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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财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是毛泽东

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财政思想是

我们克服财政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

转、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依据。充分重视

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

持和发展毛泽东财政思想，是财政工作者应该

承担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财政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具有丰富的理论内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理论体系：如财政与生产的相互关系；在财政

分配中要兼顾国家、集体和 个人 三方 面的利

益；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要适当

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在财政收支中要贯彻

增产、节约、多留后备的原则；等等。从当前

经济改革的实际出发，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财

政思想的实践中，认真研究增产、节约、多留

后备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用现在较为流行的

术语来说，增产、节约、多留 后备就是 少投

入、多产出、为经济改革提供必要 的财政条

件，这是为经济改革创造宽 松经济 环境 的前

提。
首先，毛泽东财政思想认为，一定要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增加生产，为增加财政收入创造

前提，即努力增加产出，实现增产增收。生产

决定分配，产出数量决定分配数量，只有增加

生产，才能扩大分配规模，增加财政收入。生

产是财政收入的物质基础，未有生产不发展而

可以扩大财政收入的。有的人认为，在商品经

济中财政可以进行“跨空 分配”、“超 前分

配”，用财政赤字促进经济起飞。这种观点，
颠倒分配与生产的相互关系，完全背离生产决

定分配的原理，与毛泽东财政思想是背道而驰

的。近几年国民收入超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

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明确，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国家和企业关系的发

生变化，财政分配形式发生相应的变化，都不

能改变财政与生产的相互关系。
其次，毛泽东财政思想认为，节约包括的

内容比较广泛。第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

基本原则。毛泽东说：“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

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切工厂、商店和合作事

业，一切社会主义事业都要贯彻节约原则。第

二，节约是合理利用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措施。他说：“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
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

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

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

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

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第三，节约是财政

支出的方针。他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

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可见，节约在毛

泽东财政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现在，有些人认

为，在商品经济中不能提倡节约，只能提倡消

费；只有高消费才能促进生产发展；节约会限

制消费，阻碍生产发展。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

确。其所以不正确，在于他们把消费和节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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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消费是对积累而言，节约是对浪费而

言，把节约与消费相对立，认为消费不能节约

是不正确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生活消

费两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倡高消费是指个

人生活消费所说的，它是从投资系数推导出来

的一种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个人边际消费倾

向越高，投资系数就越大，因而高消费可以扩

大投资系数，促进生产。姑且不论这种理论是

否科学，事实上大多数资本主义企 业 对 生 产

消费最讲节约，最重视减少消耗、降低成本的

措施，不是提倡高消费。对社 会 主义 经济来

说，在国民收入已定的情况下，高消费意味着

降低积累，加速生产的发展就变成空谈。在目

前经济条件下，盲目学外国提倡高消费，对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害无益。消费只能随着生

产的发展而提高，离开现有生产水平提倡高消

费，并且把消费与节约相对立，只能远离毛泽

东财政思想，进一步败 坏社 会风气。马克思

说：“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社会，其发展、需

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 节约时间来决定

的。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 为时间的节

省。”在商品经济中时间就是金钱，节约时间

是最根本的节约，毛泽东财政思想中的节约最

终也是归结为时间的节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

义普遍真理。
最后，毛泽东财政思想认为，多留后备是

实现财政平衡的保 证。在有 计划的 商品经济

中，是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留有后备，促进国

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还是利用赤字财政扩

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创造过旺需求，造成国

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

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

的平衡。”这是我们计划 经 济的 优越 性。还

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

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留有后

备是克服计划失误、保持平衡的必要条件。现

在，有些人主张取消后备，扩大赤字，用大量

举债办法增加投资，并说这是加快经济起飞的

途径。我不敢赞同这种观点。对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特别是改革时期的经济运行来说，我认为

毛泽东多留后备的财政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指

导意义。第一，计划的实质在于自觉地保持平

衡；不平衡不能叫有计划，也无须制定计划。
所谓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要使社会总需求

和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而平衡需要留有后备

作保证；没有后备或者后备不足就无法消除国

民经济发展过程产生的失衡现象。第二，为了

保证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使人民能够随时买

到所需要的商品，社会需要有计划地保持适量

的过剩物资，给人民创造选择的余地。同时，
为了防止意外事故造成生产中断，也需要留有

后备。财政后备是一种待分配收入，在其他条

件不变（特别是供求平衡、物价稳定）的情况

下，财政后备在市场上表现为待销售的商品，
可以使市场商品供应较为充裕。第三，在经济

改革时期，财政后备是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

的物质条件。通常说要为经济改革创造宽松的

经济环境，这里的所谓宽松，实际上就是要留

有后备，增强财政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没

有后备甚至连年财政赤字就不可能给改革创造

宽松的经济环境。
凡是科学思想，都具有时代特征。要使一

种科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发挥指导作用，必须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发展，用新内容、
新形式代替过时的旧内容、旧形式，使它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毛泽东财 政 思 想也是如

此。但是，发展不是丢弃，更不是改宗。近几

年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毛泽东财政思想对我

们仍具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们仍然要高举毛泽

东思想旗帜，坚持革命，坚持改革，努力完成新

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财政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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