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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革是襁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指出: “社会主义的基本予后乃然是生产关

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汀r基 础之间的矛

盾。我们改草经济体制ρ是在坚持让会主义

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广丈 I`T口 L∵ 碹茨中

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

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9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自扌完苒和发展。”
中央的 《决

定》以社会主义社全的苎本矛居为绂扌,问

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艹贡是汁全主义 |i∶ 空的

自我完若和发展,揭示了这场攻
=在

我囤出

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它在内容上的全面性、深

刻性,指明全部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进

行的。学习中央的 《决定》吁”扌It住 氵条线

索,弄洁j圭 些IiF点 ˉ对正确「钎△l扌t∷ J卜1f亍

中央的 《决定》,只勺十分二要均亡义。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

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所决定的历史必然。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

盾的学说指出9在贯串于人类历史发展一切

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中9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9是社去∷扌:在和发展

的决定力量;而在生产大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决定

生产关系9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

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以及它所支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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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 r勺 全邙进程”是一

切社会交革 (±后经济体市Iji∶ i讠
i均变丰)的

深刻根派。在我曰9工足由Ⅰ=f、 ∴
、
∷L逍循 了

氵卞一牢叩规彳∶19于 一丿L.Ι∵九午取-1丁 i民主

主义↑个的纬I∴∶△刊,建立了打中冂;一九

三六午叉实J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女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全主义生

产关系Ⅱ卩社会主义经济捌度。社分主义经济

钅刂变的△∴,是这一规 ii∶ 及Jt听艾Ⅱ妁矛盾

辶功t作用均△果, tⅠ 斗不是这一规彳宵:均作

t∷亡千F之 △的亍盾二Ⅰ)的 i古束。在主产资

料所有

"的
社会主义改造苎木宄 J∶ 坊l后 不

久,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

生广关系已经建立乜来,它是和生产J勹 的发

展铝适庄的岁但是,它叉还很不亢{” 这∴:L

不吏△冖方百和土广力的发△Ⅰ是 妇 矛 盾

虍勹。 f°  (《 IE泽东j± 炙》勹I芯 ,笫弼i玉 )∶冬廾, ×扌

于社全主义 :∶L广 艾△与上产力这种玩妇适应

又惘矛后的乓衤状况。rt及上产关系一定要

适合主产力状况的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具休历史作用9人们在认识上有一个从不大

正确到比较正确的发展过拄。

在一个相当长的玎间里,由 于 “左
”的

钭误思想的影 I向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

系的 。
不完苷”以及它同主产力发展的 “矛

盾
”炱形戍了许多不正确的石法。比如9认

为这种 “
不宄I炒 和 “矛后

”
主要表现为个

体经济的存在及其与公有 i|刂 经济的矛盾多集

体经济的规模还不侈大”公有的程度还不够

高另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拉浔不够平均,存

。 Ι 。



在着所谓
“资∷阶殁权利

v,等
等。不正确

的认识导致了不正硝的行动。结果,不仅没

有使社会主义生产夫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日益完善9使它同生产力发展之问的矛盾不

断得到解决,相反,却使我们的经济体剐出

现许多弊端”扩大和加深了矛盾。经过扮碎
“四人帮

”以来的拨乱反正,特别是经过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人

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9社 会主义社全生产

关系的 “不完善
″和它同生产力之 闪 的 矛

盾,主要不是表现在基本制度上,而是表现

在经济体制~L,矛盾的焦点在于:经济体制

僵化,束缚了生产力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全9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叩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包合了两个互相联系而

又互相区别的层次”即基本的经济制庋和墓

本经济制度的具体体现 ——经济体制。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直接

对立物,它必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劳动

者的平等互助关系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为本

质特征的。这些基本点构戍⒎L全主义的基本

经济制度,这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相同

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基 本 稳 定

的。但是,社 会主义的苎本经济制度9总是

在生产、分配、交换、氵|∵ J0等 环 节 构 成 的

全部经济生活中,通过种讣具体体制体现±j

来的。这种具泳汴理△是具停的经济体制。

具体的经济体肀i刂 蜕可!\氵好的休现基本经济

制度,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

挥,也可以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能较

好地体现,使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

发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由于把马克思主

义简单化、教条化,把某种在一定条件下形

成的经济模式绝对化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

标准而加以简单地照抄、照搬”以及其它一

些原因,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同生产力发

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这种僵

化的经济体制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

积极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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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9

但却不能阻止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

况的规律在生产关系和圭产力的矛盾运动中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

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终决定力

量。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基本变

革,也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当僵化的经

济体制同生产力的发展不桕适应时,作为生

产力的最基本要素的广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

劳动者,就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突破这种僵化

的经济体制9建立新的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正是集中反映了这种要求。仝会在决定

把全党
=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

时就指出,为 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9必须对

经济体制进行改革o以后,党的十二大又明确

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

提出和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等一系

列方针政策。几年来,在党和攻府的领导下 ,

首先对农村经济体制实行了置大改革9发挥

了亿万农民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村经

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市经济体制的改

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9经济生活开始出现多

年来未有的活跃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

成效表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状

况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生产力的发展一定

要引起生产关系包括它的具体本现 —— 经济

体制的改变;而经济体制的变革,社 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完善,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

规律的作用,它所支配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的矛盾运动,并没有到此结束。我国城市经

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

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为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

更好更快地发展,迫切要求加快改 革 的 步

伐。比如,因为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

品化、现代化转变,就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渠

道 ,为 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市场;城市各种

经济活动的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进-ˉ、步提



高,就 迫切要求改革国家对企业统俘过多过

死的管理体制,克服平均主义,螨走
“
大锅

饭△我国经济在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

和挑战9不断吸取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以

推动技术进步,创造新生产力的过程中”亨1

迫切要求革除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弊扌。

增强企业自我改造、白我发展的能力 ,等 等。

总起来说,这一切表明,目前生产 力 的 发

展,经济生活的实际内容的扩大,已经同它

狭隘的形式——僵化的经济体制越来趑不相

容。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空:的 前 提

下9坚决地有系统地进行经济汴制改革,是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9是不可拉拒的历史必

然。

经济体制的改萆虽然不是根本经济制度

的改革,但它作为廿会主义制它在其口有矛

盾运动中的 “自我完Ⅰ和发展
″9却歹扩厂

到社会经济、攻沙∵丨至精神文化的 一 切 钶

域,牵 动若生活、穷动于整个t∵泞体f∷ 中的

十亿中国人民。从内容上说。这是一场全面、

深刻的改革。

这功改革的全面、泾刻的性9” 是由它

的日的、任务沙定的兮中 央 的 《决 :∷ 》抒

出: “社会主义的相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

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

来9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坤长虍V物 质和文化

需要。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

作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 改 革 的Ⅰ1的就是

要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 经 济 体

制,大力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使国家繁荣

强盛,人 民富柠幸福9它 的枣本仁务就是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呈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绔合

的原则,建设具有中国△色、充Ft生机和活

力的社会主义经济饽引。这J毋 攻革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都是:消 灭贫穷,友展生产力。是

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9是检验一切△革得

失成败的最主要的标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发展生产力,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拍出妁 貂团

结起来向自然开战”。为此就需要经、t比较

完茸的生产关系包括它的具体体现 一一经济

休i∴刂9来加△人民内部的团结,充分凋动群

众的积极性。当前这场改≡,壬使枕是经氵f

体制得到完击和发展,使人们更好地口绾起

来,在生产和经营的活动中,激发起巨大的

社会主义积极性。在这里9最为重要的就是

要紧紧抓住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氵t讠。这

是因为企业特另刂是一百多万个城市企业”是

午午为口家创辶巨大财富和∴部分财莰 :攵人

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主女Ⅰ∶三者。

△弭仝业特别是全只所有制均大 }∶ 卜型企

业的活力9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Ⅱ立曰家

和企业之问的正矿夫系9扩六企业白主权。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属于仝本人民'^亍有的,它
^所

应△ⅠⅠ在人民攻宙的顷 导 乐l饣△下。

为人民i勹 △益π开展△于I上产和红古汀功。

亻Γ是,每个企业i讨叉是 i目 对△立的经泞窍Ⅱ

胞,是红织生产、分配、交换、肖女气i一

=
列经汴△动均吴佧单泣。因此Ⅱli须 改变过去

歧府机构⊥接经啻企业9把企业交戊行攻机

构勹讨冒物均不含1E体

"”

衤开对它不应t
∴1I冫于I]k圩 9才 tl∶乏它咣扌必要∵∶1权力p叉

有内|i△功力9主动积Ⅰi± '∫穴fi攴△{奉
件9计 ^i∷

i-分 复̄杂:子t叉经常交功灼 ∵1女 于i

要,分圻各种钳纟忄:复 杂沟经济联系夕在 :支从

曰家计剡言△的前提下”白主地选择灵活多

祥的经营方式,安 iI自 己的产供镐活动。这方t

是说9要真正调动每个企业的积极性9就必

须 |t它成为相对犯l立 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

经营和丨Ξ负盈亏的社会主义肓品生产者和妊

营者9这样”就能既在整体上悍讧垫个围民

经济的统一性,又能在局部上保 江企 立 生

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和进取性9并把

这 i丙个方面有机地培合起来91以 推功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培强企业活力另一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

的方面是,必须正确解决企业和职工之间的

。 3·



关系,仗职工I企业巾的1i入翁地位仔刭刃

实保证,使他们的劳动和自身的物质利益紧

密联系起来。企业足生产和妊啻的直接乐担

者,而企业的职工 ,他们的脑力△l体力劳动 ,

却是企业全部生产、仔古活动的徒动日素。

在
“地尽其利、物尽共日、川尽其力、货畅

其流、人尽其才
”

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关

键的是 “人尽其才v。 只有人的智志和才能

充分发挥出来了”才能t乡 ∴∷±、物、则等客观

条件得到最有效闸下刂用,从而淡企业的效益

得到提高。因此,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千

百万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在建立强

有力的、高效率的生产指挥和经啻甘理系统

的同时,建立健仝缶项民主管理制度”使广

大职=真
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必须推行各种

形式的经济责任钻刂9把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

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 联 系 起来,这就

需要扩大工资的差距,充分体现奖勤罚懒、

奖优罚劣、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切实贯彻

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使千百万职工在现代

企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下”以主人翁的态度

进行工作,人人关注企业的经营,人人重视

企业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会荣

誉和物质利益密切桕联,亻t企业在生产和经

营的活动中有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

进行经济体制改
=t卩

必须坏 t⒈坩强企 qL

活力这个中心环节。仁足,丿 :不 佗jtE整 个经

济体制的改萆fJ革归结力企业的改革。这是

因为9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企业虽然是一个

经济的细胞,可是各个经济细胞祁离不开社

会主义国民经济这个有机体。社会主义国民

经济是由许许多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

及其他种种经济因素按照一定体制、关系构

成的有机的统一整体。因此,这场改革”既

要抓住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又必须

在多方面的体仵刂和关系~L暝开。

比如,这场改革一定要在计划体制方面

展开,把正功处IΙ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

系作为它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 历 史 阶

· 犭 ·

段,持别是在我们这佯一个原来ff∫叩l经 济仅

不发达的国家,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来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

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和生产的社会化。而搞活

经济9增强企业活力,也只能在不断扩大商

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然而,商

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又会产生某种肓目性。为

了克服这种盲目性,又必须有国家的计划调

节和行政管理。实行计力J径济,是以公有制

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

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银本 标 志 之

一。必须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统

一起来,改变过去那种企图把一切经济活动

统统纳入计划、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加以实

施的僵亿体制9逐步建立起统一性和灵活性

相结合的计划体制,自 觉运用价值规律”充

分考虑市场供求关系 9十 分重视价格、税收、

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努力做到大的方面

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保证重大比

例关系比较适当,国 民经济大体按比例地协

调发展。

这场改革还必须在价格体系上展开,通

过价格体系的改革,增强企业的活力9促进

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的

商品生产和交换,同其他社会一烊,要受刭

市场价格的制约和调节。搞活经济9发展商

谓l的生产和交换9必须有合理的价格沐系作

为必要条件。在我国,由 于长时间忽视价ti

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以及其r也种种原因 ,

不少商品既不反映价值 9也不反映供求关系 ,

在价格体系中出现了相当紊乱的不合理的现

象。在经济体制改草中,必须逐步改变过分

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消除价格体系中紊乱

的不合理的现象,建立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

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合垤

的价格体系,才能正确评价企业经 营 均 效

果,保障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9积强促过技

术进步,促进生产结构和消费△淘的 台 理

化,努力避免社会劳动的浪贲,倮讧按劳分



配原则的贾彻执行。

这场改革还必须在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

方式的相互关系方面展开,在倮证全民所有

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坚持多种经济

形式和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方针。在我国现

有的众多企业中,既有全民听有韧的企业 ,

也有其它经济形式的企业;它们的经营方式

也是多种多样的。搞活经济,增强企业活力 ,

决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只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

企业的活力,更不能理解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排斥以至取消其它各种各样企业,用一种或

几种固定的经营方式排斥、取消其它经营方

式。事实上9各种经济形式和经济方式,在
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都有其特有的

地位9起着不可取代的独特作用。必须改变

过去那种狭隘的不合理的体制,在保证全民

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积极发展它在整个

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把集体经

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放手

让集体兴办各种生产建设事业;还要把同公

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和利用外资兴办的合

资、独资等企业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

的有益的补充,以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

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9广开生产建

设的门路”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这场改革还必须由商品价格等经济生活

的领域扩展到政府机构的职能等上层建筑的

领域 ,实 行攻企轵责分开 ,正确发挥政府机构

管理经济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理

经济9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对它

的经济基础有着恃殊紧密的联系和独特的作

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核心一一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产生的客观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一经建立

起来 9又担负起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组织

经济建设的任务。但是 ,在过去却不适当地理

解社会主X国 家政府机构组织经济的作用 ,

把领导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直接经营企业等同

起来9造成政企职责不分,中 央和地方玟府

包揽了许多本来应由企业处理的事务9丽放

弃了许多本来应由他ε]管 理 的工 作,这既

压制了基层相企业的积饭性”又削弱了政府

机杓营理经济的乍用。因此,在经济本制改

革中9必须正确处理 女订△l企业的关系,既
要正吮发j军 国家执沟颉导扌理经济的作用 ,

使国家I1杓 衣中精力从全局上 :Ⅱ 织领导经济

建设,又必须:E企业立滨享有的自主权给予

企业,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

造性,促进企业之问的合作、联合与竞争,

搞活企业9j高活整个国民经访。

这场改革还必须扩展到精神文 化 的 领

域,把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改变作为重要

内容。经济体制的玫革,经济生活的改变,

必然要求入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发生相

应的改变。这是因为,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

活,精神生活必须适应物质生活。因此,在
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9必须重视精神文明的

建设,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和

社会过步要求的、文明健衰的生活方式,摒弃

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另努力在全

社会振奋起积极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

那些安于现状、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懒

汉懦夫思想和惧怕变革、墨守戍规的习惯势

力,使广大干部群众在经济本制改革和四化

建没的迸程中,勇敢地面向世 界,面 向 未

来,不断地总结经捡,有斫发 现,有 所 发

明,有所河进。

经济体制的改革9是社会主义剐度的自

我完善和发展9但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

动完善和发展。这场改革和全部社会主义事

业一样,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有计划、有步瑷 ,有秩序 地 进 行的,

具有鲜明的自觉性的i寺点。

这场改革所具有的自觉性的特点,是由

社会主义社会的上本矛盾的持殊性质所决定

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和国家

· 5。



政权掌握在入民手屮,入民在生活的一切领

域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社会的基本矛盾

也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而主要表现在人民

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局部的非对抗性的

矛盾。同讨”在 社 会 主 义 上 层建 筑以至

整个社会主义生活中占居领导11L位 的是用马

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虍i无产阶级攻党,党及其

所代表的元产阶级同广大人丈群众的根本利

益”同社会历史发展六1方 向始终是一玫的。

元产阶级玫党完全能够依j居马克思 主 义 理

论9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领 寻广大人民群

众自觉地认识和辑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

盾及其所派生出来的种群社会矛盾,进行经

济体制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完苦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j变。克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就是我们党在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经济和政治

形势,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以后9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经汾f体制改革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

民的认识,领 干全国人民自觉地进行以城市

为重点的经扌体制改草的重要文献。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经济体

制的改革,总的来说是自觉进行的。然而,

自觉性和盲目性总是相反而又相戍的。总体 '

上的自觉性,并不沣涂局部⊥的盲目性。而
j曾 强自觉性9也正是 :)ijt服 盲目性 为 条 件

的。在过去建立和发展让会主义生产关系,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正是由于

我们依据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按照中国的

国i青9采取了一条正确的方针和攻策,运用

了一系列恰当的办法和形式,才比较顺利地

实现 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

灭了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独立

的比较芫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

建设高芟文叹、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

义国芴i奠 t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也正

是因为挟⒈莅某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

的盲舀仨,=吝Ⅰ T÷ 学社会主义理 论 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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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条化,或者把某种外国经验和漠式绝

对比”或者把革命战争时期被分割、封锁的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经验不加分析地搬用到

现代化建设中来,结果在许多问题上主观与

客观分裂,认识 与 实践脱离,与发展生产推

进建设的主观愿望相反,在经济体制上逐渐

形成了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摸式。

因此,在当前 的 改 革中,要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肥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在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中,打破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

应的老眶框、老套套,建 没起既区别于过去

那种僵比的摸式,又与资本主义根 本 不 同

的,具有中国恃色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为此,就持别需要在一系列重要问

题上,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比如,在社会主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

权的问题上就要克服过去那种把两者直接等

同起来的盲目性,自 觉认识两者既有联系又

相区别的关系。全民斫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

属于全体人民,它们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必须

从属于人民的利益,必须对人民有利。企业

的所有权决定着企业生产、经营的 基 本 方

向,企业的生产、经营体现着企业所有制的

性质。企业所有权同它的经营权是 有 联 系

的,但又不是直接苷同,而是有区别的。企

业所有权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方向,决

定 为 谁 的 利益服务多而企业的经营权却决

定 企 业 采取何种具体经营方式,进行何种

经营活动来实砚这个基本方向,为这种利益

服务。正因为两者有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劳
动农民的集体经济才能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

料 公 有 的 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分散经营方式,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才能

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管理下,采取灵活多样

的经营方式,成为啼目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也

正因为有这种差别,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 ,

特别是大型企业,才能依据社会大生产的共

同属性,吸取世界发达国家社会化企业的好



的经营管理经验,利用外资,扩大各种经济

技术合作,用 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去,

由于看不见这两者的区别,错误地把集体所

有同集体经营等同起来,把全民所有与国家

机构直接经宫企业等同起耒9长期压抑了基

层禾:企业的积极性,取消了企业灵活多样的

经营方式”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当 前 的 改

革,必须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盲目性9才能

为增强企业的活力迈开重要的一步。

在企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克服

那种片面强调互相协作、互相支援,否定竞

争的盲目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企业之问互相

合作、互相支援而又互相竞争的关系。企业

之间的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体现了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个人之间和劳动者集体

之间的平等互助的关系,互相竞争则体现了

不同的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它

们根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不同方面,是

互相区别的。但是,二者又不是绝对对立 ,

互不相容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之间

不仅需要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也需要互相

竞争,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

的评判和检验,实行优胜劣汰,以打破经济

发展中的封锁和垄断,显示某些企 业 的 优

点,暴露某些企业的缺点,造成一定的压力

和动力,推动企业先进更先进,后 进 变 先

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在消费资抖分配的问题上,要克服那种

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实行 平 均 主义的盲目

性,自 觉的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认识 ,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

度 ,是为了积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生产力

的发展又是为了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

文 化 生 活。社会主义不仅要肖灭剥削,也
要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浴约目的。但共同

富裕决不可能是完仝平均”不等于也不可能

是社会的一切成员在同一时问以同等速度富

裕起来。搞平均主义.,或 强迫实行所谓同步富

裕 ,只 能是打击先进9保护落后,破坏社会生

产力,使大家共同贫穷。必须坚持按劳分配

的原则,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个

人依靠自己的勤奋劳动9先富裕起来 ,这样才

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励作用,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一 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

在贯彻执行中央 《决定》的问题上,要
克 服 过 去 简 单 照搬、照传上级指示的那

种盲目性9自 觉坚持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

践的统一。中央的 《决定》对改革的总方向

和基本原则作了明确规定9但是各地区、各

单位的情况不同,改革的具体内容、步骤、

方法又应该有所不同。我们必须深刻领会文

件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 《决定》

所阐明的基本原则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决不能
“一哄而起

v,或者简单地当传达室和收发

室。在改革中,态度要积极,步骤要稳要 ,

一切经过试验,一切改革的主张和办法都要

经过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克服缺点和锗误,不断地推动改革的事业向

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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