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步放开，我 们必须树立起发

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观念，改进价格补贴的

办法，以解决目前补贴品种过宽，补贴标准偏高，补

贴范围过大，国家负担价格补贴过重等问题。

（二）价格补贴要由过去的 暗补 改 为 明补。过

去，有很大一部分价格补贴采用暗补的形式，一种是由

财政从收入中退库补贴，另一种是对工业原料采用价

外补贴的办法进行补 贴。这种 暗补 的 形式有很多弊

病：一是没有把补贴摆在明处，结果财政每年拿出大

量价格补贴，但 领导心中无数，群众也不清楚，不利

于调动积极性；二是采取价外补贴的办法，补贴金额

不列入成本，造成企业成本不实，不利于加强经济核

算。因此，要把暗补的形式改 为明补，具体设想是：

有的补贴由冲减收入改为增列支出；有些用于平抑市

场物价的补贴应发到群众手中，销售部门按规定调整

价格，财政不再予以补贴；还有一些工业原料的价外

补贴改为直接调整价格列入成本。

（三）价格补贴应坚持 “谁得益谁负担补贴”的

原则。哪级得好处就由哪级财政负担补贴；哪些企业

得好处就由哪些企业负担补贴，改变有的地方和企业

通过财政补贴多得益的不合理现象。

（四）价格补贴要用在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上面。

现在，价格补贴的使用，往往是哪样商品上不去，就

用价格补贴去刺激其发展，而一旦这个商品搞上去了，

出现了商品的暂时 过剩，价格下跌，则不再过问，结

果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这种压抑先进、保护落后

的做法，应当加以改变。特别是对农副产品的批格补

贴，由于目前农副产品 的价格已经逐步放开，应考虑

将财政补贴主要用于保护 “过剩商品”上面，实行农

副产品的最低保护价格。当 某一商品供过于求，市场

价格过低甚至商品卖不出 去的时候，由国家按最低保

护价格收购，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五）财政补贴权限要适当集中。目前，财政负担

的价格补贴过重，原因之一是财政补贴的 审 批 权 分

散，除了国家统一规定的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以外，

下面各级都可以任意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

这种做法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还会影响国家对宏观经 济的控制。因此，价格补贴的

审批权应适当集中，凡在国 家规定的范围以外扩大补

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的，应报国务院审批同意后才

能实行，否则一律取消。在运用价格补贴杠杆时，还

应当充分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

（六）清理整顿现有的补贴。现有的价格补贴存

在补贴品种过多、标准过高、范围 过大的问题，有些

补贴是不合理的，应进行清理整顿。

随笔 “一”与“万”小议

刘治平

现 实生活中，挂一漏万的事是难 免的。但轻 “一”

重“万”却不可取。在一 些人看来， “一”是微不足

道的，一吨 水、 一度电 、一块砖、一元钱……谁放在

眼里？ “万”历 来似乎为人们所推 崇，“万元户”已

成为我国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的标 志， 不少 人 心向往

之。表面 看来，“一”与“万”众寡悬殊，相差万倍。殊

不知 ，任何事物都有两 重性，在一定条件下， “一”

也可以 变成“万 ”，“万”也可以 转 化 为 “一”。据报

载：济南郊区有位农民从垃圾堆 中拣一块块废钢铁，成

了“垃圾 万元户”，由 “一” 变成了“万” 。某啤酒

厂，领导班子不得力，结 果由 盈利而转为亏损。这不

是由 “万”转 化 为 “一”吗？至于 有的 企业经营管理

不善破产 倒闭，那就 更不言 而喻 了。

俗 话说： “聚沙 成塔， 集腋成 裘”。我国是个十

亿人口 的大国，如果每人每天 节约一分钱，聚积起 来

就是一千万元。聚积一年 ，就是36.5亿 元。全国工 业

企业生产成本只要降低 1 % ，一年 就 可以 为国家增加

财 富25亿元。流动 资金只要减少 占用 1 % ，一年就可

以 节约35亿元。这几个数 字不少人恐怕是想不到的。

说 “一”道 “万”，想 不到的事不胜枚举。我认

为，只要我们勤 用脑，多思考，善调研，细 观 察，摒

弃轻 “一”重 “万” 的世俗 偏 见，正 确 认识 “一”与

“万”的辩证关 系，许多想不 到的事，也可 以 变成办

得到。这对于我们的四 化建设 与 “双 增双节”运 动是

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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