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摘

社会主义最大的

优越性是共同富裕

对于 社 会 主 义制度的优越

性，可以讲出许多条。什么是最

本质的、最大的优越性？应该说

是共同富裕。

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开始，就

出现了 两极 分化，一极是剥削

者，一极是被剥削者；一极是富

人，一 极 是穷人。 “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情

况的真实写照。我们不否认，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程度高。

他们虽 然 富有，但分 配极不公

平，照样不能解决所有人的温饱

问题。

我们国 家 大 陆 有11亿多人

口，人均粮食还不到400公斤。如

果我们不是实行社会制度，肯定

会有大量的人挨饿。因为我们的

分配比较公平，所以人们的生活

大体上可 以 过 得 去，从全国来

说，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和正

在显示出来。

社会财富是人类创造的，本

应为全人类所共有。但是在剥削

制度下，社会财富只供少数人挥

霍享用。这是极不合理的。实现

共同富裕，让人们都过着美好的

生活，是人类的伟大理想。这个

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才能变成现实。

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共

同富裕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实

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是共

同富裕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就

不可能有共同富裕。主张公有化

还是主张私有化，是真假马克思

主义的试金石。

（摘自《求是》 1991年

第 8 期高狄的文章）

文摘
实现计划经济与

市场调节有机结

合的操作原则

《经济日报》 4 月27日发表

黄家全的文章说，通过对前期改

革实践的总结，要实现计划经济

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必须遵守

以下基本的经验和操作原则：一

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要以实 现国 民 经济的持续、 稳

定、协调发展，增强经济活力和

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和标准。二

是要统一地、有机地体现和发挥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规律和作

用。计划管理必须自觉考虑经济

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市场供求关

系和运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

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政

策法规的约束下发挥作用。三是

要正确认识和合理、灵活运用计

划经济的机制和手段。计划经济

包括指令性计划，还应当包括指

导性计划。计划不能局限于指标

管理，还应该积极和充分使用经

济杠杆。四是合理划分计划管理

与市场调节的范围。大致的标准

是，属于总量控制和重大经济结

构调整等宏观范围的经济活动，

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日常

的生产经营和交易等微观范围的

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五

是要正 确处 理 集中和分散的关

系。在经 济 管 理 上，中央和地

方，政府和 企 业 要 有合理的分

工。

（时 放摘）

文摘
控制人口是功在当今

利在后世的伟业

近20年间，我国大约累计少

生2.4亿人。按当前消费水平和物

质水平计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

16岁，城镇平均 需要21 391元，

农村平均需 要10 520元，少生2.4

亿人，就为国家和家庭节省了3.6
万亿元。如果把这笔消费基金转

为生产基金，可把近十年来国家

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2.77万亿元）增

加1.3倍。

少生2.4亿人的间 接 社会效

益就难以用数字估量了。由于少

生2.4亿人口，大大减轻国家和社

会在人们的吃、穿、 住、 行用以

及教育、就业、医疗、能源、 服

务和公共福 利 事 业 等方面的压

力；对缓和 业 已 相 当紧张的生

态、环境和资源的危机也是不言

而喻的。可以说，控制人口是功

在当今、 利在后世的伟大事业。

（摘自 4 月29日 《 人民

日报》 曹景椿的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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