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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财 要 诀

河北省副省长洪毅提出的理财要诀是：

当家要理财，领导是关键；

调动积极性，改革最当先；

生财是根本，效益出财源：

聚财靠税收，征管要从严；

用财保重点，不能乱花钱；

三财都抓好，财盈促“翻番”。

（摘自《 河北财会》 1986年第 2 期）

文摘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应

坚持自愿原则

横向经济联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

观要求，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

前，企业之间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已经汇聚为一

股潮流。因此，强调自愿原则有着重要意义。

坚持自愿原则是商品经济中横向联系的内在

要求。商品交换关系以商品生产者的自主、平等

地位为前提.在每一个商品生产者自主的经济决

策的基础上，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

经济联系，包括人才、资源、资金、技术以及商

品购销等方面的相互渗透和联合。正是这种商品

生产者各自依据自己获取的信息和自身的利益所作出

的反应，才构成了一个灵活的市场机制。它调节着企

业的行为以适应变动的需求结构。

坚持自愿原则也是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维护

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必然要求。增强企业活力是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维护企业自愿参加或退

出任何经济联合组织的自主权利，是保证企业在竞争

的市场环境中富有活力的基本一环。

坚持自愿原则，才能保证横向经济联合形式的多

样性、灵活性，真正有利 于促进企业组织结构、产业

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的合理化。坚持自愿原则，使企

业既能积极地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寻求一切可能的

互利的经济联合，又能在市场行情变化的时候，改变

他们联合的形式或规模，甚至退出联合，从而保持企

业组织形式在动态中的经济合理性。
当然，坚持自愿原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由

于企业活动空间和眼界的局限，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中，国家的宏观调节和指导尤为重要。这种调节和指

导并不是取消或限制企业的自愿和自主，而是一方面

通过科学的产业政策、行业和地区规划，体现国家明

确的指导意图；另一方面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经

济杠杆和经济立法手段，诱导企业的行为，使企业自

身的利益和追求与宏观经济的要求一致起来。

（摘自1986年 4 月12日《 光明日报》 华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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