马克思关于宏观经济调节与管理的根本之点
。

由于社会

的供给与需求
,

在任何情况下
,

都是分散在社会无数个点上的
,

加上人们各自利益的不一致

和科学技术手段的不完善
,

难于建立起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联系与均衡
。

在市场经济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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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

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实现这种联系
。

然而
,

当市场把供给与需求联系起来的时候
,

又

加深了其 中的矛盾
,

一是由于竞争使社会经济生活导致无政府状态
,

二是由于发达的商品与

信用的作用
,

把供给与需求的空间距离拉得更远
,

造成虚假繁荣
,

给供给与需求以种种误导
。

这就更容易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

所以
,

必须通过国家的干预和宏观管理使社会总供给

与总需求趋于平衡
。

要搞好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

必须首先把握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
。

在

《资本论 》 中
,

马克思指出
,

在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
,

有一个内在比例关系
,

这就是
,

一定的

社会需求在供给方面必须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相适应⑧ 。

什么是供给方面必

须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呢 ? 马克思说
:

这个再生产首先表

现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出现在市场上
。

其次是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

这个市场价值

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市场价值的倍数⑧ 。

这种供求双方在使用价值量和市

场价值量上的一致性
,

就是供求平衡
。

《资本论 》 还认为
,

供求平衡除了供求双方在使用价值写价值量上的一致性外
,

还包括以

下的含义
,

即它必须是有支付能力保障的平衡
。

它指出
: “

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
,

并为此 目的

而生产某种物 品
,

这就必须为这些物品进行支付
。

事实上
,

因为商品生产是以社会分工为前

提的
,

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
,

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

品
,

也就是说
,

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
。

殉实践表明
,

没有支

付能力保障的供求平衡是根本不存在的
,

而只能是供求平衡的破坏
。

马克思还认为
,

有支付

能力保障的供求平衡
,

说到底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表现
,

并且是由它们决定

的@
。

因此
,

要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

必须十分重视社会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调

整与变革
。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
,

所以要强调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

在马克思看来
,

首先是因

为它是社会产 品的价值生产与其价值实现相一致的内在客观要求
。

辩证地看
,

供求平衡是价

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基本前提
,

否则
,

价值就不能按其内在的本质要求予以实现
。

另一方面
,

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的平衡又是供求平衡的本质要求
,

否则供求平衡就不存在
。

马克 思指出
:

“

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
,

并且从这方面来看
,

所有这些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
,

但是
,

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

需要
,

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
,

这时
,

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

比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
。

… … 因此
,

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
,

其中

一部分根本卖不出去
。

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
,

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

特殊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
,

结果就会相反
。 ” 。 其次

,

供求平衡还是整个社会再生产正常进

行的必要条件
。

社会再生产作为一个总过程包括生产
、

流通
、

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
,

这里可

以说
,

生产即供给
,

消费即需求
,

流通和分配只是供求之间的一个中介而已
。

正因为这样
,

可

以得出结论
,

供求平衡就是社会生产总过程正常进行的表现
,

也是它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

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
,

由于生产和消费
、

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引起了经济的全面危机与震荡
。

危

机过后
,

生产和消费
、

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关系得到强制性恢复
,

此时
,

经济活动又开始复苏
、

乃至进入高涨
。

这正说明了供求平衡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性
。

第二
,

社会生产各部 门之间的平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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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
,

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
,

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
,

重要之点就是必须做

到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平衡
。

为此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第 2 卷中作了分析和研究
,

创立了社

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
。

在那里
,

他把成千上万的社会生产部门按其产品的最终用途划

分为两大部类
,

即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
。

马克思把它们分别称为第 I 部类

与第 l 部类
,

认为社会生产的这两大部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
、

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
。

这二

者之间
,

其中第 I 部类是社会所有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集合
,

它向社会所有部门提供生产资

料
,

不仅为本部类内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
,

而且还要为包括第 l 部类在 内的所有部门提供生

产资料 ; 而第 I 部类是社会所有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集合
,

它向社会所有部门提供生活资料
,

不仅为本部类内的各部门提供生活资料
,

而且还要为包括第 I 部类在内的所有部门提供生活

资料
。

这就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关系的质的规定
。

在第 I 部类和第 l 部类相互关系中除了其质的规定之外
.

还有一种量的规定
。

第 l 部类

向第 I 部类提供多少生产资料算是恰到好处 ?两大部类及整个社会经济又怎能达到协调发展 ?

对此
,

马克思作了详尽的研究与说明
。

为了说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
,

马克思运用了必要的数学模型
,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

在社会简单再生产条件下
,

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是
: I v( + m ) 一 I c ,

即第 I 部类的可变资

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 l 部类的不变资本
。

不仅在价值上如此
,

而且在使用价值上必须相

互适应
。

如果两大部类之间
,

在价值上不等或使用价值上不相适应
,

那么社会的简单再生产

就无法正常进行
。

马克思认为
,

简单再生产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和假定
,

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
。

因此
,

他在研究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社会扩大再生产
。

他认为
,

在扩大再生产条

件下
,

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的关系应 当是
: ( v + △ v + 里 ) - l c( + △c )

。

意思是说
,

在扩

大再生产条件下
,

第 I 部类的可变资本加上追加的可变资本及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那部分

剩余价值之和必须与第 l 部类的不变资本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和相等
,

同时在使用价

值上必须相互适应
。

必须如此
,

否则
,

社会扩大再生产就没有办法正常进行
。

在 《资本论 》 中
,

马克思不仅分析和研究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关系
,

而且还

分析和研究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
。

马克思通过这种分析和研究之

后指出
,

社会生产只有当两大部类及其内部各部门相互平衡
、

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

才能有

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与平衡
。

所以
,

经济过程的宏观管理
,

不得不把这种平衡关系作为一项

重点任务和重要 目标
。

第三
,

商品流通和 货币供应童的平衡
。

商品和货币是市场运行的两个基本要素
。

这两个要素之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

首先

是由于商品流通引起 了货 币流通
,

并使之为商品流通服务
,

反过来
,

商品流通又不能离开货

币流通
,

并借货币流通来完成 自己的运动
。

在商品流通和货 币流通中
,

它们虽相互依存
,

但

又各有其特点
。

其中
,

同一商品在整个市场运动中
,

只有两次行为
,

即 w 一 G 和 G 一w
。

在

这种运动中
,

商品的使用价值一旦被让渡
,

价值得以实现
,

那么
,

它就立即退出流通
,

进 入

消费
。

而货币流通则不然
,

当货币进入流通
,

它不断地在商品买卖之间进行运动
,

只要商品

运动不停止
,

它的运动也就不停止
,

呈现出一种永无休止的连续运动
。

因此
,

一定量的货币
·

7
.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 9 96年第 1 期

就可为无数的商品运动来服务
。

那么
,

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量或 比例关系呢 ? 对

此
,

马克思作了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

他指出
: “

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

此对立着
,

商品在卖的一极
,

货币在买的一极
。

所以
,

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

段量
,

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
。 ”
还说

: “

事实上
,

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值总额

中观念地表现出来
。

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
. ” 。 这里

,

如果再把货币自身的流通速

度考虑进去
,

那么
,

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

就等于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流通速度之 比
。

用

公式表示
,

即
:

流通 中所需货币量 -
商品价格总额

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

上述公式是马克思在考察
“

货币的流通
”

时得出的结论
。

但是
,

如果把货币的五大职能

都考虑进来
,

那么流通中所需货币量的计算将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

马克思指出
: “

研究单纯货

币流通时所提出的流通中的货币量法则
,

由于支付手段的流通
,

就根本改变了
。

不论货币是

当作流通手段或当作支付手段
,

已知货币流通速度
,

则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决定于

待实现 的商品价格总额
,

【加〕 同一时期中到期支付总额
,

减通过抵偿而彼此相销的支付
。

吻

此外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及其有关的著作中还研究了纸币的流通规律
。

他指出
:

当纸币进

入流通后
,

那么
, “
只要这些纸币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

,

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

通本身的规律
。

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
。

这一规律简单

地说来就是
: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 (或银 ) 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

,,@

以上就是马克思关于货币 (包括纸币在内 )的实际流通规律研究得出的结论
。

它说明
,

在

一定的市场条件下
,

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
,

这是一个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二者的这种平衡
。

尤其是在现代纸币通行

的社会内
,

更是如此
。

只有这样
,

才能使商品流通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实现平衡
。

不然
,

就会

因货币供应过多或过少而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
。

四
、

《资本论 》 对宏观经济管理实现途径与方法的论述

在 《资本论 》 中
,

马克思不仅分析和研究了宏观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及其 目标体系
,

而且

还分析和研究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管理途径和方式
。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
,

由于 《资本论》 是一

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战斗性文献
,

因此
,

马克思决不会象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为资产阶

级出谋献策
,

对这些问题作出直接的陈述
。

我们认为
,

马克思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一切研究

大都是从有关商品
、

货币
、

价值规律
,

以及银行
、

信用等在资本主义生产各环节的现实运动

的分析中得出的
,

另有一些又是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预见未来社会时提出的
。

这可

以说是马克思关于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

那么
,

《资本论 》 到底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 ? 其中有哪些主要途径与方式 ? 我

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按价位规律要求
,

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 间建立起直接联系
。

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社会经济运行
、

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

但是
,

对于商品经济或市

场经济来说
,

价值规律又是它的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
,

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听从它的指挥
。

然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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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表象上
,

价值规律的作用会对前一规律带来一些干扰
,

乃至某种破坏作用
。

那么
,

有没

有什么办法使这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

既能满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般规律的要求
,

又

不违背价值规律
,

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呢 ? 对此
,

马克思指出
,

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
,

可 以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

价值规律如何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呢 ? 马克思认为
,

从广义上

说
,

或从本质上而言
,

价值规律和按 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具有其内在的同一性
,

甚至可

以说价值规律不过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另一特殊表现形式而已
。

他指出
: “

每一个商

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
,

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
,

而这种社会需要的范围在

量上是不同的
,

一种内在的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联结成一个自然体系
;
另一方面

,

商品的

价值规

还指出

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
。

咐

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
,

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

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
; 因此

,

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
,

而且在社会

总劳动时间中
,

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种类的商品
。

,,@ 此外
,

他还特别强调
: “

社会

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
,

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

发展的表现
。 ” 。 可见

,

价值规律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的这种内在的同一性
,

已经把社

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直接联系起来了
。

当然
,

这种联系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
,

要把这种理论上的联系变成一种现实的东西
,

还

得有意识的活动
,

即计划
。

可以说
,

计划
,

就是把这二者直接联系起来的现实桥梁
。

早在 50

年代
,

我国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曾提出要
“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 。

可以说
,

他的这一真知灼见为我们今天如何按价值规律要求把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直接联系

起来作了开创性的工作
。

另外
,

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也为此作了大量的研究
,

并为

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

在战后首开了把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先河
。

这些做法

都为我们如何利用价值规律
、

在生产和需求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

搞好宏观管理
,

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经验
。

第二
,

利用银行搞好货币管理
。

货币
,

是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条件
,

它不仅是市场运作的基本要素
,

而且还是社会生产

发展的
“

第一推动力
”
和

“

连续的动力
” 。

所以
,

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非它不可
。

但是正如

马克思所指出的
,

流通中的货币量是一个科学的限定量
。

这个货币量一旦 由科学限定以后 ,’ 如

何使它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以内
,

这是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

那么
,

怎样才能管好货币呢 ? 这可以从 《资本论 》 关于银行
、

信用的一般原理中得出结

论
,

即要管好货币就必须利用银行
。

首先
,

处理好银行同货币发行与管理的业务关系
,

为社会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一个良好的

金融环境
。

银行
,

是货币发行的唯一通道
。

它不仅把握着基本货币的发行
,

而且还可创造货

币
。

因此
,

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多少
,

在既定的法律和政策条件下银行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
。

要

使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有一个 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

必须把好银行的货币发行关
,

为社会提供

一个恰到好处的货币供应量
,

同时还要加强其 日常监督与管理
。

其次
,

利用银行经营性业务搞好货币的调节与分配
。

在 《资本论 》 中
,

马克思详尽分析

和研究了银行的各种经营性业务
。

这些经营性业务
,

归结起来就是两种
,

即货币资本大量集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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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 自己手中
,

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
,

不是单个的贷出者
,

而是作为所

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
。

银行家成为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
。

另一方面
,

由于他们为整个商

业界而借款
,

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
,

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
。 ’
心

由于银行的经营性业务是双重的
,

因此利用银行的经营性业务对货币的调节也应该是双

重的
,

即一方面
,

利用银行对货币资本的借入业务将社会游资大量集中
,

减少流通中的货币

供应
,

压缩社会需求
; 另一方面

,

利用银行对货币资本的贷出业务
,

把货币投入生产和流通
,

增加货币资本的供应
,

以刺激社会生产与供给
。

从而既调节需求又调节供给
,

实现社会经济

的总量平衡
。

调节货币供应
,

还可通过调节银行准备金率和贴现率以及开放各类有价
、

有息证券市场
。

这些途径和办法是当代西方国家调节货币供应的基本做法
。

但是这些
,

马 本论 》 中

贴还早就作了研究和说明
。

银行准备金率的高低
,

直接决定银行的放贷规模和存 倍数
。

现率的高低
,

决定银行贷款成本水平
,

进而也决定贷款规模
。

不论是银行准备金率的调整
,

是贴现率的变动
,

都会置接影响货币供应
,

以调节社会生产与流通
,

平衡供给与需求
。

开放

各种证券市场
,

就是通过银行发行和收购各种有价
、

有息证券
,

以调节和控制其供应
,

调节

生产和流通
,

实现社会供求平衡
。

第三
,

搞好物 资储备
,

加强物资技制
。

物质储备和物资控制是搞好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重要条件和手段
.

马克思在 《资本

论 》 中指出
: “

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
,

而是利益 ; 但在资本主义下
,

它却是祸害
。

峋

因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
,

无论是固定资本对其物资补偿的需要
,

还是社会生产本身对原材

料
、

包括对辅助材料的需要
,

会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
,

在不同的场合总是不一样的
,

在这一

场合可能要多一些
,

而在另一场合又可能会少一些
。

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社会生产平衡条件

的破坏
。

要恢复和保持社会生产的平衡
,

物资储备控制手段将不可缺少
。

马克思指 出
: “

这种

情况
,

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生产过剩来补救
; 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的固定资

本 ; 另一方面
,

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 (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

料 )
。 ”

还说
: “

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资料的控制
。 ” @可

见
,

搞好物资储备
,

并以此作为必要的调控手段
,

对恢复再生产过程中的平衡关系是十分重

要的
,

也是非常有效的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 中所论及的物资控制手段
,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种种弊

端
,

使它不可能被实际运用
。

然而
,

它却为我们做好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宝贵武

器
。

第四
,

搞好社会薄记
,

加强社会生产过程的观念撞制
。

所谓簿记
,

就是通过记帐
、

算帐等方式对社会生产过程进行的核算与分析
。 ’

马克思认为
,

簿记就是对经济过程的控制与观念总结
。

因而
,

他也把簿记当作社会对经济过程进行宏观调

控与管理的重要手段
。

尤其是对社会化大生产是如此
。

他指出
: “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律进行
,

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
,

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
; 因此

,

簿记对

资本主义生产
,

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
,

对公有生产
,

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

为必要
。 ’ ,

。

那么
,

如何利用簿记形式实现对社会经济过程的控制与调节 ? 在 《资本论 》 中
,

马克思

·

1 0
.



傅殷才等
:

论马克思 《资本论 》 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为我们指出了两点
:

一是以价值为基础
,

把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建立在社会劳动时间分配的控

制上
。

马克思认为
,

簿记
,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

就是对通过劳动时间分配的控制来实现对

社会经济过程的控制的
。

他指出
: “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

,

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

况下
,

价值决定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
:

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

间的分配
,

最后
,

与此有关的薄记 (注
:

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
,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 ’ , @

二是利用银行这个社会机关
,

即把银行作为社会的薄记机关
,

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调

节
。

马克思认为
,

银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

它除了是社会的信用机关外
,

还是社会的公

共簿记机关
。

他指出
: “

银行制度
,

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

精巧的和最发达的产物
。

… …当然
,

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

分配形式
,

但只是形式而 已
。 ’ ,⑧后来

,

列宁也指出
,

银行是社会统一的核算机关和调节机关
,

可 以利用它来调节全国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生活
。 。 这些都说明银行是运用

薄记形式对社会经济进行控制与调节的有效形式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把 《资本论 》 看作是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控制理论
.

它不仅说明了

宏观经济控制与管理的客观必然性
,

而且还拟定了宏观经济管理与管理目标体系与方法
。

所

有这些
,

无疑使 《资本论 》 中的宏观经济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

这些思想
,

如我

们在前面所指出的
,

许多是马克思从分析商品
、

货币
、

价值规律
,

以及银行
、

信用等原理的

过程中得出的
,

有一些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见时提出的
。

但总

的来说
,

马克思 《资本论 》 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很完整的
,

对我们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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