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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济广编著的《公有制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检验和现实保障》对诸多与公有制有或隐或显关系的
理论范畴进行的科学透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公平、公共产品、公共财
政等重要概念做出了新的分析，提出经济改革须以公有制主体为约束条件的观点及其具体要求，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控制论。

　　《公有制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检验和现实保障》对现行公有制经济的体制弊端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对公有制经济监管民主改革论从新的理论角度、运用新的资料进行了论证，针对搞好公有制经济的
关键性途径做出了系列对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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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济广(1954—)，男，辽宁凌源人。
1982年1月辽宁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现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丰要研究所有制理论、企业治理和收入分配等。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国家级1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6篇，《新华文
摘》摘登1篇。
主持、参加各级课题多项，专著、论文曾多次获省、部、市厅级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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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的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认为就是公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从《共产主义原理》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谈到建立公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不和社会主义社会
相区分）带来的主要结果，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点和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这些特点中，他们从未把按需分配作为其中一条，就是在马克思论述按需分配之后，也是如此，他
们对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描述是：阶级和剥削的消灭、生产的计划性、生产目的是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
需要、生产力的大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
他们之所以不强调分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分配方式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依生产力的
水平、生产方式及交换的方式的变化为转移，并且分配方式这种具体的东西不断变化，所以不必在分
配方面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关于按需分配的思想是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这是一篇未准备发表的内部通信——中
提出来的。
在那里，马克思并不是在其他场合那样预见共产主义特征时做出这个论述的，马克思没有把按需分配
说成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正如马克思谈到的，他是为了批判把“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等陈词滥调作为教条重新强加
于党，反对歪曲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才灌输给党并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才谈分配问题的，认为
“把所谓分配问题看作事务的本质并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反对“把社会主义描写
为主要在分配上兜圈子”。
同时，马克思也没有把按需分配作为一种必然性提出来，只是为了批判“公平的分配”才说“只有”
在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有很多不同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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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济广编著的《公有制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检验和现实保障》对劳动价值论做了更符合马克思、恩格
斯原意的阐述，论证了与劳动价值论相辅相成的劳动财富论，并把这两个基本原理以及作为劳动价值
论必然展开的剩余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最终结论公有制更明晰地联系起
来；对经济方式尤其是交换方式和经济危机原理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和灭亡的必然性做
了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分析。
    本书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事业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进行了内在因素和内在矛盾的分析；综合了学术界研
究精华，并融进新的观点、新的实证材料和新的研究方法，将一些非本论题材料引入本问题，通过有
机整合形成了论证公有制高效率论的更全面、更科学、更抓住关键的理论体系；进一步论证了公有制
经济是通向人类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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