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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重点介绍了斯大林共同富裕思想的墓本理念
、

段
,

并结合实际指出了它的现实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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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对象
、

实现过程和途径
、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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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共同富裕思想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
,

笔者仅就如下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

一 斯大林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理念
:

社会主义社会好
,

就应该比过去一切社会都

要富
,

并且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斯大林曾经指出
: “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

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
。

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

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
。

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

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
,

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

弄得贫困不堪
,

… … 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
,

国家

机关和私人机关的小职员
,

小官吏
,

总之
,

就是

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
,

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

一样没有保障
。 ” `” 他认为在沙皇专制的压迫下

,

除了有钱有势的人外
,

人 民大众人人贫困
,

因

此
,

沙 皇专 制制度 自然成 了
“

全 国人 民的公

敌
” , `2 ,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社会

,

当然他就

要坚决反对
,

并推翻之
。

同时
,

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

率比封建社会的更高
,

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

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
。

因此
, “

它使社会更

加富足了
。 ”

它是一个富裕的社会
,

但是是少数

人发财得富而多数人贫穷
、

贫困的社会
。

19 25

年
,

他指出
: “

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多数农民

陷于贫困而让城乡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发财致富的

道路
。 ” `3 , “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

就是为了一小

撮富人即一小撮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使大多数农民贫

困的发展道路
。 ” 「̀ ’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社会制

度
。

相比较而言
,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比封建

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好
,

尤其是它比资本主义社

会还要富裕
。

他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够
、

应当而且

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因
,

是因为社会

主义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

范
,

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

从而使
“

它能比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
,

使社会更加富足起

来
” ` , ,。 因此

, “

社会主义的道路则特别是使大

多数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
。 ”

社会主

义道路是俄国人民
“

乐意走
”

的一条
“

脱贫致富
”

的道路
。

19 26 年他指出
: “

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

非社会主义性的
。

但是
,

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

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

的
。

因为除了这条道

路
, “

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

和破产的道路
。 ” `6J

正由于如此
,

他才要反对使人民贫穷的社会制

度和社会现实
,

让人民过上
“

美满
”

社会主义社会

的富裕生活
。

他说
“

如果我们不是要使我国人民过

美满生活
,

那就用不着在 19 17 年 or 月推翻资本主

义
,

进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了
。 ” `, ,

二 斯大林共同富裕思想 的目标
、

对

象
:

苏联社会全体成员
,

主要是农民和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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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想
,

当然也包括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

想
,

都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对象
。

斯大林共同富

裕思想的 目标
、

对象是苏联社会全体成员
,

主要

是农民和工人
。

斯大林曾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

全体人民摆脱贫穷
,

实现共同富裕
,

社会主义社

会就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社会
。

1 934 年
,

斯

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共 (布 )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 “

社会主义不是要

大家贫困
,

而是要消灭贫困
,

为社会全体成员建

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 ” 「̀’他甚至认为全社会成

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和社会主义社会

建成的重要标志
。

他指出
: “

其实
,

社会主义只

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
,

只有在比资本主

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
,

只有在产品和

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
,

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

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
,

才能获得

胜利
。 ” 【9 ]

但是
,

斯大林共同富裕目标
、

对象思想指出

了两个重点
:
主要是农民

,

也包括是工人阶级
。

他指出
“

社会主义的道路则特别是使大多数农民

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
。 ”

是农民摆脱
“

贫

困和半饥半饱的生活的唯一生路
。 ” 〔’ 0] 他在 《在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 (布 ) 中央工

作的总结报告》 上又强调地讲
: “

拿
`

使全体集

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

这一 口号来说

吧
,

这个 口号不仅和庄员有关
,

它更和工人有

关
,

因为我们要使全体工人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

成为过富裕的和十分文明的生活的人
。 ” 「川

三 斯大林共同富裕思想的实现的历史

过程
:

存在一个生活有保障阶段和实现共同

富裕阶段的历史地发展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
,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

历史发展过程
。

那么
,

人类要过共同富裕生活也

事实上存在着这么一个历史过程
。

从原始社会到

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

社会乃至 于到共产主义社会
,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

比它的前身要进步得多
。

用斯大林的话说
,

它们

都比它们的前身要
“

富足
” ,

生产的社会产品要

多要丰裕些
。

如上所述
,

人民共同富裕生活实现

之 日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时
。

而在无产阶

级专政的国家里要实现人民群众的全社会成员的共

同富裕生活
,

也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

在斯大林看来
,

苏联人民共同富裕生活的实现

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

存在着一个生活有保障阶

段和实现共同富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

这个思想
,

斯大林在 193 3 年 2 月 19 日的 《在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

中是反映得最完整的
。

演说明确指出
,

过去
“

农村

里每百户中有四五户富农
,

八户或十户富裕农民
,

四十五至五十户中农
,

三十五户贫农
。

所以
,

受富

农盘剥的贫农至少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
。 ”

而苏联建设集体农庄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使
“

千百万从前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贫农群众现在在

集体农庄里成了中农
,

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

我们

取得的成绩是打破了农民分化为贫农和富农的过

程
,

击溃了富农
,

帮助贫农在集体农庄里成了自己

的劳动的主人
,

成了中农
。 ” “

但这还只是我们在

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
,

…
,

我们不能

停留在这个成绩上
。

要继续前进并彻底巩固集体农

庄
,

我们必须走第二步
,

…这第二步就是…帮助全

体集体农庄庄员
,

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

农
,

上升到富裕农民的水平
。

这是可以做到的
,

而

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
。 ” 〔’ 2 ’他认为这就

是他们当前的任务
。

他说
: “

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

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 ”

按照斯大林这里的话题
,

他明白地指出了他讲

的重点
:

第一是苏联在 1 9 3 3 年这个时候已经实现

了使农民都进步到中农生活水平
,

使自己的生活有

了保障
,

这是第一步
,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

是不是

苏联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
。

但是
,

他认为还不够
,

紧接着
,

他讲了第二个重点
,

即实现第一步还不

够
,

关键是第二步
,

第二步就是要使人民成为生活

富裕的人
。

他说
: “

第二步就是要把集体农庄庄

员
,

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
,

都提得更

高
。

这第二步就是要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

富裕的人
。 ”

就是要使苏联农民不仅生活有保障
,

而且要有吃有余
,

除了消费还有剩余
。

斯大林这里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理论
,

事实上揭

示了一个历史大道理
,

即
:
共同富裕生活的实现是

一个历史的过程
,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个第一步

和第二步的问题
。

第一步解决了
,

就要解决第二

步
。

吃饭问题
、

生活有保障问题解决了
,

就应该历

史地解决第二步
,

即成为过富裕生活和文明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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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整个社会就有一个共同富裕的问题
。

斯大林

的第二步就是实现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富裕生活的

第二步
。

曾有人撰文批评斯大林
,

说
“

斯大林所持的

是同步富裕的思想
。 ” `’ 3 ,并且举了一个 1 9 34 年斯

大林在苏共 (布 )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的

一个例子
。

说是
: “

公社和劳动组合不同
,

劳动

组合只把生产资料公有化
,

而公社直到不久以前

为止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
,

而且把每个社员的

生活也公共化了
” 。

作者写到
:

斯大林认为
“

在

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
”

还不宜实行公

社
,

但他同时又说
: “

这当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

需要了
,

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了
。

不
,

公社是需要的
,

它当然是集体农庄运动的高

级形式
” ,

只不过
“

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

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
。 ” `川然后

,

作

者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
即

“

这是十分明确的同步

富裕思想
。 ”

看了这段文字
,

我们再结合去看了作者所引

用的材料的原文
,

我们得出了下面结论
:

与其说

就此论定
“

斯大林所持的是同步富裕的思想
” ,

不如说斯大林具有先富后富最后共富的历史发展

过程的历史哲学思想
。

作者所引用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 19 34 年斯大

林在苏共 (布 )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

报告中是

这样写的
:

“

拿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的问题来说

吧
。

现在大家都承认
,

劳动组合在目前条件下是

集体农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式
。

这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
,

因为
:

(一 )劳动组合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

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 (二 )劳动

组合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
,

从而

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个体农民
。

公社和劳动组合不同
,

劳动组合只把生产资

料公有化
,

而公社直到不久以前为止不仅把生产

资料公有化
,

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

了
,

就是说
,

公社社员和劳动组合成员不同
,

他

们没有私有的家禽
、

小家畜
、

奶牛
、

谷物和宅旁

园地
。

换句话说
,

在公社中
,

与其说是照顾到社

员的个人生活利益
,

把它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

不如说是为了达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

共利益把社员的个人 ,;lJ 益压抑下去了
。

很明显
,

这是公社的最大弱点
。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

公社

没有得到广泛发展
,

而只有几个或几十个
。

也是由

于这个原因
,

公社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避免垮

台
,

就不得不放弃生活公共化的办法
,

开始按劳动

日计工
,

把谷物分给各户
,

允许社员私养家禽
、

小

家畜
、

奶牛等等
,

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社实际

上改为劳动组合了
。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

因为群众

性集体农庄运动正常发展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

这当

然不是说公社根本不需要了
,

它不再是集体农庄运

动的高级形式了
。

不
,

公社是需要的
,

它当然是集

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
,

但不是目前的在技术不发

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并且自然改为劳动组合

的公社
,

而是将来的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

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社
。

目前的农业公社是在技术不

很发达和产品不足的基础上产生的
。

正是由于这个

缘故
,

它实行了平均主义
,

很少照顾到社员的个人

生活利益
,

因此现在不得不改为把庄员的个人利益

和公共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的劳动组合
。

将来的公

社是从发达的富裕的劳动组合中成长起来的
。

将来

的农业公社是在劳动组合的田地上和养畜场中有了

十分丰富的谷物
、

家畜
、

家禽
、

蔬菜和其他各种产

品的时候
,

在劳动组合中附设有机械化洗衣坊
、

现

代化厨房
、

食堂
、

面包厂等等的时候
,

在庄员看见

从养育场领取肉类和乳类比自己饲养奶牛和小家畜

便宜的时候
,

在女庄员看见在公共食堂吃饭
、

向面

包厂取面包
、

在公共洗衣坊洗衣比自己料理这些事

情方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
。

将来的公社是在更发达

的技术和更发达的劳动组合的基础上
,

在产品十分

丰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

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呢 ?

当然不是很快的
。

但是一定会这样
。

如果人为地加

速劳动组合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
,

那就是犯

罪
。

那就会打乱一切而帮助我们的敌人
。

劳动组合

转变为将来的公社的过程应当随着全体庄员对这种

转变的必要性的确信程度而逐步地进行
。 ” `” ’

这段文字表达的意思是
,

劳动组合和公社都是

集体农庄运动的形式
,

前者是低级形式
,

后者是高

级形式
。

前者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

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
,

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

公共利益
,

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

个体农民 ; 后者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
,

而且把每

个社员的生活也公共化了
,

它的最大弱点就是为了

达到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而用公共利益把社员的

个人利益压抑下去了
。

从当前实际来看
,

前者是
“

在目前条件下是集体农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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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

后者是不能抛弃但要小心发展的集体农庄

运动的未来
“

在技术更发达和产品十分丰富的基

础上产生的
”

高级形式
。

前者是现实形式
,

后者

是发展的未来形式
。

但是
,

历史发展终究要抛弃

前者而实现后者
。

这是事物发展的一个简单的道

理
。

能不能由此得出斯大林所持的是同步富裕的

思想呢 ? 我们认为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
。

而恰好

相反
,

却可以得出斯大林具有先富后富最后共富

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哲学思想
。

即现实条件只

能主要发展劳动组合
,

不能大面积地发展和建立

公社
,

但不能不要
,

有条件的要搞
,

能搞劳动组

合的就搞劳动组合
,

能搞公社的就搞公社
,

等有

条件了再来一步一步地抓
,

分期分批地发展为公

社
,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高级的农村公社
。

四 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

和手段
:
消灭私有制

、

建立公有制
,

发展生

产力
,

按劳分配

斯大林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和

手段思想主要有三点内容
,

即
:

第一
,

消灭私有制
,

建立公有制
。

马克思
、

恩格斯
、

列宁都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
、

建立公有

制来建设未来的共同富裕的社会
,

斯大林继承了

这一思想
,

并结合实际把它具体化了
,

主张在苏

联建立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集体农庄的所有

制
,

经济上大搞集中
,

高度计划化和集体化
。

斯

大林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中就说
: “

党的

出发点是
:
不实行集体化

,

就不能把我国引向建

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
,

就不能使千百

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
。 ”

他直接把是否坚

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能否使人民群众摆脱贫

困
,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来看待
。

他认为
“

只有

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

术
” 。

斯大林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
,

把坚持

公有制等同于坚持社会主义来看待
,

在坚持公有

制时完全排斥其他非公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的必要性
,

认为非公有经济
“

是资本主义类型的

生产
” ,

是
“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

” ,

社

会主义不能
“

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
” ,

社

会主义只能是
“

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

社集体农庄的所有制
。 ” `’ 6 ]

第二
,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

提高社会劳动

生产率
。

发展生产力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是社会进

步
、

繁荣的强大动力
。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观点
。

斯大林完全继承了这个理

论
。

他曾经反复强调
,

社会进步与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关系
。

在评价
“

斯达汉诺夫运动
”

时
,

他指出
: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树立并实现这样
“

高度劳动生产

率的典范
” 。

并议论说
, “

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
、

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 ?因为它

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
,

更

高的劳动生产率
。 ”

曾经有些人以为
,

社会主义可

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个人物质生活状

况的方法巩固起来
。

他指出
:
这是不对的

。

这是小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
。 “

其实
,

社会主义只有

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
,

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

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
,

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

费品丰裕的基础上
,

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

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
,

才能获得胜利
。

但

是
,

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
,

并把我们苏联

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
,

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

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

否则
,

就绝对不会

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
。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

义就在于
:
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

,

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

这样就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
,

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 ”

苏联要赶超西

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

要建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国

家
,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

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

第三
,

诚实劳动致富
。

要使自己富裕
,

使整个

社会富裕
,

使每个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

斯大林认

为
,

必须贯彻按劳分配
,

坚持
“

不劳动者不得

食
” ,

并且只能是靠自己的
、

大家的诚实劳动
。

斯

大林曾讲
: “

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
,

只需要一件事情
,

就是在集体农庄里诚实地工作
,

正确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
,

正确地使用耕畜
,

正确

地耕种土地
,

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
。 ”

他认为
“

社

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上的
。

社会主义和劳动是彼此

分不开的
。 ”

他希望
“

所有的人都诚实地劳动
,

不

是为别人劳动
,

不是为富豪和剥削者劳动
,

而是为

自己
、

为社会劳动
。

如果我们诚实地劳动
,

为自

己
、

为自己的集体农庄诚实地劳动
,

那么我们就能

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
,

不论是

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
,

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

平
,

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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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 ”

他坚决反对
“

那些 自己不劳动而强迫

别人劳动
,

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
” ; 坚决

“

反对那些好逸恶劳
,

想靠别人养活的人
” 。

他

认为
: “

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好逸恶劳
” ,

而是
“

诚实地劳动
” “

诚实地工作
” 。

五 斯大林共同富裕思想具有突出的现

实指导意义

斯大林共同富裕思想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体

系
,

不仅有方向
、

明确的 目标
,

而且有具体的详

细的内容
,

内容还较为丰富
,

并且还有实现 目

的
、

目标和内容的手段
、

途径和方法
。

这些内容

对我们今天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

首先
,

要实现共同富裕的
、

和谐的社会仍然必

须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
,

我们确实在政治
、

经济
、

次化和社会

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中国人民已经解决了

温饱
,

实现了小康
,

目前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

正

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共同富裕
。

但是
,

由于社会的变

化发展是一个辨证的历史过程
,

我们在取得成绩的

同时事实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

如贫富悬殊大
,

社会

财富两极分化严重
,

以至于影响社会稳定
。

这里我

们就要认真学习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
,

要始终坚

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去实现共同富裕与构建和谐社

会
。

其次
,

要实现共同富裕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找准

重点和难点
。

我们认为斯大林当时指出的共同富裕

实现的重点和难点是要解决工人和农民的问题
,

尤

其是农民的问题
,

这个认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

应

该说
,

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充分地认识了这个问

题
。

200 7 年 3月 16 日
,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讲
:

我们改革和建设的
“

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

求
,

这就是需要解决民生问题
。 ”

他形象地比喻说
“

一个船队
,

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

的船只
,

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
。

如果我们改善了困

难群体的生活状况
,

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

况
。 ”

117 1不言而喻
,

我们如果解决了
“

困难群

体
”

的贫穷生活状况问题
,

我们整个社会全体成员

的共同富裕生活也就实现了
,

社会的和谐也就水到

渠成了
。

第三
,

要实现共同富裕
,

要努力构建和谐社

会
,

还有两点不能忘记
:
一是不能再犯

“

左
”

的错

误
,

要铭记斯大林所认识到的历史发展存在过程的

历史哲学思想
,

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 二是要倡导靠

诚实劳动致富的精神
,

坚决打击
“

不劳而获者
” 、

违法乱获者和利用手中职权
“

勤捞
”

而获的人
。

我

们的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些人了
,

这也是影响社会

稳定的部分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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