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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国家农场管理学的几个基本理论

以及它们在我国能否应用的初步探讨

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贾文林

资本主义农场在比较
一

民期的
、

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巾
,

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

有

些经验已经上升到理论水平
。

这些理论对于管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企业有无参考和使用

价值 ? 如有
,

其限制和特点如河? 这类问题是我国实现农业管理现代化过程 中急需研究

的问题
。

、

本文只拟就资本主义国家农场管理学 中的
“ 报酬递减

” 理论以及与这一理论有

密切联系的 “ 使不同用途的边际报酬相等
”
的理论

, “ !几会代价
” 理论和 “

代替
” 理论

作一简介
<土》 ,

并初步探讨一下它们在我国农业企业管理中应用的可能与特点
。

报 酬 递 减

这一理沦要解决的司题是
:

假定其 池生产条件不变
,

只有一种役入的资源可变
,

这

种 资源投入多 少
,

效果最好 ?

这一理论可从物质方面首先考虑
,

然后再从经济方面考虑
。

从物质方面说
,

报酬递减理论的涵义是
:

其他资源不变
,

当一个投入的资源递增

时
,

边际产量 ( m ar g i n a l o ut p ul ) 或者经过一个开始的递增阶段而后递减
,

或者不经

这一阶段而递减
。

例 扣某单位曾试验氮
’
!巴对于玉米产量的影响

,

播种量每英亩 22
, 。00 粒

,

行距
、

灌水

等其他条件都不 变
,

结果如表 1
。

在这个例子中
,

每增施 25 磅氮所增收的玉米量不断递减
,

第五次的增收量只相 当于

第一次的 6%
。

如果每磅氮值 1
.

5角
,

每英斗玉米值 2 元
,

则最后一次增施 25 磅氮是不

合算的
,

因为增施了 3
.

75 元的氮只增收了 2 元的玉米
。

类似的边际报酬变化的数据都已通过播种量
,

灌水量
、

给每头产品畜的饲料量等试

验取得
。

<
.

” 简介的观点与数据圣本上都意译自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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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增施氮肥引起的玉米产组变化

量)

亩
产英

/
米斗

英
玉(每亩所施纯氮

( 磅 )

每增施 25 磅氮增收的玉米
.

( 英斗 )

1 0

6 0

1 1 0

1 3 5

1 6 0

2 1 0

8 4

1 1 7

1 3 3

1 3 9

1 4 4

1 4 6

1 6
。

5

8
。

0

6
。

0

5
。

0

1
_

O

增施 50 磅氮增收的玉米除以 2
,

即得本栏数字
。

为了进一步阐明可变资源的投入量与产品量 的关系
,

可将物质报酬递减的许多现象

概括为一个假设的表如下
:

表 2 投入劳资数量的变化所引起的玉米产且变化

. . `` . . .

一
, `` . 目 . ` . ` . . . 曰口自. . ` ` . 阳

一

劳资单位 总 产
{ 每单位平均产量 {

量 } }

}
( 英斗 ) 1

边 际 产 量 .

( 英斗 )

ó0ō八O尸a内b几bs
月任J工行J。J19,土心上J工1ǔ11

jl, .ǔJIJnU工从J月了5nUg曰,上ō匕nUCU内匕.....

……
nU浦19自八Q通任J任̀任noCJg自n甘`上1占1工1

.J.一,上JIJ.ǔ1ō,工,上1 0

2 3

3 8

5 4

7 O

8 5

9 9

1 1 0

1 1 7

1 2 0

1 1 8

`19自OJJ往蕊成d八07.000甘八甘确l

曰1,1

介 即最后一个劳资单位所增产的产量

根据表 2 的数字
,

可绘成一个玉米产量变化阶段图如下 ( 图见次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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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产量变化阶段图

’

图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

1
.

总产量曲线一直上升
,

直至边际产量等于零时
,

总产量达到最高点
。

边际产量

为负值时
,

总产量下降
。

2
.

只要边际产量高于平均产量
,

平均产量一直在增加
; 边际产量 一低于 平均产

量
,

平均产量就开始下降
。

边际产量最高点的出现早于平均产量最高点
。

.

边际产量曲线与平均产量曲线相交于平均产量最高点
。

这个图可分为三个阶段
:

从原点到平均产量最高点之处的投入量为第一阶段
。

从平

均产量最高点之处的投入量到总产量最高点
,

即边际产量等 于零之处的 投入量为 第二

阶段
。

总产量最高点的右边的投 入量为第三阶段
。

在不知投入与产品价格的情况下
,

只能断定适宜的投入量应在第二阶段中
。

因为过了总产量的最高点
,

若再增加投入
,

总

产量不 但不会增加
,

反会减少
,

因而即使这种投入不要任何代价
,

供应也不受限制 、

人
也不愿再增加投入了

; 另一方面
,

即使投入的资源非常稀少
、

珍贵
,

至少也应投到使每

单位投入的平均产量达到最高点之处
,

以便充分发挥 这种资源的作用
。

前一极端的例

子
,

如基本上不用什么投资就可引天然泉水灌溉
,

那么
,

主要考虑就是灌溉多少水才能

获得最高产量
; 后一极端的例子

,

如少量优良品种
,

要尽快繁殖
,

以便推广
,

主要考虑

就是播得多稀才
’

能使这 少虽优种萦殖倍数最大
,

而不考虑单位面积产显最高
。

一般资源的适宜投入业应该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

l甲在第二阶段内
。

但到底在哪一

点
,

这就必须知道投入资源与产品的价格
,

才能求得
。 、

研究这一问越
,

就从物质报酬的

递减转入了经济报酬的递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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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报酬递减的研究认为

:

为了取得最大的净收入
,

应将一种资源投入到边际报酬

= 边际因素成本之处
。

道理很简单
: 既然边际报酬是递减的

,

只要边际报酬高于边际因素成本
,

这种资源

的投入再增加一个单位
,

还能使净收入总额有所增加
,
如果边际报酬已递减到低于边际

因素成本
,

则这种资源最后一个单位的投入会使净收入总额有所减少
。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

可假设每单位劳资的费用为 10 元
,

每英斗玉米的价洛为 2 元
,

每英亩玉米应摊的间接费用为 70 元
,

应用这些数字
,

可将表 2 改列为表 3
。

表 3 每英亩玉米投入不同的劳资最所得的报酬

收 入 总 支 出
每英亩

净收入

每 单 位

劳资净收入

一

总一入一

.

收一边一

边总 际产量产量劳单资位

( 英斗 ) ( 元 )

1 0

2 3

3 8

5 4

7 0

8 5

9 9

1 1 0

1 1 7

1 2 0

1 1 8

2 0

4 6

76

1 0 8

1 4 0

桂 7 0

1 9 8

2 2 0

2 3 4

2 4 0

2 3 6

8 0
。

0 0

9 0
。

0 0

1 0 0
.

0 0

1 1 0
。

0 0

1 2 0
。

0 0

1 3 0
。

0 0

1 4 0
。

0 0

1 5 0
。

0 0

1 6 0
。

0 0

1 7 0
。

0 0

1 8 0
。

0 0

一 6 0
。

0 0

一 4 4
。

0 0

一 2 4
.

0 0

一 2
。

0 0

2 0
。

0 0

4 0
。

0 0

5 8
。

0 0

7 0
。

0 0

7 4
。

0 0

7 0
。

0 0

5 6
.

0 0

一 6 0
。

0 0

一 2 2
。

0 0

一 8
。

0 0

一 。

5 0

4
。

0 0

6
。

6 7

8
。

2 9

8
。

7 5

8
。

2 2

7
。

0 0

5
。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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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各栏 的计算法如下
:

边际收入
= 2 ( 元 ) 又 边际产量

总收入
二 2 ( 元 ) 义 总产量

总支出二 10 ( 元 ) 、 劳资单位 + 了O元

每英亩净收入
二 总收入 一 总支出

每单位劳资净收入 二每英亩净收入
、
劳资单位

按照经济报酬递减理论
,

劳资单位应投到边际收入 (即边际报酬 )等于 10 元 ( 即边际

因素成本 ) 时
,

才能取得最太的净收入 (在这里即每英亩净收入 )
。

这个理想的劳资单位投

入量在 9 与 10 之间
,

因为边际因素成才、 10 介于边际收入 1理与 6 之间
。

由于劳资单位在这

里不能分制得那样细
,

只能取近似值
。

在这里每英亩投 9 个单位
,

净收入最大
。

应该指出
,

如表所示
,

每英亩净收入最高点与每单位劳资净收入最高点以及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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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点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

一个农业企业应根据这项投入追求的最高止目标来决定最适宜

的投入量
。

.

.

洲 , ;
一

东 ,

、

以合丝、 r
不

`

心三

使不同用途的边际报酬相等

上述报酬递减的理论考虑的是一种资源投入一种用途的适宜投入量
,

但一个农场常

遇到另一种情况
:

一种资源有多种用途
,

这种资源数量有限
,

不能在各种用途上都达到

上述的适宜投入量
。

在此情况下
,

应如何在不同用途之间分配使用这种资源 ?

使不同用途的边际报酬相等的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

应在不同用途 间分配这

种资源
,

使不同用途最后一个单位的边际报酬相等或近于相等
,

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报

酬
。

假设某农场只有 8 00 元的肥料
,

应施肥的作物有玉米
、

大豆和小麦三种
。

如 1 00 元

的肥料为一个单位
,

根据试验预计三种用途的边际报酬如下
:

第一单位

第二单位

第三单位

第四单位

玉米

3 0 0

2 5 0

1 7 5

1 0 0

天豆

2 0 0

1 5 0

1 0 0

5 0

小麦

4 0 0

3 0 0

2 0 0

1 0 0

现在看这八个单位的肥料如何在这三种用途之问分配
,

才能获得最大的报酬种
_

根据边际报酬与边际因素成本相等可获得最大净收入的理论
,

如肥料较多的话
,

一

应

该给玉米施四个单位
,

大豆三个单位
,

小麦四个单位
,

这样
,

三种用途的最后一个单位

所得的边际报酬都是 1 00 元
,

等于一个单位肥料的费用
,

三种用途都可得到最大的净收

入
。

但这样共需 n 个单位
,

即 1 , 1 00 元的肥料
。

既然农场现在只有 8 个单位的肥料
,

那么
,

就必须压缩三个单位
。

将边际报酬较低的玉米第四单位
、

大豆第三单位
、

小麦第四单位

去掉
,

则只留 8 个单位
,

报酬共计为
:

( 玉米 ) 3 0 0 + 2 5 0 + 1 7 5 + ( 大豆 ) 2 0 0 + 1 5 0 + ( 小麦 ) 4 0 0 + 3 0 0 + 2 0 0 = 7 2 5

+ 3 5 0 + 9 0 0 = 1 9 7 5元

这里三种用途最后一个单位的肥料所获的报酬 1 75 元
、

15 0元
、

20 0 元虽不相等
,

但

巳最近于相等
,

因而总的报酬最大
。

如将玉三
,

豆二
、

麦三的组合改为任何其他组合
,

如玉三
、

豆三
、

麦二
,

玉二
、

豆三
、

麦三或玉四
、

豆三
、

麦一
,

三种用途最后一个单位

的肥料所得的报酬都差异较大
,

总的报酬较小
。

现仅以玉四
、

豆三
、

麦一 与玉三
、

豆匕
、

麦三两种组合对比如下
:

三种用途最后一个单位所得报酬间的差异 ( 以居中的边际报酬与其他两个边际报酬

比较
,

取差异的绝对值 )
: :

玉四
、

豆三
、

麦一
;

( 1 0 0 一 1 0 0 ) + ( 4 0 0 一 蓬0 0 ) 二 0 + 3 0 0 =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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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三
、

豆二
、

麦三
:

( 7 15一 150) + (2 0 0一 7 15)二 2 5+2 5“ 0 5

可见玉四
、

豆三
、

麦一的差异较大
。

不同组合所得的报酬总额
`

玉四
、

豆三
、

麦一
:

( 30 0+2 50书 17 5+ 10 0) + (2 0 0+ 10 5+ 0 0 1) + 0 0 4

二 82 5+ 0 45
.

+ 40 0

二 6 17 5元

而玉三
、

豆二
、

麦三的报酬总额为 19 7 5,

可见玉四
、
豆三

、

麦一的报酬总额较小
。

机 会 代 价

机会代价的理论认为
:

使用一种资源于一个用途的代价等于这种资源其他用途中最

有利 的一个所能获得 的报酬
。

机会代价理论要求将每种资源的每种投入都投于最有利 的
二

用途
。

在决定一种资源用于多种用途的分配时
,

常将机会代价理论与使不同用途的边际报

酬相等的理论结合起来运用
。

例如上述八个单位肥 料的使用问题
,

当考虑第一单位肥料
、

是否施于玉米时
,

发现这一单位的其他用途还有施于大豆和小麦
,

而小麦用这个单位肥

料能得到的报酬为 40 0 元
,

大于大豆用这个单位所能得到的报酬
。

那么将第一单位肥料

施于玉米的
“
机会代价

” 就是 4 00 元
, ,

大于施于玉米所能得到的报酬
。

很显然
。

第一
杏

滩位应施于小麦
。

根据同样的原则
,

第二
、

第三单位应施于小麦和玉米
,

第四单位应施

于玉米
,

第五单位第六单位应施于大豆和小麦
,

第七单位应施于玉米
,

第八单位应施于

大豆
。

这样将一种资源按不同用途的有利程度的顺序投入
,

直至将有限的资源用完
,

不
、

同用途最后一个单位的投入所得的报酬必然趋于接近
。 ,

代 替

代替理论有时用于资源间的代替
,

有时用于产品间的代替
。

资源间的代替要解决的问题是
:

两种以上的资源可按不同的量配合
,

生产同样数量

的某种产品
,

求怎样配合
,

费用最低
。

例如经过试验
,

要使荷兰牛生产 1 0 , 0 0 0磅奶
,

可按下列 A 一 L 12 个配方将干草和精

料配合饲喂
。

干草每磅的价格是 2 分
,

混合精料每磅的价格是 5 分
。

看哪个配方费用最

低
。

资源代替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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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乙
_

资源甲的价格
一西l 奢源甲

-

一 - 一飞葱刃i 氢乙的价百一

这里△资源乙与△资源甲分别为与上一配方比较
,

资源乙与资源甲的差异量
。

△资源乙
△资源甲

称为边际代替率
。

现将12 个配方的数据列入表 4 ,

并借以说明这一计算方法
。

在这个表中
,

千草为资源 甲
,

精料为资源乙
。

△精料
△干草

干草价
精料价

2
“ 一石一

一 ” ·

4U

即边际代替率为每磅干草代替。
.

40 磅精料时
,

这个配方的费用最低
。

因为表 4 的最

后一栏是递减的边际代替率
,

这一比率高于 0
.

切 时
,

被代替的精料价值都大于一磅干

草
,

因而代替可以降低饲料费用
; 这一比率小于 0

.

刊时
,

被代替的精料价值小干一磅干

草
,

因而代替会提高费用
。

表 4 荷兰牛产奶一万磅的精料
、

干草配方
举

、 、 「

品
*

’

…三 二 , 、
’

…, 示 。
毓…

5。。 磅干草代 }
”

每磅干草代替
’

卜 l,J 门丫 目 U夕 J 一 i 二 1` ,盯 男人 」 下曰 弓叮 ,力 义人 } 委办 阿
,毕」可业」 刃章二头声广 } 占八 币」号业」 艺祝 书斗。

… }
·

} “ 日 ” “
’

日 ,、
·

r ,万 ” 】
口” , ,: 。 :。 二

匕Jl匕J4nUnoCUO口QU
.

…
J土1nn

八0ntUù二才do自尸勺ù勺月任J任几O
. .

…
n
ùē日

5 , 0 0 0

5
,

5 0 0

6
,

0 0 0

6 , 5 0 0

7 , 0 0 0

7 , 5 0 0

8 , 0 0 0

8 , 5 0 0

9 , 0 0 0

9 , 5 0 0

1 0
,

0 0 0

1 0
,

5 0 0

6
, 1 2 5

5 , 4 5 0

4 , 9 2 5

4
,

4 5 0

选 , 0 5 0

3 , 7 0 0

3 , 4 1 0

3 , 1 6 0

2 , 9 2 5

2 , 7 0 0

2 , 5 4 0

2 , 4 0 0

6 7 5

5 2 5

4 7 0

4 0 0

3 5 0

2 9 0

2 5 0

2 3 5

2 2 5

1 6 0

1 4 0

0
。

7 0

0
。

2 8

ABCDEFHGxJKL

带
资料来源

:

肯塔基学报 6 4 8期

饲料配方 J 的边际代替率仍高于 0
.

4 0 ,

但最接近
,

因而在这十二个配方中 J是饲料

费用最低的
。

产品间的代替一般适用于两种产品之间既有补助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情况
。

例如许

多谷物农场要在播种 面积结构中有一定的豆科牧草
,

它对谷物的补助作用在于增加土壤

的含氮量和保持水土
,

因而促进谷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 它对谷物的竞争作用主要在

于增加牧草的播种面积
,

就要相应地减 少谷物播种 面积
。

现在的问题是谷物与牧草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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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多大的面积比重才最经济?

如果农场的目标是要在一定的士地上获得最大的总产值
,

则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大

致如下
:

先假设农场原来只种谷物
,

不种牧草
,

即谷物占播种面积的 1 00 %
,

豆科牧草占 。 ,

以后用少量的牧草面积代替谷物面积
,

并逐步增加代替的比重
,

如 l / 6
、

l / 5
、

1 / 4
、

2 / 5
、

1 / 2
。

这样
,

根据 已有的试验
,

会出现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由于

谷物面积减少的比率小
,

而每亩谷物产量提高的比率大
,

谷物的总产量既可增加
,

又可

多得牧草的价值
,

因而总产值 当然增加
。

这个阶段叫做补益阶段
。

随着牧草面积比重的

增加
,

谷物面积比重的减少
,

会出现第二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中
,

谷物产量不增不减
,

但

牧草产量继续增加
,

总产值仍然增加
。

这个阶段叫做补充阶段
。

以后
,

若再增加牧草面

积
,

减少谷物面积
,

会进入第三阶段
,

在这个阶段中
,

每亩谷物产量虽然增长
,

但增长

的比率小
,

不足以抵偿谷物面积减少的比率所引起的产量损失
,

因此
,

谷物总产量减

少
,

虽然牧草总产量还在继续增加
。

这个阶段叫做竞争阶段
。

在竞争阶段中
,

每增一磅

牧草引起的谷物减少的磅数叫做边际代替率
,

这个代替率是递增的
,

即随着牧草面积比

重的增加
,

每增加一磅牧草所损失的谷物愈来愈多
。

但只要损失的谷物价值小于一磅牧

草
,

代替还是有利于总产值增加的
,

所以
,

代替的限度是
:

△谷物
△牧草

牧草价格

谷物价格

过此限度就会使总产值减少
。

这样
,

只要有试验材料
,

知道牧草面积的比重为 1 / 6
、

l / 5
、

l / 4
、

2 / 5 、

l / 2 时
,

谷物与牧草的单产
,

则可以计算总产
,

并比较这些总产的增减变化
,

从而得

出边际代替率
- 。

只要看哪种轮作方式
△谷物
△牧草

最接近并略小于
牧草价格
谷物价格

物草谷
一

牧△
.

△

的数值
,

就可选择这种轮作方式
,

以取得最大的产值
。

在我国应用的可能与特点

上述四个理论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农场管理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资本主义农场

计划的编制
,

决定的做出
,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
。

我们现在要考察它们

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中应用的问题
。

这四个理论中
,

报酬递减是根本的
,

其他三个是以报酬递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

能否在我国应用
,

首先应看报酬递减理论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

有人认为边际报酬的分析方法在生产实践中是找不到的
。

没有哪个农业生产单位会

连续不断地递增一种资源的投入
,

而计算追加投入所得的边际报酬
。

但是
,

如果说在大

规模的生产实践中不容易找到比较准确的边际报酬数据的话
,

在科学实验巾
,

这方面的

事例则是很多的
。 、

现在只举西北农学院土肥组
、

宝鸡市农科所
、

歧山县农科所
、

马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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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革委会 197 5一 197 7 年在陕西歧山县马江公社十个生产队所做的十九个氮肥对小麦增产

的影响试验结果
,

说明这一问题辛 。

表 5 氮肥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投入的纯氮星

( 斤 /亩 )

小麦亩产 增施 6 斤纯氮 1增施 l 斤纯氮

( 斤 )

增收的小麦
( 斤 )

增收的小麦
( 斤 )

4 3 4
。

2

5 1 8
。

5 8 4
。

3

5 6 9
。

6

5 7 3
。

3

5 1
。

1

3
。

7

601218

可见每亩投入的纯氮量由 。 增至 6 斤 时
,

平均每斤 的边际报酬是由12 斤增至 18 斤时

的 2 3
.

5倍
,

边际报酬在这个试验里是很明显地递减的
。

国内的试验与国外的试验一样
,

都
一

证明
:

在其它条件
,

其中包括生产技术不 变的情况下
,

边际报酬先递增而后递减
,

或

者不经递增阶段而递减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

农业生产是生物性生产
,

在农业生产中这种边际报酬递增递减的现象是和动植物的

生理机能有密切关系的
。

对于家畜家禽
,

如果饲料还没有达到维持饲料的标准
,

则不可

能生产产品
。

在此情况下
,

连续增加饲料单位
,

超过维持饲料的标准后
,

产品就会随着

饲料单位的继续增加从无到有
,

从 少到多
,

这时
,

边际报酬会有一个递增过程
。

但动物

对饲料的消化
、

吸收和转化的能力和速度是有限度的
,

并不能按追加饲料的比 例 而 增

加
。

所以
,

到一定限度后
,

边际报酬必然会有递减现象
。

植物也有类似的情况
。

有人认为报酬递减理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

只有一个因素变化
,

这是孤立地
、

静止

地看问题
。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
,

常常是一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同时变化
,

特别是某一资源

的追加投入一般是与技术改进不可分割的
,

因而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是与实际不符的
。

这是批判报酬递减理论最有力的论据
。

在这方面列宁的论断最为精辟
:

“
追加的 ( 或连续投入的 ) 劳动和资本

,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

术的革新为前提的
。

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量
,

就必须发明新的机器
,

新的耕

作制度
,

新的词养方法和产品运偷方 法等等
。

当然投入比较少量的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

的没有改变的 技 术 水平的基础上实现
。

在这种情况下
, `

上地报酬递减律
,

在某种程度

上是适用的
,

这只是说
,

在佼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

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的范围是比较

.
氮肥除种肥每亩 2 斤外

,

其余分冬前
、

返青
、

拔节三期施用
,

每期三分之一
。

除

氮肥外
,

每亩小麦各施了40 斤过磷酸钙
,

作种肥一认施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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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作了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后
,

结论性地指出
: “ `

土地报酬递减律
’

完全不适用

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
,

而只是极其相对的
,

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

不变的情况
” 。 ( , )

根据列宁的教导和许多科学实验的经验
,

对于这个问题
,

似可作如下理解
:

1
.

在我们制订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的年度计划和阶段作业计划时
,

往往需要对某种

资源的投入作出决定
,

到底投入多少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 ? 我们可以根据 已知的技

术和在此技术条件下取得的边际报酬递增递减的数据
,

算出适量投入之点
。

2
.

由于新技术可以冲破在旧技术条件下那些数据的束缚而提高边际报酬的水平
,

管理人员应该积极鼓励技术人员和群众的技术革新积极性
,

并随时了解有关资料情报
,

以便在本企业进行新的试验
,

在新技术的条件下
,

取得新数据
,

指导下次的决定
。

3
.

边际报酬递增递减的曲线
,

从长期的观点来看
,

不断被新技术打破
,

产生水平

更高的曲线
; 就短期来看

,

( 如一年以内 ) 它又有相对的稳定性
,

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它

作出比较正确的资源投入决定
。

只让一个因素可变
,

这样研究的结呆
,

确实常有很大的局限性
。

如能将几个密切联

系的因素结合起来研究
,

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

如西北农学院土肥组等单位 于 76 一

77 年在同一公社试验证明
:

在亩施过磷酸钙 40 斤的基础上
,

每亩再分别施氮 6 斤
、

12

斤
、

18 斤
,

在缺雨时及时进行冬
、

春灌溉
,

这样
,

灌溉的小麦较不灌溉的每斤氮增产效

果提高很多
。

具体数据如下表
:

_
’

施 亥
一

量

…
_ 6 斤

拭
:

{
’

12 斤 /

日
’

断
/ 亩

{ 每 产 }
. _ _

{ { {

霎{蓄蒸}里翌)吧卜
-兰一卜一 i二一…一 燮一

呆 l 熬 ` l 灌 溉 的 } 1 3
·

3 } 1 1
·

2 { 7
·

5

_
l 郎

: 一

卜
: : . :

!
. 1 .

一

_
l
一 “ l

一
: .

几个因素结合起来研究效果较好
,

但这不是说单项因素的研究就没有 用 处 了
。

有

时
,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

单项因素的研究即可 回答问题
。

如在饲

料配合已知的条件下
,

要研究用这些饲料养猪
,

养到活重若干
,

饲料报酬最高
,

最为经

济 ? 在这种情况下
,

其他因素暂不考虑改变
,

是完全可以的
,

也是切合实际的
。

除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检查这些理论在我国是否可用外
,

还应该注意到社会

制度不同给应用这些理论带来很大的特色
。

资本主义农场的劳资投放主要是受价值规律

支配的
。

生产什么 ? 生产多少 ? 各种资源投入多少 ? 都是 以最大可能的利润为 依据来决

定均
。

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不是这样
,

生产什么 ? 生产多少 ? 投入多少 ? 首先是受社会主

义 毖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

具体地说
,

国家用直接
一

计划和间接

《列宁全集 》 第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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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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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方式
,

给社会主义农业企业安排的任务以及集体农业企业根据自给的需要确定的

任务
,

对社会主义农业企业起着主要作用
。

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仍有很大的

作用
,

但企业是在服从国家计划的前提下
,

运用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核算的
。

这些理论既

然只是经济核算的一些原则和分析方法
,

它们只能在服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提

下运用
,

而不能象资本主义农场那样唯利是图
。

在另一方面
,

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使农业领导机关有可能在一定意义

飞将全菌农业当作一个大
“
农场

”
来领导

,

并根据经济核算原则很好地给各地区分配有

限的投资与实物
,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拟的
。

例如我们的农业机械
、

化肥
、

农药
、

电力等资源应优先供应哪些地区了 在地区之间如何分配 ? 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
,

各个

地区先化什么 ? 后 化什么了 这就必须进行大量调查研究
,

根据 “
机会代价

”
和

“
使不同

用途边际报酬相等
” 的原则

,

做出正确的决定
,

以便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

由于我国资源情况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与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差异很大
,

我

们运用这些资源的适宜方式与追求的最高 目标都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

这也给我们运用

这些理论带来很大特点
。

例如农业劳动力资源
,

在我国大多数农区是非 常丰富的资源 ,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相对稀少的资源
。

粮食
,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余
, 在我

国还没有充分 自给
。

因此
,

他们的农场非常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他们投入劳动 的最

大限度就是使边际劳动单位的报酬等于这一单位的费用
,

他们部分农民还按照机会代价

的原则
,

常去干一些非农业的活路
,

以增加收入
。

有些国家
,

人均耕地远远高于我国
。

因此
,

他们对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
,

不如对劳动生产率那样重视
。

我们则应一面因地

制宜
,

广开林
、

收
、

渔
、

工
、

副等门路 ( 这些门路的边际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农业 )
,

以

提高劳动力利用率
,

并通过全面发展
、

总产值的提高
,

米提高劳动生产率 , 在另一方面
,

农业内部还应继续发扬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

充分发挥庞大的劳动力的作用
,

力求单位

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提高
,

·

以 保证全国人民有足够的根
、

棉
、

油等基本生活资料
。

这个

目标应高于最大净收入的目标
。

以表 3 为例来说明的话
,

如呆只考虑劳动的投入暂不考

虑资金 , 我们的劳动适宜投入量应是 10
,

而不是 9
,

更不是 8
。

反之
,

如果只考虑我们

稀少的物资如化肥
、

农药
、

机械
、

电力等
,

暂不考虑劳动力的话
,

则适宜投入 量 应 是

8
,

因为节余下的物资还须在其他用途上发挥作用
,

还要按
“
机会代价

” 和使
“
不同用

途的边际报酬相等
” 的理论来合理安排

。

综上所述
,

以边际报酬分析为基础的几个农场管理荃本理论
,

只要我们如实地认识

到边际报酬递增递减
“
规律

” 的相对性
,

即旧的递增递减
“ 规律

”
随着技 术 进 步

,

经

常被新的递 增 递 减
“ 规律 ”

所代替
,

即 递 增 递 减
“
规律

” 只有相对的
、

短时期的意

义
,

而不是什么
“
水恒的规律

”

气 更没有任何理 由借以为资本主义的弊端辩护
,
在这种

认识下
,

这些基本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还是有用的
,

它们可以增强我们管理

中的计划性
,

减少盲 目性
,

帮助我们更合理地利用充足的和比较稀少的资源
,

达到我们

追求的经济 目标
。

, 列宁认为土地报酬递减律相对的说不上是一种
“ 规律

” 。

因此我们不妨将递增递

减看成是变化着的一些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