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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

资本主义实行计划管理，只 是 实行一定程度的经

济计划，不 能把经济计划同计划经济划等号。资本主

义经 济的计划管理不能改变其整个经济的市场经济性

质，更不能改变其资本主义的性质，它只 是国民经济

管 理中 用以 补充市场调节不足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资

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由此而实行计 划 经济。

社会主义实行计 划 经济。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制

度来说，不只 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它首先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 质属 性和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即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体系中的重要方面。正 因为

如 此，社 会主义经济自始至终要实行计划经济。社会

主义经济的发展，应 是 计划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过

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终将转向 共产 主义的高级计

划经 济。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重视市场调节，但决不能由此 而排挤、否定计划经济

和计划调节，不能变计 划经济为市场经济，那样会使

我们的 经 济体制改革走向歧途。计划经济或计划调节

（包括指令性和指导性 计划 调节）应始终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占主导地 位。既不能使国民经济完全受市场调

节，也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以 市 场调节为主、计划调

节为辅。市场、市 场机制、市场调节、市场经济，这

是既 相联 系而又不同的经济范畴，不应 将 它们等同起

来.有市场 就 有市场机制，但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

市 场 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其功能的强弱也就不同。

功能较强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调节经 济运行的作用。
因 此，不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市场调节。另外，有市

场调 节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指

导性计划 经济中，虽然存在市场调节，但依然是计划

调节起主导作 用，因而就 经济的性质来看，依然属于

计划经 济 而非市场经济。只 有完全受市场调节的计划

外经 济部分，才属于市场经济范畴，但它在整个社会

主义经济中不起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这一概 念，按 西方经济文献的解释，典

型的、全 社 会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主 义 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但发

展商品 经济，就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功

能。这不应该有什 么疑虑。社会主义经济只要实

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 计划调节为主导， 则 无

论怎样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无论怎样利用 和扩

大市场调节，都不会向资本主义靠拢。

（摘自1986年 6 月14日《 光明日报》 卫兴华

的文章）

文摘县长和县委书记

应学会理财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到一些地区检查工作时，

曾多次向县长、县委书记询问：全县每年从各个

渠道分配下来的资金一共有多少？结果答上来的

不多，说得很清楚的更少。
县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有 很 大 的 自主

权。做好县一级的经济工作，在我们国家至关重

要。因此，县长、县委书记胸中应该经常有一本

账，要知 道从各个渠道收来、拨来多少钱；用到

哪里去了？效益如何？不知道不行，大体知 道也

不行，要清清楚楚才行。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转向经

济建设以 来，至今已经 8 年，作为县一级的主要

领导人，理应做到问财、懂财、理财，并要努力

聚财、生财，靠有限的钱办更多的事，如 果长期

不问财、不懂财、不理财，甚至乱 用钱，那就只

能被认为是不称职的领导了。
学会理财是县长、县委书记的一项基本功。

（摘自《经济参考》1986年 6 月14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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