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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头一年，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坚白教授90寿辰之年。
杨坚白教授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历经艰险，自1941年初进入革命根据地做经济管理工作和经济研究工
作起，经济理论研究成为杨坚白教授的终身事业。
从解放区的经济管理教学与研究，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综合平衡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从“文革”前夕生
产价格理论的不屈探索，到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直至市场经济理论的热
烈讨论，杨坚白教授驰笔半个多世纪，激扬文字，搏击风雨。
杨坚白教授是新中国建立五十年以来长时期活跃于经济学理论前沿的少数几位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作为从革命道路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杨坚白教授不循教义，锐意创新，在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和改革的理论探索中屡屡取得领先性进展，为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作出卓越贡
献。
杨坚白教授1958年10月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综合平衡研究组（以后先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问题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室）组长，主要围绕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宏观经济等主题进行研究，在这里展开他激越而淡泊的学术生涯。
值杨坚白教授90寿辰之际。
将其有代表性的论文结集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受篇幅限制，很多重要文章未能收入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杨坚白集》收集的杨坚白教授论文大体分四类：宏观经济理论、统计学
理论、生产价格理论、经济改革理论。
下面，根据文集所选文章及受篇幅限制未能收入文集的重要文章，对杨坚白教授的学术思想和贡献作
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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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且益坚永葆清白(代前言)风雨人生剪影铁窗岁月纪实关于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国民收入与综合平衡
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加强统计监督为促进总路线的正确贯彻而奋斗--过
渡时期总路线学习笔记论统计监督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同异辨论共同性的统计学原理国民经
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再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问题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的考据国有企业改革
路在何方?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个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在发展中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作者主要著作目录作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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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综合平衡要以国民收入的运动为主体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从社会再生产总体上考察再生
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及有关各个方面的平衡关系。
这种平衡是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运动为主体的。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质产品的运动就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运动。
计划工作上的所谓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是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出发，按比例地分配人力、物力和财力
，求得全社会的总生产及其构成与全社会的总需求及其构成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社会总产品和国民
收入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得到实现。
　　无论任何社会，如果不是简单的捕捞或掠取，就要先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生产，然后才能得到物
质产品；生产出的产品一般都要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经过分配和交换达到实现；又转入再生产
。
这样，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就存在一个综合平衡问题，即所谓宏观经济的平衡。
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和危机来达到某种平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以满足全体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以节约劳动、按比例分配劳动的规律为依据，运用市场机制，进行有
计划的调节来达到综合平衡的。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本文在谈到综合平衡时是把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品并提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相辅而行的两个指标；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收入虽然是极为重要的综合性指标
，但它还不能包括社会再生产所有的要素。
因为国民收入是纯产品.而对社会再生产进行综合平衡时，不论在价值上还是在实物上都需要对补偿基
金进行统筹安排。
所以，在讨论国民收入时也不能离开社会总产品。
　　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时指出：“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
对得不到解决的，⋯⋯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的解决。
并且，只有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时，这个问题才不
再单独存在。
”①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问题时，必须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
它所依据的两个基本原理就是社会产品在价值构成上分为C、V、M；在实物构成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
费资料。
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实物形式进行分类，因为这里所考察的不仅是价值的补偿，而
且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
问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如何获得消费品？
资本家如何获得生产资料？
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要和怎样使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也就是实现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这些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也完全适用。
我们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就是社会再生产原理的具体运用。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总生产及其构成与社会总需求及其构成之间的平衡，这
就决定了它必须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为主体，以速度和比例为核心。
这就是说，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速度是以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来表示的，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再
生产的各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
因而它们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惟有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国民经济的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在物质产品运动中具有客观的必然性。
速度要受比例关系的制约，把效果和经营管理问题等对速度的影响除开不说，合理的比例将促进速度
的上升，而不合理的比例不仅不能提高速度，甚至会使速度下降。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速度和比例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是有计划安排的结果。
在同样的物质资源、劳动资源的条件下，可以按这种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包括人力、物力、财力），
也可以按另一种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而不同的比例安排就将出现不同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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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总资源（人力、物力、财力）为已定的条件下，它决定着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总规模，从而
对社会生产构成和社会需要构成也起着制约作用。
这就必须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使用价值（实物形式）和价值（货币形式）两方面的联系中研究速
度和比例的数量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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