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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化，观念的更新，经济效 益问题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 成为各行各业各级领导

安排布置和检查考评工作的重要内容。但从当前的经

济活动实践来看，一些地区和单位，对什么是经济效

益，怎样评价和考核经济效益，认识并不一致.有的

认为赚钱多、 利润多就是经济效益 好；有的把产值作

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标准；还有的认为国家清理整

顿某些企业的非法所得，是对提高 经 济效 益的 “打

击”，等等。这些观点都 带有片面性，主要是对经济

效益的内涵理解不清楚，对企业经济效益和整个社会

经济效益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因此有 必要 从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究。

经济效益应反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 要求。

讲经济效益，就是要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

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它不仅包含

量的规定，而且包含质的规定。所谓量，是指人们在

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耗费 和劳动占用与生产出来

的劳动产品从数量上作出比较，要求用尽可能少的投

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 品。只有量的规定，不足以体现

经济效益的全部，还应有质的 要求。所谓质，是指劳

动的产品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

产品，才能使其劳动消耗得到社 会承认，使产品的价

值得以实现。我们曾经看 到，有的企业产品已经供过

于求，但为了完成产值任务，仍大量盲目生产，仅仅

实现了产值，而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未有实现，产

品积压愈多，消耗的原材料也愈多，占用的资金也愈

多，这谈不上经济效益.有些企业的关停并转， 就是

为了使产品结构符合社会的需求。

从宏观和微观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经济效益

则又是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综合体。两者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既相一致，又有矛 盾。所谓有不
可分割的联系，是因为 微观经济效益是宏观经济效益
的基础，只有所有企业、部门的经济效益好，整个社

会经济效益才会好。所谓有矛 盾，是因为有时从个别

企业、 部门看，经济效益是高的，但从全社 会看，经济

效益却不一定高，或者从个别企 业、 部门看，经济效

益却不一定不高。如有些地方和企业，不进行可行性

研究，只讲微观效益，不讲宏观效益，搞 重复建设。
还有些企业跨行业经营生产资料和紧俏商品，通过拉

关系、 走后门，低买 高 卖，从中牟取暴利，这种行为

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就更谈不上 经 济效益。这

就是说，宏观效益既不 能离开微观效益，也不是微观

效益的简单相加。微观效益虽 然重要，但必须从宏观

上进行指导和调控。对经济活动中出 现的新情况和新

问题，应从宏观上运用价 格、税收杠杆调节利润，使

各种产品的利润能大体均衡，也可以通过减税、免税、

调节税率等办法，有意识地把某些产品的利 润调节得

大些或小些，借以对某些产品的生产起鼓励或限制作

用，以使企业选择具有最优社会效益的生产方式和经

营方案。对企业的涨价收入和非法 牟取的暴利，则需

要进行补税、罚款，借以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和分配活

动进行宏观上的指导和监督控制。当微 观效益和宏观

效益发生矛盾时，应服从宏观效益。有些企业或产品

在市场竞争中受到淘汰，被迫进行关停并转，职工收

入和所在地财政收入一时减少，但却 减少了原材料消

耗和资金占压，提高了全社会的 经济效益，这正是微

观效益服从宏观效益的体现，一旦转产的新项目 上去

后，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就会同时好起来。

综上所述，经济效益既包含对经济成果量和质的

规定，又应兼顾局部的微观的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的宏

观的经济效益，既是经济成果量和质的统一体，又是

微观和宏观经济效益的综合体，而且要在国家宏观指

导和控制下，才能有计划地正常 地向前运动和发展。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届 三中全会上指出：“在经济

生活中，既要搞活，又要制约，既要放开，又要管理，

宏观控制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研究 经 济 效 益问

题，目的是为了深刻理解经济效益的真正涵义， 全面

评价和考察企业经 济效益，引导企业正确处理企业经

济效益和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关 系，自觉地服从宏观

调控，促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促进经 济增长和财政

收入之间的良性循环。如果单纯以企业赚钱多少或利

润多少，甚至只看产值高低一个侧面来衡量经济效益

好坏，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对发展经济和开拓财源

也是极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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