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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资政卷》由已故国学大师任继愈担任主编，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分类配图
结集出版，目的在于将讲座的精华内容传播给更多读者，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在位于北京文津街的
“老北图”院内举办的“文津学术文化讲座”，是享誉京城的一个知名讲座品牌，其主讲人都是像任
继愈、汤一介、李学勤、方立天、叶嘉莹、楼宇烈、乐黛云等国内一流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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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
书馆名誉馆长。主要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老予绎读
》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9本）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
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录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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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何祚庥 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陶文钊 “9·11”事件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郭齐家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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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与未来社会董辅初 发展中国私营经济问题王晓秋 19世纪东亚各国的对外意识及其比较柳传志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四道关口叶秀山 哲学的意义厉以宁 新时代对管理人员的要求刘国光 更加重视社
会公平问题金冲及 振兴中华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周国平 哲学的精神任继周 实行草地农业确保粮食
安全耿云志 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周先慎 陆游的爱国诗歌方克立 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文化走向方
克立 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

Page 4



《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章节摘录

插图：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今天我主要讲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而不打算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
的规律。一提到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通常很容易理解为要通过变革或调整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但
问题是生产力还有独特的发展规律。生产力独特的发展规律一般人们关注的比较少，总的来说，还未
引起广泛注意。江泽民“七一”讲话突出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他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
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人们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总是通过不断调整
或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其中典型的思维模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维模式，是“抓革命，促生
产”。用毛主席的话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最近几年的某些人的思维模式是“一包就灵”或“
一股就灵”。还有一些人眼睛总是盯在体制改革上，以为只要体制理顺了，生产力就会自动地升上去
。我历来不主张这个看法，因为生产力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在经济方针方
面就会发生很多错误。体制改革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我
们所奉行的体制，的确不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体制改革到一定阶段就需要稳定。邓小平同志
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2
页）所以体制改革不能老改，到一定时期就要“定型”，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关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我总结为四点：第一个主要发展规律是生产力是在不断满足居民的需求基础
上变化发展的。这一个发展规律其实是一般性常识。因为生产的目的总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需要，如果
居民不需要的话，就不必再生产了。所以发展生产力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讨论生产与消费或供给与需求
的关系，这个问题讲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并不一定简单。问题在于需求怎样反映给生产者，这个问
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过去是通过计划，计划容易做到使生产有计划按比例，但是老百姓的需求怎样
反映到计划部门这一点就不好解决，这也是计划体制的弱点。例如，在座的人穿着的衣服颜色有白色
的、黑色的和黄色的，如果现在国际流行色为蓝色，则人人都去购买蓝色的服装，这种需求反映，通
过计划就很难体现，通过市场运作则更为适当。我国之所以要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其问题不
在于生产计划会出错。生产计划可以运作得很好。例如，炼一吨钢材需要多少吨煤，需要多少度电，
需要多少矿砂，这是可以算得很清楚的，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钢材的花色品种有多种多样的需要
，特别是市场迅速变动的时期，我们要灵活地反映这个需求就不太容易了。市场机制在反映需求方面
就比较灵活比较直接。如果需求减少了，价格就会下跌；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涨。价格的涨落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调节了需求。所以说，市场机制较能妥善地解决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关系。当然市场
机制也有弱点，弱点是对眼前的需求反映得比较灵敏，对长期的潜在的需求就不容易看得很清楚。非
常重要的一点是需求是在不断变动的，请十分注意这一观念，人们常常把需求看做是静态的，其实需
求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不断变化的。眼前的需求可以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落进行调节，当然对长期的需
求也会有所“感觉”。但是这种真实的需求要到10年、20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到了10年、20年后，
有了市场信息你再来把供给加以改变，把生产力的配置加以改变，来适应这个市场需求就为时已晚。
所以在纯粹的市场体制下，短期需求或微观方面的需求反映比较直接，宏观方面的需求市场就不能很
好地反映，在这个方面就需要国家的指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
经济再加上国家的宏观指导，希望通过看不见的手，亦即市场的需求和看得见的手，亦即国家的宏观
指导来把生产和消费供给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我讲的这个问题与“姓资”、“姓社”无关。不论
资本主义所有制或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都是要解决一个生产和消费或供给和需求的
相互关系的问题。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老百姓的生活不断富裕之后，就会
逐渐提出新的需求。刻画这一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统计一下居
民的收入当中有百分之几十用于解决居民吃的问题。恩格尔系数如果是70％-80％，就是比较落后的国
家；如果吃的支出占到40％-50％，就是中等发达的国家；占到30％以下那绝对是发达的国家。我们现
在的居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解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几乎都是用于吃，例如，在解放初期、文化大革
命以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收入的80％-90％都是用于吃的。这几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开始下降，
用于吃的开支下降到50％-60％，例如，现在北京市按照我的了解，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50％以下。
也就是说，居民的收入提高以后对开支都有一个打算，首先是解决吃的问题，然后才有其他的开支。
除了恩格尔系数之外，还可以定义一个新的系数，即居民用于精神消费的支出占收入的百分比。居民
用于买书、买报、学习、教育、收听广播电视和得到信息等的消费支出都叫做精神消费的支出，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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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出不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精神消费的需要。以这部分支出定义的系数恰好与恩格
尔系数是相反的。随着生活富裕以后，这个系数就越来越大，这部分支出所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也越来
越大。中国历史上管子说过“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即吃饭穿衣满足之后，然后人们才讲究他们的精
神生活。“仓廪实而后知礼仪”，“仓廪实”即仓库中的粮食充足以后老百姓才讲礼仪道德。这是管
仲很著名的一段话，它反映了人们的需求总是先满足吃穿用，然后才讲精神生活。现在发生的问题是
我们居民在逐渐富裕之后，用于精神生活的开支占总收入比重多少，这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系数，过
去这个比重微不足道，现在这个比重就很值得研究。这样一些变化说明，居民富裕了以后，其消费结
构是不断变化的。这一需求反映到生产力上，也就是产业结构需要不断调整。如果当时居民主要的需
求是吃的话，那农业就是第一位的；如果居民除了吃之外，住房、坐车等家用支出占的比重较大，那
工业就上升为最重要的地位；如果服务性的需求，包括生活性的服务和生产性的服务成为主导的需求
，那么服务性行业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这就是在产业结构分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里需要讲一件事情。现在人们通常使用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的分类，在名词的翻译上并不准确。原名应该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70年代末期
，我与罗劲柏同志向国内介绍这一分类时，翻译作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但是中国
人的习惯不喜欢讲五个字的名词，所以就简化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但是为什么原文要有个“次
”字呢？因为“一次”、“二次”、“三次”的概念，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为
满足吃的需求，所以第一次产业就发展起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一定时期农业就显得很重
要。有了较发达的农业之后，慢慢地居民吃和穿的需求就开始满足了，等到吃和穿的需求满足之后，
别的需求如住、行、用等需求就开始变得重要了。因此，就要求发展工业，工业就成为第二．次产业
。随着工业的发展，就出现了第三次产业即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有两类，一是生产性服务，还有生活
性服务。有了生产性服务才能让第一、第二产业迅速发展，如种子集中供应、销售能否有市场，还有
金融、保险等。所以一些国家为了进一步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开始发展服务行业。同时居民还
有生活性质的服务，例如，人们看病的需求，知道信息的需求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第三产业就开始兴起。现在在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60％-70
％，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20％，第一产业只占到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几。我国农业占国民经济的20
％-30％，工业占40％～50％，而服务行业只占20％～30％，所以我国的第三产业比较薄弱。但如果需
求是不断变化的话，不调整产业结构，就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需要看到这一点，产业结构的调整
是在居民需求变化的基础上调整的。对于这个形势需要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认识这个形势就不懂得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产业结构有调整的话，一些行业就需要“下马”，
一些行业就会“上马”，一些产品会淘汰出局，一些产品会更新换代。这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而且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发生劳动者的失业和就业的问题。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说，随着产
业结构的调整而引起的相应行业的职员和工人不断地下岗转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与“姓资”
还是“姓社”无关。不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社会主义制度下，都会发生这一下岗和转岗的问题。
任何一种产业都会有上升的时期，上升到一定时候，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之后，就只会缓慢地发展了
。这是由老百姓的需求决定的，需求的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地调整。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的
结果。第二个主要发展规律是生产力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生发展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我们的生产力会做重大的调整与重大的变革。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就进入石器
时代，是懂得用石头作为工具，石器时代随着加工程度的不同，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石
器时代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青铜器时代，石器加工只是就地取材，而青铜却可以按需求加工，有各
式各样的模具，可以满足各式各样形状的需求，同时青铜也具有一定的强度。青铜器时代之后就进入
到铁器时代。为什么在许多地方不能由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铁的熔点比
青铜高，青铜冶炼的温度一般为700℃～800℃即可，而铁要1000℃以上。当时的人们做不出温度
达1000℃以上的炉子。石器时代反映了原始公社低下的生产力，青铜时代有一个重大的变革，即原始
公社解体，人类进入奴隶制时代。铁器时代却促使人们从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力
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变化的。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进入蒸汽机时代。蒸汽机出现后，引起了第一次
产业革命，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还有重大的变革。从蒸汽机时代，又进入
到电气时代，也就是现在的电灯、电话、电视等。从电气时代又进入到原子能时代，这几年又进入到
电脑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生产力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地发生生产技术的改变，而这种改变
归根结底是由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所以应该看到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的规律是生产力是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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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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