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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科学方面

西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
,

习 仲 容

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 ?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有没有值得我们可
一

以吸取的科

学方法 ? 这个问题
,

在林彪
、 “ 四人帮 ”

横行时期
,

也是被列为
“
禁区

”
的问题之一

。

随着
“
四人帮

”
的覆灭

,

特别是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的转移
,

经

济管理工作越来越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的时候
,

弄清楚这个问题
,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

和对待国外现代化管理的经验
,

总结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经验
,

整顿和改革企业管理
,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

更快地把我国企业管理从落后的
、

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
,

转到适

合于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上来
,

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是非常重要而迫访的 、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科学方面

是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必然表现
-

企业管理
,

作为对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的计戈J
、

组织
、

指挥与 协 调
`

的职

能
,

是一个既涉及到人
,

又涉及到物的过程
。

马克思主义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
,

`

认为金
业管理的属性

,

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
一

的内容
。

一方面
,

一切社会

化的大生产
,

生产技术的发展
,

都有其客观规律
,

都需要按照客观规律 的要求
,

对生产

和技术进行科学管理
,

这是不以人们的社会关系而变化的
。

马克思曾经生动地把这种管

理社会化生产的职能
,

,

比喻为就好象战斗部队需要将军命令
、

乐队需要乐队指挥一样
,

是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必不 可缺少的条件
,

指出
: “ 一切规模较大 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

同劳动
,
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

,

以协调个人的活劝
,

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
一

动

一
不 同

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 的运动— 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
。 ” ①这是企业管理所体现的

共同劳动过程的客观的科学属性
。

另一方面
,

企业管理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关系
。

在阶级社会里
,

企业管理是古有生产

资料的阶级
,

实现其阶级意志的手段
。

它体现
「

了阶级关系
’

,

反唤了一定的阶级利益
,

为

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服务
。

这是企业管理的社会属性
。

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
,

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袭



西北农学院学报 19 79年第 4期

的
。

资本主义企业对生产过程的管理
,

就是对劳动力
、

劳动资料
、

劳动对
一

象实行台
一

理的

组织
,

达到最优的结合
,

使企业以最低的资本消耗
,

实现资本主义的经 营 目的
。

一方

面
,

这种管理
,

体现了组织社 会劳动过程共同劳动的客观性质
; 另一方面

,

体现了剥削

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

“
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 由社会劳动过

程的瞥卿尧绷三旗履 动过程的
.

特殊职能
,

它同时也是剥削社 会 劳动过 程
,

的 职
能 ”

少澎遨
.

就是 全万荃企管璐的职能所体现的两重性质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二重性
,

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
。

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
, “

一方 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
,

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
” 。

③作为

劳动过程
,

这是工人利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
,

生产劳动产品的过程
,

它反映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
;
作为价值增殖过程

,

工人的劳动则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之下进行
,

劳动及其产

品是属于资本家的
,

这反映着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
。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性质
,

就是由

章丰弃冬生产过珍的这种二重性决定的
。

它是生产的 自然属性和 让会属性的统一 是生

汽管理妇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我们所讲的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科学方面
,

就是
、

厚映社会化生产岑展的客观规律
,

适应管理社会化生产的要求
,

所实行的企业管理的科

学方法
、
它完全是资声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必然表现

,

毋容置疑
。

、

资本主兰伞业管华的方法
,

有其科学的方面
,

这既是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必然表现
,

也是合理推缉织生己力所必须的
。

尤其是在现代化的企业里
,

运用的是机器和 机 器 体

系
,

还俘焦弃簿术鼻杂,-1

咖
企业内部分工精细

,

社会化程度很高
,

内外之间的联系韭
常广泛

。

所以
,

尽管企业是属于资本家的
,

但是
,

合埋地组织劳动
、

指挥生产
,

把成千

上万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
,

按假大机器生产的要求组织起来
,

使劳动过程的各环节
、

各

工序之间
,

均衡而有节奏地进行
,

这种合理组织生产力
,

决不可能由于生产关系的资本

主义性质而成为不必要的
一

。 :

而恰恰相反
,

正是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
,

却大大加

强了企业管理的这一职能
。

东、 几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这两方面的属性
,

我们决不能混为一谈
,

更不能只看到一

方 {面而」道意抹煞其另户方 面
Q

不能因为管理是对生产过程的物的管理
,

因而着不见它的
,

毅削月士质
;

也不能借扫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和剥削而否定管理 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 。

.

,

林彪右
“ 四汰帮赞

`

及其追随者
,

.

为了搞乱社会主义企业
,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

他们把社会

主又必不可少的管理制度 f 管理方法
,

都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反对
,

用反 对 所 谓

“
J

管
、

卡
、

压 ” 沁 竭力鼓吹取消企业管理的谬论
,

暴露了他们妄图逆社会生产发展规律

而
撇

反动本质 `
一

少

一口 当兴` 以
,

机器大工业为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 的职能也在发
,

展着补份方面
,

丈企业管理加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
广 对此

,

当然必须保持应有的阶

级分析
; 另一方面

,

由于技术的进步
,

特另lJ是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运用于生产
,

生产

专 J之了扫打蓉动分江;秘协作饱日益发展
,

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提出来越来越严 密的要求
; 加

之
, 、

电子计算技术充作先进 的管理手段
,

.

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劳动管理
、 生产管理

、

技术

管理
、

经济管理等企业管理 的各个方面
,

出现了高效率管理的一 系列丰富的科学成就
,

、 ;

管理过程越来越科学化
,

管理科学越来越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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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会形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能力
。

这一切
,

都是社会生产发展完全合乎规律的结果
, 是人

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伟大业绩
。

它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

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

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加深着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资本主义制度下
,

企业管理权是属于资本家的
。

管理的职能反映了资本家的意志
,

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
; 同时

,

企业管理的方法
,

却也反映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和要求
。

这本来不是什么矛盾 的问题
。

可是
,

多年来
,

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

的干扰
,

科学
、

技术被说成是和资本主义不能相容的
。

谁要是说为剥削制度服务的企业

管理还有科学性
,

就要犯
“
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 的弥天大罪
。

其实
,

科学和资本主义
,

这哪能是水火不相容的呢 ? 资本主义不正是在科学与民主

的旗帜下
,

取得了反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吗 ? 资本主义也不正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地发展中发展起来的吗 ? 这难道不是近代史上的常识 ?

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的科学性
,

它是与其阶级性并存
,

两者相互联系着的
。

科学

的管理方法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
,

资产阶级就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以加强

其剥削
。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乎科学的管理方法
,

丝毫不是资本主义制度
“
美好

” 的

写照
,

也不可能挽救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

恰恰相反
,

产生于社会化大生产基

础上的科学管理
,

既促进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又加强了资产阶级得 以进行剥削的手

段
,

但它最终却加深着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为根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示

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
,

在客观上起着加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
,

这是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

在私有制度下
,

商品生产者无法支配自己生

产的社会条件
,

生产者的生产过程
,

始终是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中进行的
。

以

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过程越是井然有序
,

而劳动的社会条件则愈益

杂乱无章
。

例如
,

各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过程越是组织得很好
,

整个社会上
,

则会出现

在原料供应
、

产品销售方面彼此盲目竞争力量的加强等
。

所以
,

这种矛盾不断深化
,

终于

造成了否定小私有制本身的社会条件
。

资本主义制度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发展成为生

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 占有之间的矛盾
,

这个基本矛盾也就必然表现为
:

各别企业生产的

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

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
,

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

产过程的日趋专业化
,

分工和协作更加精细
、

严密
。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
,

使企业生产过程的管理一天天向科学化和有组织性方面演进
。

可是
,

与此相联系的必然

结果是
:
个别资本不断扩大

,

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不断发展
,

因而造成整个社会的竞争

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加强
。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这种混乱状态
,

和企业内部 的 科 学管

理
,

正好是相辅相成
,
、

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
。

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

所说
: “

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
,

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
,

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
,

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
,

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

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
,

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

嚎犯的财产权
、

自由和自决的
`

独创性
’ 。 ” ④恩格斯也说得很好

: “
资本主义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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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
:
每

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 日益加强的组织性
。 ” ⑤由此可见

,

资本主义

制度下
,

对企业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
,

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

使资本主义所 固有的矛盾不断深化
。

它客观上为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不断地创造条

件
,

这也是必然的
。

应当把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有原则地学过来

对企业生产实行科学的管理
,

是社会化生产的要求
,

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

决定的
。 “ 这是一种生产劳动

,

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 ” ⑥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
,

经过根本变革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而建立起来的
。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对社会化大生产的继承和发

展
,

这就决定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虽然在经济制度上是根本对立的
,

但在生产管理上

却是有联系的
。

应当而且必须有原则地把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继承 和 学 习过

来
,

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

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完善所必需的
。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方法
,

列宁在马克思关于企业管理二重性理论的基础上
,

曾经给予了极为科学的评价
。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
,

当资本主义最早的科学管理即泰罗制

刚刚问世不久
,

列宁就精辟地指出
:

这是一种
“
榨取血汗的

`

科学
,

制度
, ” ⑦是 “

进

一步压榨工人的工具
” 。

⑧与此同时
,

列宁又十分科学地予见到
,

它将为社会主义条件

下工人管理企业做好准备
,

指出
: “ 只要社会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

工人委员

会就一定能在工会组织的协助下实行这种合理地分配社会劳 动的原则
。 ” ⑨ 一 九 一八

年
,

当着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
,

并基本上镇压了剥削阶级的反抗
,

管理国家已

经变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的时候
,

列宁又严肃地把学习科学管理工作提到了全

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

号召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
,

研究和传授泰罗制
。

列宁

说 : “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 泰罗制—

也同贾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

一样
,

有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
,

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

最丰富的科学成就
,

即按科学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
,

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
,

制

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
,

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
。

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

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
。

社会主义实现的如何
,

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

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
。

应该在俄国研究和传授

泰罗制
,

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
,

并且使它适应下来
。 ” L列宁严厉地批判了当时以

“

左
”

的 面貌出现的
“
左派共产主义者

”
的空谈

,

驳斥了他们加在布尔什维克头上的
“
妥协

”

“ 投降
”
等种种责难

。

反复阐明
,

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
,

学习和采用包括管理托拉

斯在内的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和文化上所达到的一切成就
。

实践证明
,

列宁关于学习资本

主义先进的管理技术的原则是正确的
。

二十多年以前
,

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

社

会主义建设问题摆上了突出地位的时候
,

毛泽东 同志也是这样地提出问题的
。

他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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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要向外国学 习
,

指出
: “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

,

我们要坚决

抵制和批判
。

但是
,

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又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

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
,

用人少
,

效率高
,

会做生意
,

这些都应

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
,

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
。 ”

@

列宁
、

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管理的原则
,

是马克思主义的

原则
。

这也是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实行的唯一正确的原则
。

建国以来
,

我们在企业管理的工作方面乡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 的经验
。

但是
,

、

由于

我国还是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 的国家
,

管理社会化大生产对我们来说
,

又是一 项 新 事

物
。

所以
,

总的说来
,

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还是很低的
。

特别是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的长期于扰和破坏
,

我们的一部分企业的管理还相当混乱
。

企业管理 的这种落

后状态
,

突 出地表现为
,

忽视客观经济规律 的要求
,

用单纯行政的方法管理经济
; 没有

严格的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
,

不讲究经济效果
;
管理手段

一

也很落后等等
。

这就造成了我

国的企业管理
,

一

长期存在着人员多
,

效率低
,

浪费大
,

成本高的老大难问题
。

一句话
,

缺乏科学管理
。

社会主义现代化
,

要求企业管理必须科学化
。

科学管理企业的根本点
,

就是要求按

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
,

改变那种单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
。

例如
,

按照专

业化协作的原则
,

组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

而不是用小生产的
“
大而全

” 、 “ 小而全
”

的要求管理经济
。

在企业内部
,

要按照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
,

组织劳动过 程 的 各个环

节
、

各个工序的良好衔接
,

保持生产的连续性
、

比例性和节奏性
,

避免那种不合理的中

断
。

使供
、

产
、

销协调一致
,

使生产均衡发展
。

还要按技术发展规律的要求
,

不断采用

新技术
、

新设备
、

新材料
、

新工艺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实行企业管理的科学化
,

还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
。

坚决摒弃当

前存在着的分工不明
,

责任不清
,

以及劳动无定额
,

经济无核算
,

效果不评价等 ,’g 乞大

锅饭 ” 的现象
。

把企业的生产活动建立在岗位责任制的基础上
,

形成强有力的生产指挥

系统
。

对企业的经济活动
,

实行严格的统计
、

核算
,

从考勤
、

考核
、

领料
,

一 直 到 成

本
、

资金
、

利润
,

都实行经济核算
,

不断改善经营管理
,

提高经济效果
。

实行科学管理
,

还要随着企业现代化的发展
,

在管理手段上实行现代化
,

采用以 电

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手段
,

并把数学运用到管理方法中
,

实行高效率的管理
。

这些
,

都必须逐步加以实现
。

上述关于实现企业管理科学化的要求
,

以及我们在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

都是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

而资本主义在管理社会化大 生 产 方

面
,

已经走过了几百年发展的历史
,

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

积累了丰富 的 文 化知识和技

术
,

正是我们需要借鉴的
。

我们必须彻底砸碎林彪
、 “ 四人帮 ” 加给企业管理 方 面 的

“ 管
、

卡
、

压 ” 、 “
洋奴哲学

”
等精神枷锁

,

肃清他们的流毒
,

清除他们在这方面造成

的恶劣影响
。

毫不犹豫地实行列宁
、

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这一原则
,

老老实实地学习一

切外国的先进的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
,

随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

高的步子
,

整顿
、

改革我国的企业管理
,

扭转企业管理的落后局面
,

提高企业管理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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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使之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

当然
,

这种学习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

要有原则地学
。

这就是说
,

既要看到资本

主义企业管理的阶级性
、

剥削性
; 也不能象

“ 四人帮 ” 那样一概否定资本主义管理 的科

学性
。

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经验
,

我们必须科学地
、

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
,

去

其剥削性
,

取其科学性
。

而且
,

学习也不能生搬硬套
,

必须结合我国企业管理的实际
,

要在总结我国企业管理经验的基础上
,

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高的要

求
,

创造出我国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

使管理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过程中
,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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