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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合作思想在中国的

传播与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合作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合作思想是马克患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

主义过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同党内外各粹机会主义、

改良主义进行斗争中形或和发展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患想

马克思首先分析并高度评价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工人自己

组织的合作工厂，认为它是对财产在有权的"积极弱弃"是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夜形式"①。经

过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关于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后，

"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住的计划组织全自生产'啼，是向共产主

义过捷的中间环节的理论就基本形成了。马克思逝世窟，恩格斯

继臻深入研究法、德等歌褂!各国的农民问题，在〈法德农民问

题〉中，形成了通过合作社改造小私有者农民的思想，从而系统

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社理论。

〈一)合作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攘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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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过程中，使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蓝围内进行着"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吻，这就是从在人资

本肉社会资本的扬弃，从在人企业向社会企业的扬弃。这种扬弃

在殷份公司和合作工厂中表现出来。因为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的

出现"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

本)的影式，百百与私人资本相对立"③。因而，鼓份公司和合作

工厂成为扬弃资本所有权为公共所有权的两种过夜形式"自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啥。组是，

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扬弃。段箭公司的扬弃

"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醒之内:菌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时

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贡和作为私人需富的性度之坷的对立，市只

是在新的影态上发震了这种对立。"⑤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和货

币资本家仍然都是殷份资本的实际所有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在这里前未搔弃。国此，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时产的资本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啼，是对资本所有权的"消

极地揭弃"③。合作工厂黯不同"是在旧形式内对113形式打开的

第一个接0，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型j处都生产出并

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

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己经接揭弃，虽然起扮只是在下述影式上被

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如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

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

生产力和与之梧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

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

来。"③马克思这段话表畴，出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生

产资斜已经是集体所有的财产，与个人财产相对立。财产从个人

私有向集体公有转化，这是对个人财产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在这

个集体占有的联合体内，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已经被克巅，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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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由工人集体支付报酬，监督劳动的性质西哥也葫失了。生产者

使用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使自己的劳动增蕴，霞劳动生产率大大

提高。"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

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镶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嚣，认

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能对立性屡

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市同工人相

对立。"⑩理此，合作工厂是对资本的所有权和资本与劳动对立的

"积极地扬弃'唱。正医为如此，马克思对合作工厂给予高度的诗

拚，他在 1864 年 10 月写的〈嚣际工人格会成立宣言〉中搞出:

"我轩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

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诠给予多么高的

结份都是不算过分的。"@因为合作工厂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

上，商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黑现代科学要求

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部工人除级劳动的患主跨级参细的条

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

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z 襄锢劳动，也像

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母级的影式，它注

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慷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经过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合作社理论，

把合作制与共产主义联合起来。认为在废豫了资本主义制度弘

后，在全国范雷内实行合作生产、联合劳动，那就是共产主义。

1871 年 4 月 16 吕，巴黎公社通过法令，命令对工厂主停工的工

厂进行登记，拟定了担这些工厂原有的工人联合成一些合作社来

开工生产的计划，并报定把一切合作社结成一个大联盟的计划。

这个计划随着巴黎公社的失敢，也就没有实现u 组是，马克患和

恩格斯却从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雏形。恩格斯指出:

"这种组织不但应该在每一个工厂内以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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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捏这一费联合体结成一个大的联盟:简言之，这种组织，正

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

共产主义。，，@马克思在为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丽写的

〈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统治阶级中那些一方西叫嚣共产主义

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对合作制生产进行"令人厌恶地、

大声疾呼地鼓吹"者，辛辣埠揭露说"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

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鹊度，如果联合起来

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居生产，从商控制全国生产，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痊孪现

象，那么，请陪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

吗1"③1886 年 1 月 20 日至 23 日，恩格斯在与李卡克内西和倍倍

尔等商讨德国工人党在议会斗争的策略时，明确地指出"在南

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援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

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患和我都没有怀疑过。"@

但是，马克患和恩格斯又清醒地看到，合作制要成为共产主

义的过接环节，必须具备一定曲先决条件却无产除级夺取政权。

"合作髓度眼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

这种狭小影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提社会生产变为

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曲社会

变革，社会制度基醋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

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租大地主手中转移窍生产者本人的手中

才能实现。"@这个先决条件是区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思想与马

克思主义合作思想的分界线，也是划分资产阶级合作思想与马克

思主义合作思想的试金石。，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于的合作

工厂"起初只是在下述影式上被扬弃，部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

启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

动增殖"@。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包围下，少数的合作工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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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采瑕许多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必然会再生产出现有制度的

一切缺点"@。

(二〉合作社是农民走向共产主义的中间环节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在

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把农民吸引到革命

方面来，并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巩踵的工农联盟，要取得革命的

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在〈己站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一书摘要〉中指出..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

}L是像在西歌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据多数曲地方，凡

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襄农所代替的地方

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

从商把他们圾引到革命方窜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

地私有能向集体所有制的过夜……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

施，例如宣布J.l除继承权或疫榕在民所有权。"@这里，马克思提

出了一个非常困难丽又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要促使土地私有制

期公有制过渡，又不能应却襄除农民的所有权，商要让农民通过

经辟的道路来实理这种过援。那么，实现这种过援的经济道路是

什么呢?患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

患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我们

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幻的私人生产和在人占有变为合悻

柱的生产和占有。"@患格斯设想把农村中的不同居民分别组成各

种合作社。

首先，捏小农的私人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患格斯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堆的所有者和程假者一一尤其是

所有者，这块土地逼常即不大于值的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

限度，也不小子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唱。在农村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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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民剖题的重心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只要搞清楚了

对他的应有的态度，我幻就找到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

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其次，对中农和大农也要把他们联合成合作社。中农和大农

是农村愚民中处于小衣和大土地占有中间的过渡或份，其中中农

更倾i句子小农些，当他们处在小农占侥势的地方时，他的在利益

上和现点上同小农没有什么本质区珉，因为值的的经验告诉他

们"有多少镶他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但是，在中农和

大农占有优势而农业经营又重j处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

完全不同了。"@可是"只要还存在真正能大农相中农，他们就

非雇匍工人不可"@。对于他们，我们也要给予关注"当然我的

更关必得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绝不许诺让雇何制

度继续存在下去。对中农和大农，我的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

夺"而是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

内愈来愈多地消踪对雇饵劳动的羁醋'吻。国对也告诉他的，在

他的没有完全放弃剥割以前，不能享有全国大生产合作社所拥有

的"南等权利和义务"。

再次，羁夺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归全社会公有，交给原来在

这里劳动的农业工人联合成的合作社进行经营。大土地占有者，

指的是"毫无掩悔的资本主义企业"即资本主义大农场。对他

f口"事情才十分简单"，"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

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把这祥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

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或合作柱的

农业工人使用n@ 。

为键康地引导表员走上合作社的道路，患格斯提出了一系列

的原则。(1)绝不能剥夺小农的原期。因为小农是劳动者，是无

产阶级的同盟者。对小袁土地的剥夺，就等于把同盟军赶到敌人



的辞营去。 (2) 坚持自累累期。"我吉]尉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

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

话，就使他的易于过撞到合作社，如果他fn还不能下决心，那就

甚至给他们一些时坷，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

问题。..@ (3) 坚持示范的原翔。"不是采用暴力，商是通过示范

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啦。"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

些可能仍在反拄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

性，而且也许会使某些大农看到这些优越性。，，@ (4) 坚持教育

原赔。"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门要挽救和保

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捏它们变成合作柱的占有和合作柱的

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便农员走向

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

房屋和家园，大巍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

式。，，@ (5) 坚持国家帮璋的累则。"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灵的莉

益市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

是自费金钱，然商这都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

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

来，我们可以徨慷慨地对待农民。"@

把农民引导到合作社道路以后，在充分发挥带着兴奋憧快告

情自愿进有的联合劳动的农民积极性和"大规模经蕾"的钱越性

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让解敷出来的劳动力去从事

开发性生产。扩大耕地面我或给予资金帮助"去从事副业"生

产，使广大社员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这时，在广大农

民中享有崇高或信的"社会领导机梅"就可以"逐渐把农离合作

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实理向全社会既有制过霞。从商

"使整个合作社及其个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

的权和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就是"把这些合作社逐渐



变成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组成部分，以便和i用"全国大生产

合作社"这个中间环节，逐步实现自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

二、列宁曲合作思想

到宁是在一个农黑占多数的国家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

命和建设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合作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合作患握。

{一)十月革命前的合作思想

十月革命前，列宁在窍国际、国内各种机会主义斗争中，针

对当时对待合作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深刻而明确地阐述了合作

社的性贡、作尾、局摄性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合作社的态度，批

亮了各种错误思想，捍卫租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

只i宁的基本理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合作社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撞出，在第二国际的

合作社运动中，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防级斗争

的路线，承认合作社对这个斗争的意义，认为它是进行这个斗争

的工具，是进行这种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并且确定了在什么条

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这种作居而不会成为纯粹的商业企业。另

一条是小资产防级的路线。它模糊了合作柱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

作用问题，脱离这个斗争来谈合作社的意义( llP把无产跨级和小

业主对合作社的看法混为一谈). Jti笼统的语句规定合作柱的吕

的，这些笼统的词句在资产阶级改隶主义者即进步业主和小业主

的思想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消费合作社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组织。列宁认

为，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作用是<<能够减

少各种商业中介人的剥削，影响商品供应者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

件，改善合作社职员的生活状况" "能够在罢工、商盟歌鱼、政

治追害租其他变故期间结工人支持"无产阶级的合作社捏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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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后，说练他的强立地处理事务和组织消费，并"把他的

培养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组织者。"@但是列宁并

没有"把合作社捧上了天"而是指出了合作社的局限性。只要

生产资料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逼过?消肖费合作社可以取得的

改善只能是援不显著的改善

错觉，以为不用进行所级斗争和剥夺资产除缀，通过这些组织就

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认为消费合作社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

义的一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为了消

费市有计划组织生产的大消费合作社;第二，没有强有力的多方

面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西消费合作社就是这许多

方面曲一个方面。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

除级手里，消费合作社就是可怜的一小部分，它保证不了任何重

要的变动，引不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有时反倒使人晚离争

取变革的严重斗争。工人在消费合作社中获得的本领非常有用，

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只有政权转入无产阱级手中以后，才能

充分和用这些技能。"@

再次，无产阶级政党要积摄弯曲和科后合作社。列宁认为，

无产阶级政党宣号召工人"如入无产阶级的靖费合作社，尽力便

进它们的发展。同时坚决保持这些组织的民主娃"@z"在消费合

作社中通过坚持不懈的社会主义宣传，帮助向工人传播阶级斗争

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合作社同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他工

人组织的联合"努力使工人运动的一切形式尽量更如接近。"@

第四，合作社对有钱的富农最有莉，是向资本主义的进步。

"在所有这些改善、减价和合作社〈买卖商品的联合组织)中，

最占便宜的是富人。"@在农鱼合作社和信用合悖社中，同样是富

有的农民最占便宜。这首先是因为贫雇农没有钱缴纳入社费和殷

金，加入合作社的数量少，国商享受合作社的最务和这些红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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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也很少。亮宁举领i说明了这个部题 u在全德国一共有四百

万贫农，如入合作社的只有四万人，这就是说，一百个贫在当中

只有一个人得到这些合作柱的好处。这四万贫农总共只有十万头

奶牛。其次，在一百万中等农户郎中农里，加入合作社的有五万

人{就是说一百个人里有五个人如入)，他们有奶牛二十万头。

最后，在三十三万多个富有农户(地主和富农算在一起〉里，加

入合作社的有五万人(这就是说一百人里富有十七个人如入!)

而他们的奶牛赔有人十万头!"@因此，合作社"对所有的地圭和

农民资产段级是有利的J'@列宁还指出"小农协作社是经济进

步的一个环节，但它是向资本主义进前，商决不是像人的经常所

想象和新言的那样向集体主义进步。褂fF桂没有削弱在韭中大生

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哥是如强了这种优越性，因为大农户有更

大能可能建立协作社，利用这种可能的就会也比较多。"@

(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合作思想

这个时期列宁的合作社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原有消费合作社

的和用改造和屠共耕制改造小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消费合作社的利用和改造。十月革命姓利后，列宁

一再重申"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统一的合作柱"@，"无诠在供应或

分配方菌，整个社会都在该是一个总的合作柱"@，"社会主义国

家只能在这种情提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由许多生产消费公社

梅成的律系，商这些公社都能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

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每日劳动时部减少到

七小时或六小时以至于更少。"i@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列宁

打算对全民的生产和消费实行统计和监督。为此，列宁想利用消

费合作社。他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留给了我们一种群众髦

织一一消费合作社，这种组织便于我们过涯罢对产品分配实行广

泛的计算和监督。，，@但是，这些资产阶级合作社"漫透了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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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社会的精神" .，无法使这些合佯社服从我们。"@理此，必须对

它ffJ进行改造。列宁的改造计划是把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收扫

雷有，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分配机关;取?当入社费和鼓金，全自公

员都必须加入当地的消费合作社;每个地区只办一个合作社;合

作社必须与撞方苏维埃机关协商工作，并在地方机关严格监督下

进行活动;把资产阶级分子完全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内排除出

去。不久，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联，支持苏联匮内自

俄将军的叛乱。战争迫使苏联采取或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一切

为了战争"的口号下，政府实行余粮在集髓，对合作桂拥紧了改

造。列宁指出"在分配方噩，苏维埃政权现萍的任务是坚定不

移地继续在全匮范围内用有诗如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

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曲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

个分配矶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层最

少的劳动来分配-tJJ~昌、霎品。"9合作社就是达到这-[3的悔过渡

手段。 1919 年 3 月 16 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清费公社的

法令}o 1920 年 4 月俄共〈布)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又决定把所

有的合作社合并费消费合作社，各级消费合作社归粮食人民委员

部管理。

其次，居共耕制组织直接过渡到公共经济。对小农经济的社

会主义改造上，列宁的最韧设想是实行共耕制。"没有…共耕制，

我的就无法使土地担全体劳动者所有" "如果我们现在饲然依靠

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的是自由土地上的吉由罢，也不免要灭

亡。，，~十另革命嚣，苏维埃政权在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提

出"要为共耕制而斗争"并于 1918 年 2 是颂布了吕的在于减少

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的土地社会化法令。进入战时共产主义

时期，列宁进一步强嚣，共耕制是"振兴农鱼，改进农业，节省

人力，司富袁、寄生虫和剥醋者作斗争的手段"，"是摆跟小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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