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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益 七矛 盾 和 动 力

杨 黎 华

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经济生活中关

键性的问题,列宁曾把它称为
“
人民生活中最

敏感的神经
”

。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近年来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对于物质利益关

系泅处理,最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在经

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必须正确认识

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理顺物质利益的

关系,才能增强企业的活力9调动广大劳动

者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

利益、矛盾和动力,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

矸究∴∵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题。

t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利益作为人们

曲扬质需要及其满足的程度,是在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组成的全部社会经

济活动中实现的,它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

定,又反映着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性质。无

论在什么社会,物质利益总是通过人们之间

的
“
利

”
和

“
害

”
、 “

益
”^和 “

损
”

的关系

表现出来,总是作为一定的矛盾而存在的。在

汾级社会,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主要表

夏为剥削阶级的剥削和被剥削阶 级 的反 剥

削,表 现为两大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对抗。社

会主义割变确立后,由于消灭了剥削,也消

灭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

对抗,但 是 ,丿、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仍然存

在。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实现

的物质利益,也反映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固

有的矛盾性质。认真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生产

方式及其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就可以看

到,一方面,由 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 ,

由于开展了全社会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形

成了以国家为代表的全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上

的共同—致;另 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水平

比较低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商品经济

的长期存在,我们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利

益又是通过不同的经济形式、不同的生产单

位和劳动者个人的活动来实现的,因 而,人

们在物质利益方面又形成了种 种 差 别 和对

立。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这种种共同性、一

致性与差别性、对立性的相互联结,就是人

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种种矛盾。我们可以从不

同的侧面来分析这种种矛盾。

从不同 经 济 形 式的相互关系的方面来

看。在我国,生产力的水平比较低,发展又

很不平衡,从牛拉犁、人锄地、肩挑手推到

原子能、化学合成、电子技术等不同层次的

生产力同时并存,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经

济技术方面的差别很大。与这 种 情 况相适

应,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 制 经 济 以

外,还有集体所有制经济,劳动者的个体经

济,以及同社会主义经济有一定联系的外国

资本、华侨资本和中外合资企业等多种经济

形式存在。在国家的计划指导和 统 一 管 理

下,在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下,各种

经济形式都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贡献力量,它们的经济活动象条条江河注入

大海一样,构成了社会主义国 民经 济 的整

体,也形成了它们之问的共同—致的利益。



但由于它们在所有制上的不同,生产、经营

的具体目的和条件、方式不问,在其中活动

着的社会成员实现物质利益的方式和实际结

果也有差别。沱种同一和茔别,是不同经济

形式中的社会成员之闷在圬质利 益 上 的矛

丿i雪冫。

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国家、集体和个

人的相互关系来看。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由国

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有计划地红

织领导它的基本经济活动,网 时它的义际经

营管理活动又是由每一个具体企 业 未 担 任

的,它 的各项具体工怍又要最终落实到每个

劳动者个人灼身上,困 此`在全民所有制经

济内部,形成了图家利益、集体剞益和个人

利益诖三种利益形态。国家利 益 是 集 体利

益、个人利益的基础和倮证,挽集体和个人

利益沟合理满足,叉宝激发企业和芳动者个

入妁积极性,促进因家利益浒发展。所以,

国家、集体和个
^ˇ

在裉本利益上走一玟白l、

同一注i;。 但走,j扌三种利益刀j杰叉足有差别

的、相对独立∴i,九互之河有着某社福互对

立的关系。比如,在全民所有谳经济活动所

造成由1总 的物质成果中,国家提留多了,企

业和劳动者个人所得就会少 些;反 过 来 企

业、个人的所待过多了,国家 提 留就 会减

少。这种囝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在物质利益

上的同一和对立,走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

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

从各个企业的相互关系来看,我国-百

多万个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莳丿:,十万个企

业,是社会生产和经营活动沩主要担当者。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代

表全体人民的国家和劳动者集体手里,由于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晶经济`各个企

业都要服从国家的统一管理肀计划指导,为

着共冂的目的避行生产经菅活动,也形成了

共冂一致的物质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互相协

作,互相支i夏。Πj·是,另 一方面,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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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每个企业叉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

是自主经膏、自负盈亏的亩品生产者和经营

者,它饣I生产经营的直接目向是 企 业 的利

润,在争得企业利润、实现仝业自身物质利

益的过程中,叉各白面在着不同的生产、经

营条仵,具有不冂白l技术装各和人力配各,

有昔不同f勺经营管理水平,特别是有的企业

领导者生财有逋、理财有能,而有搀企业领

导者才能平庸9以致各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益

差别较大,各 自实现的物质利益各不相同,

并在实现自己物质利益的过程中相互竟争。

这种各个企业之间在物质利益上的共同性、

一致性与差别性、竞争性,是各个企业岙u集

体劳动者之闷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

从劳动者个人的相互关系来看,在社会

主义的中国,无冶人们的职业或分工有什么

不同,都是社会泅主

^。

,在社舍 《通过企业

或其它形式 )的绌织下,为共冂圭1目 时:∶ 共

坷沩事业进行宥共两闸劳动`Jy戌 了共同药

△益。然 :∶
了丿,t全 t∶ 义tL空 :Ⅰ ∴l存 t着社会

△工 .÷

=着
车力芳女⒎.讧广万扌∷≡

=j.存
在着丿、钔在知识和才能方面主展茁不千窒,

存在着家庭、教育和社会机通等方 面 的差

异。有的劳动者在较好的岗位和 条 件 下 工

作9有的在较差的岗位和条仵下工仵;有 的

体力和智力交展得好一些,有妫体力和智力

发展得差一些;有的积极性创造性强一些,

承担蕾比较复杂的劳动9边行着创造性的工

作,而 ^个创造性约劳功 (圭 然要通过企业

和整个社会 )可以为企业、为社 会 带 来 成

万、上亿元的经济利益;有臼i积极性创造性

相对弓i一些9承担若一J技 性的工怍,作出的

贡献t红 比较一般,如此等牛。这在劳动还是

谋生的手段,社会还默认各个旁动者山I工 作

能力是
〃
天然特杈

”,还是按照 冂 --丿 已度

(按劳分配的尺度 )来分配消i站 ∴∶社会主

义社会,有的人女先焦浴起未,有 莳丿、则暂

时不能窝衤氵氵起来,甚至在饬质生活上还处于



较为困难的境地。这洋9劳功者在物质利益

上既有着共冂性叉有着差别挂,有时还存在

着物质利益上的某种竞争。这是社会主义:社

会的又一种物质利益的矛盾。

从人们长迈利益和J是 亩利益 浒 关 系 来

看,社会主义社会和任何社会一祥9人′
们的

物质利益是在社会生产禾l再生产汐过程中实

现的p而人钔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更要在不

断扩大埤再生产过程中实现。囚此9无论是

何种经济形式,无论是囤家、企业 (集体 )

和个人,在规划、纽织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 |丨社宝F再生产过程屮,部要善于把未来

的长远利益在琅古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

而社舍主义沟公有制和计划汪济也能使丿
`们

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较好的结合起来。但

是,无论怎样要善的规划,都不能使眼前利

益和长远利益达到完佥同一雨元差别、元对

立的境地。这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又同

一又 lf‘ 立j也是 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一种矛
《

Γ∷  ∷△∷∵丁:兰 上 :j亍 Ⅰ,还可以

屮、
=多

 丁
=亡

~丁 .ˉ :∴ l∶

=∷
.上 j三 :=r∷ 乏

可 Jt孑Ξ!.± If∴ 大社 士∴I∶ ≡△贡啊益上

扌亍I是多齐多∵,万且是苄琮复杂、交织

在一起圭l。 如各种.I济形式里的人们在实现

自己切质利益臼i过程中,都存在着企业之河

在9质利益上的矛盾9各个企业奋进行勃质

生产、lk现峦厌利益的活动中又存在企业与

Ξ家以叉企ⅢL内 部劳动者个人之河在物质利

主上Ⅱ矛盾,丙人们在物质利益土自i各种矛

后又书足奋社会圩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彳￡△|Ⅰ 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不断新决、又

不汀产土丨.∶ 。正是这种不断解决、不断产生

莳矛膏.△ 讠了变化发展着莳社士主义社会

势贡下:主 ∷二
:· 亏体蔗。

tJ i夫 t△ '人、们在物质 利 益 上 ni矛

苜,T《∶菊主丁公11′ 制,消灭了剥浙制度以

孑±

=∷
干看:和丨‘社会一部分入凭借私有

的生产资料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所形

成的对抗烛的物质利益的矛盾是不相同的,

它是非对抗蛙的,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

到正确解决。但是,可能并不等于现实。决

不能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在

物质利益上的种种矛盾就自然会得到正确的

解决,锘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自然就会理

颇,人们在生产建设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

就会象喷寡∷一样沅源不断地 涌 现 出来。事

实上,我国在相当长的一个 时 闯 内,对 社

会主义社全物驳利益的矛盾投 有 稃 到 正确

地认识和钩f决9先后出羽了不 同情 况 浒错

误。

第一种皓误,是片面强调人们在物质利

益上的共同性、一致性,忽视人们在物质利

益上的差别和对立'从两在实际上否定人们

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这种锩误的出现,首
先是出于认识上的原因。人 们 看 到:在 我

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几千

年来的私肓制和剥削制,消除了多少个世纪

以+↓ =j△圾之i氵 在艹质fj益上白l冲突和对

=;左
圭产资蚪公肓制蜘基础上,整个社会

有汁划逆攴展生产,仝社会有了共同的整体

妁利益,八民群众有了根本一致的利益。在

社会主义新制度建立以后不久,人们强调这

一方面,是必然的9也走应当的。但是,由
于过份强调这一方面,而忽祝了另一方面 ,

片酉性就出现了。一些人,特剃是一些领导

者 (困为他们是代表和掌握整体和±局利益

εi)看丰,社会宝义社彳坌丨似乎只有丿、们在物

膜利益上白i共 间性、一致性,iii差 别和对立

刑已经不存在9如果还存在也是钍不疋道闸

了。这种片面性还由亍把马克 思 △ 义 符单

化、教条化和
“
主

”
的0t阶级斗争为匀的锴

谖思想抑影呐△更加强 f匕 。这扌是,一些人

省单地记丙乒克 :主义
=典

年家关于未来社

f(冖一些 ::′ 述,妇象马克七夫 于 社 会 主义
“
将把整个社会变戊一太工厂

”
巛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23∶卷,笫 395页 ),列宁关于共产主

义第一阶段
“
全体公民都成了 一个 国 家的

‘
辛迪加

’
的职员和工人

”
巛列宁选集》第3卷

第258页 ),等等,忘记了这只是经典作家对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后的某些预见,而不是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现实生活的科学概括。相反,他们

对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人们 在 物质 利益
(富裕程度 )上仍然存在着差别 (如 马克思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白i论述,以及在社会

主义社会
“
对抗消失了,矛盾依然存在

”
等

等,却没有注意,没有运用彻底的辩证法去

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

的矛盾。与此同时,由于
亻
左

’
的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剥削阶级作为

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

要矛盾的情况下,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 ,

要阶级斗争
“
年年讲9月月讲,天天讲

”
。

到哪里去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的 阶 级 斗争

呢 ?于是就把社会生活中太量存在的物质利

益的矛盾看作无时不 有 的锆 综复杂的阶级

矛盾。阶级矛盾被夸大了,物质利益的矛盾

则被缩小或者取消了。一段时间里,一讲到物

质利益,一些人就认为只是国家为代表的社

会共同利益,至于集体和个入利益则是溶化

于其中,实现于其中的:只要整个社会生产

发展了,物质财富增长了,也就大河有水小

河满,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也就得到满足了。

谁来掌管全社会的物质利益,处理一切有关

物质利益的关系呢?自然是代表全社会的国

家,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由国家集中管理

经济——处理一切物质利益关系 的经 济 体

制。在这个体制下,国家被看成一个大工厂 ,

各经济部门就象它的各科室,各个企业就象

它的车间班组冫它们都奋同一把算盘拨动下

实行经济活动的运转和物质利益的调节。国

家对企业来说,统管一切、包揽一切,企业领

导人员由国家任命,生产投资由国家安排 ,

4

劳动力由国家分配,物资由国家配给。企业

对国家来说,则是
“
一切收入向上缴,一切

用钱向上要,一切亏损向上报
”,国家对企

业实行
“
统收统支,统负盈亏

”
。全民所有

的各个企业,无论它们经济活动的效益是好

是坏,经营的结果是盈是亏,对社会有无贡

献或贡献大小,都由国家制定统一的开支标

准,端着同样太小的饭碗在国家的大锅里舀

饭。在职工之间,干好干坏、干多干少、干

轻干重,都按国家统一制定的标 准 领 取工

资,享受福利待遇。尽管他们的业务水平、

劳动态度和实际贡献在经常地发生变化,但
没有国家调整工资的统一部署,谁也不能丝

毫有所改变。职工也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饭

碗,在企业的大锅里舀饭。在这f仁 的经济体

制下,企业和轵工要想多争一点扫贡引空 ,

只有两眼向上,等待上头 a∶ 红头 文 泞;不

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实现物质利益的国家机

关,在物质利益上统管一切、支配一切,而直

接从事生产经营、实现物质利益的企业则失

去了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地支配物质利益的权

力,直接承担物质生产劳动的职工则失去了

在一定范围内争得更多物质利益圩权利。这

就使物质利益的创造活动与物质利益冉i支配

权相分离,因 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 们

许多企业不注意改善经营、改进技术、降低

成本,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力、勿

力浪费严重,许多人以松垮懈怠的态度对待

工作,磨洋工、泡病号,出 勤不出力,以致

企业经济效益很差。

第二种情况是,片面强调对立,忽视人

们在物质利益上的同一,从两在实际上也否

定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这主要是,在

实行开放搞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

策以来,有的人从一个极端跳 向另 一 个极

端,从过去只讲国家为代表的社 会 共 同 一

致利益到只讲小团体和个人 利 益,甚 至 用

小团侉和个人利益米反对国家和集体利粪?



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是在

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关系。这种片面

性认识同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唯利是图

等思想互相影响,互相结合,就成为一股颇

为顽强的思想力量。这一思想力量通过一些

人 (特别是一些有权处理物质利益关系的负

贲人 )的行动表现出来,一时间成为一股不

太不小的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冲击波。这

股冲击波在近两三年造成的危害十分突出。

因为在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确立新的经济体

制的过程中,新的体制的因素在经济运行中

日益增多,但还不能完全代替旧的体制,管
理上出现了这社或那样的漏洞,同 时改革触

动了原肓的经济利益关系,新 的经济利益关

系又未一下子形成,出现了种种利害关系的

摩擦和矛盾,出现了种种机会不均的现象,

有的人就利用这些漏洞和不合理情况,谋取

不正当的利益。比如,有的人把自己所主持

或所在的单位的利益同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

共同利益绝对对立起来 ,他们或者以权营企 ,

官商结合,或者乱加工资,滥发奖金,千方

百计地把国家△变为本单位灼,把大单位的

变为小单位0.最 舌变为个 '丨
、的。有的丿

`把
臼己i∶ 仝业和其它企业以至整个社会绝对对

立起未,或者以邻为壑,同兄弟企业只讲竞

争,不讲协作,甚至把社会主义的竞争变成

资本主义的的生死搏斗,不择手段地挖对方

的人才、资源,抢夺对方的市场,通过损害

别人来发展自己;或者只讲自己单位的效益 ,

不讲社会效益,不顾质量,不讲信用,以次充

优,以假冒真,哄拾物价,肆意损害消费者

的利益。有的人只讲个人富裕,不讲共同富

裕、甚至见利忘义,用种种办法损公肥私,

损人利己, “
只管我捞一把,那管它寸草不

生
”,完全忘记了社会主义是要在公有制基

咄上,把大家引向共同富裕,如此等等。

氵F面两种情况表明,不正确的认识导致

丁∷t=千刂交矛盾关系的不正确处理9前者

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指

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因 而造成物质利益关系

处理上的高度集中,成为扼杀人们的主动性、

积极性的僵化经济体制之所以形成的一个重

要原因。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历时甚久,危
害甚烈。后者虽然是在一部分人中存在,它没

有成为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但却

助长了近年来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也使经

济体制的改革受到干扰,使社会主义建设受

到破坏。总结历史的经验,应该怎样正确认

识和处理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呢 ?按

照对立同一的辩证法,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物

质利益的矛盾的非对抗性质,从原则上说 ,

就是要善于在同一中发展对立,在对立中发

展同一,也即是在又同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

中,推进物质生产,发展人们的物质利益。

在同一中发展对立,就是要在维护和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共同的根本一致的利益的前

提下,承认价值规律,坚持等价交换,利用

市场机制,运用一系列经济杠杆,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发展人们不同的利益。我们要

让全民所有制经济、劳动者的集体经济得到

发展,获得利益,也要让个体 经 济 以 及外

资、侨资和中外合资等经济形式获得发展 ,

得到利益。我们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

企业的相对独立的利益,让各个企业充分发

挥自己生产、经营白i主 动性、积极性,在互

相协作的同时,互相竞争,实行优胜劣汰,

使它们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既能通过发展生

产、改善经菅获得更多的利益,又担负着因

生产经营不善而导致亏损以至破产的风险。

我们要保护每个劳动者都有运用自己劳动去

获得更大物质利益的权利'承认人们的劳动

报酬有厚有薄 9致富有快有慢 ,鼓励每个劳动

者努力学习,增长才干,在各自的岗位上勤

奋劳动,多作贡献,多得报酬;要通过实行

开放政策,搞活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

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拉开人



们之间收入的差距,让一部分地区、单位和

个人先富裕起来。这梓儆是不是人为地扩大

了物质利益的矛盾,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 ?

不是。这正是承认矛盾,按照社会主义原则

来解决矛盾。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计划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的商晶经济。

不河的经济形式、不冂的企业、不同的劳动

者,由于它们生产经营的效益不同'或者对

社会的贡献的大小不同,按照商晶经济等价

交换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即是

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内容,它们

实际获得的物质利益本来是有差距的。如实

承认这种差距,承认和发展人们不同的物质

利益,就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把入们为

自己物质利益而奋斗的积极性都激发起来 ,

特别是把企业 (集体劳动者 )和劳动者个人

的积极性激发和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和

任何社会一样,物质生产的效果既取决于一

定物质技术条件 (包括生产资 料 和 科 学技

术 )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们生产、

经营的主功性、积极性。丿\们 生产 的主动

性、积极性不是凭空产主的,它深刻根源于

入们对已经实现或将要实现的物质利益。只

有在社会生产、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中,入们

实际获得的物质利益按熙社会主义的物质利

益原则与他讧生i产经营的效益、劳动贡献冂

步增长时,才全不浙漱励人们以更大的积极

性、创造性去度展⊥产、改善经营,从而在

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形戍生产 (扩太 )

——和j益 (增长 )¨一ˉ̄再生产 (再扩大 )的

良性循Ι丁。

要在对立中发展同一9就是要在承认和

发展人钔在钩质利益上臼′l差剁 和 对 立 的同

时 9发展人民共同一致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

会,尽管人们在物质利益上有种种差别和对

立,但是,它们是能够达到同一的。正象任

何对立的网一都是有条件的一样,社会主义

社会人们互相区剃、对立的物质利益也是能

6

在一定条件下达到同一∴I。 这种条件枕是 :主

要生产资料掌捱在因家和劳动者集体手里 ,

对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口家对回

民经济实行宏观的控案j和调节,通过种种措

施要把全体劳动者引向共间富裕的道路等。

只要坚持了这些条件`人们各种互稆区别和

对立的利益就能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统一

体中协调交展。从根本上说,其中浒每一种

利益的实现部是以不损害其他 利 益 为 前提

的,相反它们是互为条件、工粗促进,在通

常浒请况下总是能够 i△ W寸 实瑰的。如象在国

家的统一领导君l管理下,杜会主义经济发挥

的作用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会

促进个体经济以及其他经济形式的发展,两

个体经济也会戍为挂会主义经济 nl有 益 补

充,其尥经济形式岜是冂社会主义经济耜联

系,会有利于拄会主义经济击I发展。通过统

筹兼顾,合理安排,跎够做到各种经济形式

一齐上,共同为匹化建设贡献力量。全民所

有制经济内部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

利益这三种不同形态冖利益灼安展,在国家

的谓节和麦一管理下,一方面会有自上而下

的从属和克实莳关系,∶ :「 个丿、利益从属于集

体利益,集体和个人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 ,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合理的满足则会激励

劳动者个人和企 业 以 更 太积极性去充实承l

发展闰家冖i利益;另 一方面又会有自上而下

的踉务大系,国家斥刂益是为个人利益和集体

利益朕务曲,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归抿

到底 是 为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耍9曰家汾宾裕最终要落实到每个劳动

者的富裕之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个企业之

间,各个企业怍为稆对独立的实傩,互柏竞

长争高,发展坌业之闸不同的物质奉j益 ,—

方面扩大了差距,但另一方面 又 促 进 了统

一,即在竞争中枳互协作,共冂三t展傥良的

经济技术,淘汰落后的经济 技 术'你 迪 我

赶,共同攀登新的经济技术的高蜂,共同促



进社会物庾生产昏l物质利益的增长。在劳动

者之河p琏啻劳功者的才干的交展和所作贡

献的不平衡'他们浒物质利益的戋展也会不

平衡,一定会出现某种麦距9但这不是私有

制和剥削枷基础上的两极分t,不会使贫者

愈贫,富者愈宙,i刂是先窝裕者以责样的力

量,激灿一勿劳动考凭偌白己灼聪明才智去

辛勤劳动、多做工仵,增 长 利 益,得 到富

裕,使富裕者更富裕9不富裕者走向富裕 ,

你追我赶,一汶高一浪地奔向共同富裕。随

者社会主义长远 建 设 的发展和当:∶扌人民物

质△活巾捉南,入们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白i

差别和对立会有所发展,然而只要竖持社会

主义的思想教肓和忉厌利益原则ρ人帘1就会

看到社会主义长远建设每迈扌士;一个实际的步

骤,就会在一定时问内绔人们带来看得见的

利益,而人们眼前利益的增长,又会使人们

看清远太目标'更 窍党地为长 远 利 益 两奋

斗。当然在某些请况下`人们的不冂利益也

可能会产生某些摩擦和冲突,从 而在一些单

位和一些实际工作中产生某种内耗力,在这

种情况下,我￡l应该而宝̂完全能够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经过思恋教育、政策规定、法

律约束,以及国家和用经济杠杆进行冉i必要

调节,使 '人 们捋眼茁利益睚从长远利益,个
人利益跟从因家和集体坤利益,局部利益舨

从整体利益,使各方面利益部每得其所,共
闾发展,从 而使

`、

们各方面的积极性汇合成

一个总的积极性,推动四化建设的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泖质利益上

的种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臼竖济体制的

改革的一顼重要内容,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

验,芷确认识物质利益的矛盾,改变过去不

合理的处理物质利益冖关系的旧体制,确立

一种随着物质生产圭展,人们物质利益也在

又同一又对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新体制,这

种体制蒋会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培长、四化建

设的发展,拣源不竭地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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