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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认识按劳分配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理论

问题重要指示的精神,并以此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近几年来9 “四入帮”
为

了篡党夺权,极力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他们把毛主席在肯定
“中国属

于社会主义国家
”

,“所有制变更了
”
的前提下提出的按劳分配 “

跟旧社会没 有 多 少差

别
”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的英明论断 ,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玫击按

劳分配是资本主义的
“
旧事物

”,否认按劳分配原则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本否定 ,

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方面的一次深刻的革命。他们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个

方面的按劳分配,同属于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法权混为一谈”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

可避免的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体现阶级剥削关系的资产阶级法权混为

一谈,并且荒谬地提出资产阶级法权 (他们实际上是指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资产阶级的所谓 “重要经济基础”,把工资高、收入多作 为 划分
“走资派”的经济标准,妄图借此把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都打成他们所谓的 “党内资产

阶级”,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对于 “四人帮”在按劳分配方面炮

制的上述种种反动谬论,必须彻底批判。特别是当前,我们一定要针对 “四人帮”的干

扰和破坏,大力宣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必要性,要大张旗鼓±J~为 按

劳分配恢复名誉,要根据按劳分配的要求,逐步完善我们的分配制度和办法,真正做到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那种干多干少-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

干-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必须坚决纠正的。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按劳分配存

在着
“
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面;不能否认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时,对其中体现

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必要性。

我们的理由是:

第-,按劳分配原则就是指在扣除了必要的社会基金之后,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

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在这一原则下,人人都必须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

不得食。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它
∷
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 为每-个人

都象其他人-样只是劳动者
”,也就是说,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反对不劳而获,反对人剥

削人。实行这工原则,既能保证广大劳动者实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平等权利,同
时又是对剥削者实行强制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的一种手段。正如列宁

所指出的, “
在共产主义的

‘
高级

’
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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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 “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

制造成的丑恶现象” (见《国家与革命>。 可见按劳分配原则同人剥削人的原则是根本

对立的,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是按劳分配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的基本特性,是
其发生作用的主导方面。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在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

义性质,否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按劳翁即厚则即竺胃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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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看到,按劳分配毕竟只是社会圭义原则而不提共产主-义原则::按劳分配

虽然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不承认任何人可以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占有他人的劳动

成果,但它 “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溷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

也就是说按劳分配在事实上是承认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各个劳动者自己所有的o实行

按劳分配,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劳动作为尺度领取消费品,因而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以

不平等为前提的,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分配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劳动者之间

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当然,实行按劳分配而出现的这种差别并不是阶级差别9每个劳动

者收入不论是多是少,都是劳动收入,同时,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下,收入多负担轻的

人积累起来的货币,不论数量有多少,也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o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里,这种少数人积累的货币不是必然就一定会转化为资本,要转化为资本也

是十分困难的9因为这种转化是法律所不许可的o然而,社会主义社会里既然还存在着 ·

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

人们的腐蚀和侵袭,再加之我国现i在还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等等,在这样诸种因

素存在的条件下,就可能有个别的人在个人发财致富思想的∷趋使下,利用自己有较多的

货币这个潜在的经济因素或条件,去放高利贷;或搞商业投机,或搞地下包工等,将货 :

币事实上转化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随着剥削量的扩大,有的八馋就有可能举步演`

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这种人之所以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绝不能说是由

按劳分配引起的”把罪过加在按劳分配身上Ⅱ但又绝不能把它说成与按劳分配毫无任何

关系9风马牛不相及o正是由于按劳分配、中存在着△定
'的

资产阶级法权,有
一

定的 “弊

病”和 “缺点”,因此我们才有必要既保障它,又适当地限制它,反对借口贯彻按劳分

配原则,无限扩大人们在劳动报酬上的差别。

第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树立劳动光荣的社会新风尚,克服资产阶级妤

逸恶劳、不劳而获的坏思想坏作风,鼓励人们努力劳动,为国家为集体做出贡献。我们

认为这是按劳分配原则对人们思想意识发生作用的基本的主导的一面p如果看不到或者

否定这-面 ,只是片面强调按劳分配会助长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错误的,因为这种

观点在事实上就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性质o       ∶

但是,如果认为按劳分配对人们的思想蓉识只有积极的作用而没有任何 消 极 的影 l

响,否认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必须加强人们的共产丰※的思想教育,看不到按劳∷

分配对人们思想意识可能产生的某些消极影响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之间的联系,也
是不对的。必须看到,按劳分配还没有使人们超出 “资产:阶

∷级法权的猓隘眼界”,它可 t

能使-些人滋长 “按酬付劳” “给多少钱做筝少活?妁雇佴羽念 ,∶ 使-些人去
“冷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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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荷干戈:荷,扛;干戈,干和戈是古代的乓器,

亦为兵器的通称。这里作紧握手中枪讲。

④式微:衰微,衰落·出自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

集诗
`、

苗·工粲》: 
“
常叹诗人言,式微何曲往?"

⑤象牙黄金:象牙和黄金都是非洲的著名财富,这

里用以代表非洲的一切财窗。

⑥褐菲:褐,短衣服:菲,芳菲,作花草讲;这里

的褐菲,即鲜艳的花布做成的短衣裳 .

⑦喜尔新来自豪惯:尔,你或你们:新来,近来;

惯,一贯。这句的忘思是:高兴的是你们近世纪来为之

自豪的革命斗争此伏彼起,连续不断。

⑧京垓兆亿庆着晖:京,京城,首部;垓 ,(古 )数

目,-亿 ;兆,万亿;春晖,春天的阳光,意为和平欢

乐、自由幸福。全句的意思是:无数的城市和人民将为

非洲的彻底解放而庆祝、而次呼。

(顾 仝华执笔)

(上接⒛页)

斤斤计较9不愿比别人多儆半小时工怍,不愿比别人少得⋯点报mli” 。当然9有这种个

人主义思想的人并不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是9如果不注意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

级法杈9就有可能助长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有的人9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思想比

较严重而经济条件又比较富裕的人,就有可能去追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干方百计

地把货币变成资本9从而有可能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是绝不可

麻痹大意和掉以轻心的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不断加强对

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第三,按劳分配同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9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o物质刺激是反

对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9专门用个人物质利益作诱饵9让人们-心为钱干活,忘掉劳

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四人帮”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说成是修

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是别有用心的,是妄图从根本上取消按劳分配,破坏党关心群众生

活的优良传统,打击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彻底批判。

但是,也要看到,按劳分配同物质刺激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某些方面又有相

似之处 ,特别是它们都是把人们的劳动状况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同时两者

又都是通过等级工资制或工分形式来实现的,因而在实践中两者界限是很难一下子划清

的。因此,这种情况的存在,使 “林彪-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他们打

着 “按劳分配”
的旗号9把按劳分配绝对化,扩大差别,大搞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从

而就有可能把实行按劳分配所出现的富裕程度的差别转化为阶级差别,从中产生新的资

产阶级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分为二地正确对待按

劳分配,逐步限制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9在同毒草进行斗争的时

候,应 当 “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9要有充分Llit说 服力。
”

我们在批判 “四

丿、帮〃攻击按劳分配原则的谬论时9也必须应用科学的辩证方法。那种把按劳分配说成

是完美无缺的东西,全盘否认按劳分配存在着 “跟旧社会没有多少莲别”的一面9否认

对于按劳分配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我们认

为有一定片面性,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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