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支出。收入方面凡应收者都应收足，支出方面凡能节约者都应 节约。从控制支出来说，国家机

关经费（包括行政费与军费），毛主席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不能超过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

分之三十，社会文教费也要 适当控制，以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个改造的实现。所以，我

们要尽量地把财力用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 改造方面去，要经过两三 个五 年计划，使我们的国家成

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掌握开支上，我们就要拿这个道理去说服人，凡属能解决的应给

以解决，凡属不解决也能过日子的，即可不解决。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生产比较落后，财

力有限，这就要求财政工作人员要善于节约，善于把钱用到主要 方面去。我们只要在总路线的照

耀下看问题，就能很容易地体会到全体的利益和集中统一的意义，就会善于以地方服从中央，以

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这样也就会热心于节约，而不热心于百废俱兴。所以，财政部门要看到

大事，要有战略观念。

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

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

——学习小平同志五十年代两篇关于财政工作方针的论述

王丙乾

《 邓 小平文选（一九 三八～一九六五）》即将出版 了，这是继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邓 小平文

选（一九 七五～一九八二）》之后的 又一部闪烁 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献。它的

出版，不仅对于研 究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 程，总结这个

时期的历 史经验，而且对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都具有极其重

要的指导意义。
这一集文选，收 录 了 两篇专门论述财政工 作的文章，即《财政工 作的六条方针》和《地方财

政工 作要有全局观念》。这两篇文章都是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时，一九五四 年一月在全国财政

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一篇是会议开始时报告的一部分，另一篇是会议 结束时 总 结讲话的 一部

分。我当时正 在财政部预算司工 作，而且以 后一直在财政部工 作，抚今追昔，对小平同志三十 多

年前对财政工作的指示，读来倍感亲切，感受颇深，有许多话好 象是对今天讲的一样。

注: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全党公布了党在 过 渡时 期

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

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以上两篇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均转载自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本刊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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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平同志的这两篇关于财政工作方针的论述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小平同志是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财政部受到批评以 后，由中央人 民 政 府 委

员会在九 月十八日任命兼任财政部长的。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以 后，针对当时财政工作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一九五四 年财政工 作的六 条方针。当然，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对财政工 作的批评，
许多是正确的，如统得过多过死 等。但也有不正确和过火的，如说修正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离开总路线的错误等。小平同志在同财政部副部长们的接触中感到他们在工 作

中有些束手束脚。小平同志说：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 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

映情况，如果情况反映对了，决 策错了，这个错误由我负责，不要你们负责；如 果反映的情况错

了，由此 做出错误的决 策，这个错误由你们负责。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一九五三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的第一年，我国财政经济工 作正 处在一个转折时期。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 五二年，面对全国解放后国民党遗留下来生产 凋敝、通货膨胀的烂摊子，我

国的财经工作，由战时的分散经营转为统一管理，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是完

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取得了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 支，实现财政经

济状 况根本好转的辉煌成就。但是，到 了一九五三年，遭受多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已经恢复，
抗美援朝已经胜利结束，国家已经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便不适应

当时已经 变化 了的情况，不利于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而 当时的财政管理却

没有及时适应这种 变化，进行适当的改进。特别是由于以 下两点，使得矛盾更加突出 了。
一点是，一九五二年以 前，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一九五三开始 我国虽然进入了 第一

个五年建设时期，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出来，国家预算的分配实际上起 着国民

经济计划的作用。由于“不懂得数 字中有政策，决 定数字就是决 定政策”，这样财政 部 分 配 数

字，就 等于“代替各部门决 定政策”，财政部管得过多，反而挨 了 骂。同时，一九五 三年把地 方

的各种税收附加取消 了，一律并入正税，纳 入统收 的渠道，严重地影响 了地方的积极性。因此，
周总理在全国财经工 作会议的总结中在肯定财政统一的显著成绩后，批评了财政部统 多了、统死

了的缺点，指 出要在国家统一的预算内实行分级 预算制度。
另一点是，由于当时没有经验，在编制一九五三年预算时，不适当地把上年结 余30亿元列入

了预 算收 入，并安排了 支出，预算底子打大了。这一年，预算收 入比 上年增长23 .36% ，预 算支

出却增长了 43.06% 。而 在预算执行中，总预备费在三 月底就 花光了，八月即失掉收 支平衡，出

现了 21亿多元的赤字，对整个经济产生 了不利影响。后 来经过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全党和全

国人民增加生产，增加收 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到年终 才实现了预 算，不仅 没有动用上年结

余，而且 本年收 支相抵，结 余2.74亿元。
小平同志总结 当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财政工 作六 条方 针（即第一，归口；第二，包

干；第三，自留预 备费，结 余留用不上缴；第四 ，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第五，动

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第六，加强财政监察），有紧有松，有严有宽，既 照顾局部、地方和

因地制宜，又以 全体、中央、集中统 一为主导。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 确的。由于贯彻执行 了六 条

方针，一九五四 年预算执行的结果不仅收 支平衡，而且有结 余16.5亿元，这一年是建国以 来财政

工 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也做到了收 支平衡，略 有结 余，并且增强了财政的后备力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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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提出的财政工作的方针，不是就财政论财政，而是从全局观察财政，从财政观察全

局，从战略高度，高屋建瓴，辩证地提出 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
对今天的财政工 作也是完全适用的。

（一）小平同志说：“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

固的、可靠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是从财 力上保证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重要工 具，“如果财

政不稳固，是不能保证的”。这是财政工 作的一个根本问题。怎样才能把国家预算放在经常的、
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呢？

首先，国家预算的经常性支出要由经常性收 入 来保证，才是稳固的可靠的。一九五三年预算

把历年结余列作收 入，而这项收 入并非经常性收 入，已被银行用于信贷资金，所以一九五三年预

算表面平衡，实际有赤字。用非经常性收 入安排经常性支出，就把预算的底子打大了。小平同志

指 出，有些同志还不懂得预算底子打大 了问题的严重性。底子大 了，是上 了 马，上马必然还要下

马，下马必须削减预算，问题就很多，如处理物资，安 置人员等。所以 预算底子打大 了是一个政

治问题。“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其次，财政要有后备力量。小平同志强调：“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 和 应 付 万

一”。“有 了后备力量，国 家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 造的需要。”关于财政的后

备力量，小平同志提到 了 约占预算支出百分之三至四 的周转金和约占预 算支出百分之三至五的预

备费。预算周转金是为了 解决季度、月份之间收 支不平衡（即有的月份收 多支少，有的月份收 少

支多）问题，使预算能顺利执行。预备费是为 了应付预算执行中出现预料不到的问题。小平同志

指出：财政后备力量必须建立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而且要把后备力量放在各方面，要在各方面

“打底子”。比如，逐步把工 商企业的流动资金和银行基金拨足，各级 财政每年有适当的结 余等。
小平同志还指出：“若有意外事件，地方上的底子可以 拿上来，因为谁都爱国，拿上来也是愉快

的。” 这些都是具有战略远 见的。
再次，增产 节约，增收 节支，保证国家预 算的圆满实现。在提出六 条方针之后，小平同志在

《关于一九五四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

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

所有这些，都是为 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
（二）发挥各地 区、各部门的积极性，大家办财政。“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

综合部门”，财政工 作同各地 区、各部门有密切的联 系，收 入 靠他们去组织缴纳，支出靠他们去

安排使用。只 有既 发挥财政部门的积极性，又发挥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才能把财政工 作做

好。小平同志说：“只 有大家管财政，大家热心 财政，事情才能办好。” 六条方 针 的 归 口，包

干，自留预 备费、结 余留用不上缴，就是要调动各地区、各部门1的积极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

可能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六条方针中，还有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动用总预备

费须经中央批准，加强财政监察等几 条，这是加强控制与监督。这就把分权和控制、调动积极性

和加强监督辩证地统一起来了。这样也就 可以 防止由分权而产生宏观失控，防止由积极性产生盲

目性。总之，六 条方针中，有几条是从宽的，是为 了调动积极性，又有几条是从严的，是为了保

证中央的集中统一，防止失控。有宽有严，宽严结 合，以 利于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

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
（三）加强 全局观念和战略观念。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高超领导艺术，在全国财政厅局长

会议开始时讲了 为什么提 出六条方针，讲 了财政部的缺点和应该怎样做工 作，如 何照顾局部和地
方，如 何注意因地制宜。接着在会议总结时，又讲了地方财政应该怎样做工 作，如 何增强全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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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且明确在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 系上，一定要以 中 央、全

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如 果两 者之间发生矛盾，一定要地方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体，因地制宜

服从集中统一。否则，“就要犯原 则错误”。小平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加强 全 局 观 念的 重要

性，而且在实践中他 自己就是处处以 全局为重的榜样。解放初期，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

记，西南财政部的同志到北京来开 全国财政会议之前向他汇报请示时，小平同志总是对他们说：

收 入任 务中央给 多少都背回 来，支出指标中央给多少就算多少。如 实反映情况，但不斤斤计较。
小平同志还指 出：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从战略和 全局去看问题，就容易说服人，
容易懂得增收 节支的意义。把全局观念和战略观念统一起来，这就是财政部门最大的政治工 作。

三

小平同志的这两篇文章，虽然是针对五十年代初期的财政经济状 况和存在的问题讲的，但是

他的一些基本论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的财政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取得 了 巨 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

睹，举世公认的。另一方面，十年来，国家财政除 了一年有结 余外，九年都有赤字。有些年度的

赤字，是解决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形成的，具有明显的还欠帐性质。有些年度的赤字，则

是宏观失控，经济过热，投资与消费膨胀引起的。当前资金供需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不仅中央

财政困难，地方财政也困难。如何根据量 入 为出、收 支平衡的原 则，抑制资金需求，压缩财政支

出，缓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矛盾，逐步减少以 至消灭财政赤字，充实财政后备力量，把

国家财政建立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这仍然是财政工 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当

然，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五四 年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 力 大大增强 了。二是

地方部门和单位可以 支配的财 力 大得多了。在一九五四 年，各地 区、各部门没有什么底子，搞得

很枯竭。而现在各方面的底子很大了（预算外资金就超过2 000亿元），如 果一旦需要，确有回旋

余地。三是经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财权下放，地方、部门和单位拥有的自主权限，也比五 十年代

大得多。可以 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统得过多过死，而是要把中央同地方的关 系进一步理顺。
尽管如 此，小平同志在一九五四 年提出的六条方针的基本精神，即在保障中央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

挥地方、部门和单位的积极性，仍然是今天财政工作中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些年 来，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导下，简政放权，扩大企业 自主权，调 动 了 各 地

区、各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成绩显著。但是，在徽观搞活的同时，由 于 宏 观调控 没有及时跟

上，出现了固 定资产投资失控，企业留利过多地 用于奖金福利和企业 包盈不 包亏，偷税漏税，以

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等问题。我们现在正是要学习小平同志六条方针的辩证思想，在打破

统收局面的同时，也要打破统 支局面；在发挥各方面 积极性的同时，也要克服铯上 项目 的 盲 目

性；在适当分权，微观搞活的同时，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加强宏观的调控；在有自我发展能力的

同时，也要建立地方、部门和 企业的投资自我约束机制。
在当前治理 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小平同志关于加强全局观念的思想，具有更鲜明的

现实意义。压缩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清理整顿流通领域的各种公 司，以 及适

当集中资金，取消某些税收 优惠，压缩专项拨款等等，都牵涉到现 有利益的分配格局，要求某些

局部利益做一些必要的让步，甚至忍痛克服困难。只 有举国上下本着局部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

央、因地制宜服从集中统一的精神，才能贯彻落实，取得实效。在调整中，要学会用战略观念和

全局观念去看问题，去说服人，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搞好治理和整顿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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