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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
关于消费类型的初步分析

魏 正 果

( 西北农 业大学农经系 )

摘 要

商品经 济要求有一个发展型 消费而不 是奢侈型消费
。

当前我国 农村有滑向奢侈

型 消费的危险
。

如果注意到这一点 而予 以 引导
,

将会有利于商品经 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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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着
,

广大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

农业正处于稳定增长的好时期
。

但

务必清醒地看到
,

农民能否 保持一个合理的消费水平
,

将是农业能否稳定而不断增 长 的 保

证
。

特别是在国家信贷不足
,

农业要 以自有资金为主以求发展的由自给
、

半自给向商品生产

转变的关键时期
,

资金的重要性当然不必多说
。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 当
·

斯密的一段话
,

对于我国当前农村 的形势
,

很有参考价值
。

他

说
: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

,

不是勤劳
。

诚然
,

未有节俭之前
,

须先勤劳
,

节俭所 积 蓄 之

物
,

都是 由勤劳得来
。

但是如果只有勤劳
,

无节俭
,

有所得而无 所 贮
,

资 本 决 不 能 加

大
。 ” [ ‘’也许是当时英

.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与我们有某些相似
,

所以读来倍感真切
。

西 方 当

前的高消费论
,

己经与他们祖师爷的信仰背道而驰了
,

因为今天的着眼点是资本能否顺利运

动的问题
。

这是他们的矛盾
、

苦恼
。

所以才逼出一个高消费论
。

当然
,

没有雄厚的物资基础

也是不行 的
,

但看不到与物资基础不可分的经济机制所在
,

物资基础既难以产生
,

也难以理

解
。

事实上
,

高 消费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产生出来 的商业推销术用语
,

更与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无关
。

其实质是为了出售而鼓励 浪费
。

消费加上 浪费
,

当然高于一般消费
,

所以 是 高 消

费
。

这一点
,

着眼于诱骗消费者
,

特别是涉
一

世不深的年轻消费者
。

在我国
,

这样干的 也多是

年轻人
,

而最欣赏这个说法的也多是年轻的
、 “激进的” 理论工作者

。

当代的美国大企业家
,

对高消费论不愿身体力行
,

岂不值得深思
。 “储蓄节流是致富之

道
。

有很多人收入不少
,

却不富裕
,

便是因为他们过着有钱人的生活
。 ” 相反

, “
有的百万

富翁生活清苦
,

因为 他们 的财富大都用在不动产或企业投资
,

不 时 还 深 受 现 金 周 转 之

苦
。 ” 〔” “他的财产增加到20 0万美元

。

这位百万富翁依然没有住豪华的房子
,

一

匕没有乘高

级轿车去工作
。

他的食谱也是平民化
。 ” 〔“’这是当今美国商

l

异
,

经济世界的常 事
。

i兑怪
,

也

不怪
。

诱你享受
,

自已不 干
,

伯影响企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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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丁泊费类型的刊步分析 伟

事
,

也渐为更多的人明白了
。

内部不能没有基础
,

外部不 能代替内部
。

再回到亚 当
·

斯密 的
“
节俭

”
论

。

这是关系到内部从仙的重要一点
。

节俭的标准何在 ?

一味节俭
,

民力不 支
,

此类教训不必说了
。

节俭应具体化 为
“合理 消费

” : 1
.

农业生产者

自身生理的要求
。

2
.

商品农业经营者本身素质的要求
。

3
.

文化
、

体育及娱乐的要求
。

东

欧一家报纸
〔‘’
报道

,

人的身心健康和知识积累
,

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独立因素
。

这 与 上

述三点一 致
。

由现代农业看
,

将 日益如此
。

法国农民中75 % 是高中 毕 业
,

25 % 为 大 学 毕

业
。 “

美国农民的技术素质越来越全面了
。 ” 没有现代农民

,

就没有 现代农业
。

但我们只能

由低水平开始
,

无法硬向欧美看齐
。

可见
,

合理消费的本质是着眼于发展
,

可定为发展型 消

费
。

就是说
,

消费不可伤了发展
,

消费既是一个终站
,

又是一个出击前哨
,

至于发展水平制

约消费水平也自在不言中了
。

但在 自给经济时代
,

人们的消费在自给这个目标下
,

必然在观念上只是一个终站
。

从而

使经济发展在观念上就缺乏动力和追求
。

由于阶级原因
,

可分述为
: 1

.

农业劳动者 的低水

平生存型消费
。

其最高要求只是温饱
。

而实际上对许多人只是一种不可及的向往
。

2
.

统治
,

者 的高水平奢侈型消氮 其最低要求也是过度和挥霍
。

至于少数贵族豪门
,

其浪费
、

豪华可

达今天难以想像的荒唐
、

可笑程度
。

上述两型
,

盈亏互补
,

巧妙结合
。 “
朱门酒肉臭

,

路有冻死骨
。” 此时

,

劳动者 无 力 发

展
,

统治者不思发展
。

商品经济的扩张
,

要求对消费在观念上发生转变
,

要求观念与新的 形 势 相 适 应
。

亚

当
·

斯密正是在英国的这一时期
,

谈节俭
,

反浪费的
。

当前我国农村
,

农民向往的温饱达到了
,

但惯性作用在不知不觉中
,

使农民通过温饱这

个站而滑向以 浪费为特点的奢侈型消费了
。

吃喝铺张之风 日盛
,

婚丧事越办越大
,

吃喝名 目

层出
,

全国告急
。

正常的消费异化为既反感又无力自拔的公害
。

商品经济正在兴起
,

而农民

却处于新发展与旧文化
、

旧传统冲突的痛苦中
。

某些新闻媒介也曾为农民敢购昂贵衣物而颂

歌
。

看来在观念上确立发展型消费
,

反对奢侈
、

浪费
,

就不仅是农民的事
。

经济改革要深化

到观念领域
,

简单的行政阻止难以 收效
。

“
高消费

” 的说法使我们对农村的消费滑坡现象视而不见
,

失去了应有的引导
。

问题的

根仍然在历史事实和农民的头脑中
。

他们不必听过
“
高消费

” 这个说法
,

他们只是在竖向上

向本村的地主仿效
,

在横向上向左右邻舍攀比就行了
。

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是艰难的
。

此谓创业难
。

其中一难就是资金短缺
。

所以商品经济自

身必然要使消费类型逐步按照发展的要求转变
,

如果不想在竞争中被淘汰
。

而增强 自觉性
,

将会加速这一转变
。

这是理论研究的意义所在
。

严复 曾把亚当
·

斯密 的书译为 《原富》
,

意

即富国的原理
。

但在晚清社会
,

难 以形成理论力量
。

今天
,

对我们的致富事业
,

终于有了帮

助
。

a卜‘.L.�陈‘.巨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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