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平衡是经济工作的游泳术

左 春 台

党的代表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

下简称《建议》），提出 “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四条基本指导原则，其中第二

条是“坚持社会总需求与 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并且指出：“这

里的中心问题是根据国力的可 能，在妥善安排人民生活的同时，十分注意确定合理的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做到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这是保证经济比例

关系协调、经济 生活稳定和体制 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条件。”这就把坚持改革同坚持平衡辩证地统

一起来了。这里仅就综合平衡问题，简要地说一说自 己的一些学习体会。
什 么是综合平衡？
综合是对分析而言。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以及客观世界中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具体事物，都是

多样性的统一。要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将客观事物“碎割”开来，分 别 加 以 考

察，这就是分析。只有了解部分，才能进而 了解整体。分析是综合的基础。但是，正如恩格斯所

说：“以分析为主要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 么 也 不 是 了”（《马恩选

集》 第 3 卷，第548页）。所以，在分析的基础上必须进 行 综合，把彼此分割开来的各个环节联

结起来，才能形成对整体的认识。综合是分析的归宿。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

办法。毛泽东同 志说过：“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

什 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 质，给以 解 决的办法”（《毛泽东选

集》第 3 卷，第796页）。对于复杂的事物，甚至需要经过分析和综合的 多次反复。
平衡是对不平衡而言。客观事物矛盾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

算执行过程中，打破原来的平衡，出现某些不平衡情况，是正常的，没有什 么 可怕。但是，如果

认为可以让这种不平衡自流地发展下去，当 然是错误的。正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

衡就更为重要。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

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

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

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

12页）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经验证明：比例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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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混乱，反复折腾，往往是从破坏平衡开始的。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有

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要全面进行体制改革，难度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平衡就更为重要

了。
综合平衡，就是在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要 求，从全局出

发，研究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整体平衡，即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总体上，综合考察国民经济 发展过

程中各部门、各地区间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搞综合平衡，不能 束缚于

眼前的利害，不要为纷纭复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要弄得眼花缭乱，把自 己的视线

模糊了。眼睛要始终通观全局，盯着战略重点，今年想到明年，这个五年 照 顾 到 下一个五年，
前十年计算到后十年，瞻前顾后，相互衔接，把局部的利 益和全局的利 益、今天的利益同明天的

利益联结起来，即是说，搞综合平衡 要有战略眼光。
陈云同志说过：“没有全局的、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的

经济范围。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计划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反映，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对立的。尽管近来西方许多国家 加

强了国家对经济 活动的调节和干预，甚 至有的还编制 了一定时期的发展计划和纲要，这些做法也

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不可 能对全社会

的经济 活动进行综合平衡，因而 也不可 能进行有计划的宏观控制和调节，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

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把宏观控 制同 综 合平衡结合起来，用具有不同程度 约束力的统一计划，保

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 展， 只有 以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才有 可 能做

到。舍弃这个优势，而 求其次，那就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扬短避长了。当然，要 把可 能性变为现

实，还需要经过主观的不断努力和探索。
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 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但客观规律并不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还有 许多未被 认识 的王国。正确认识 它，掌握

它，运用它，还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开拓

和创新精神的各级经济指挥员。要使这种开拓和创新精神，“既不同于墨守陈规，又不同于乱撞

乱碰”，经济指挥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即建筑在综合平衡之上。经济 指

挥员在综合平衡这个舞台上，发挥聪明 才智，通观全局，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可以导演

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武雄壮的 活剧来。现在我 们正确执行开放、搞活、改革的政 策，都离

不开综合平衡这个前提。因此，我认为加强综合平衡，就是我们认识、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客观规律的一个伟大的实践的学校，是我们沿着党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宏伟目标，胜利到达彼岸的游泳 术，正如“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 术，就是战争 大海

中的游泳术”一样。
这样强调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把 它看成是经济 工作的游泳术，是否过份？并不过份。我们的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我觉得，综 合平衡至少有以下五个 方 面的 重大作用和意

义：

第一，综合平衡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在经济建设上的体现。实事求是，首先要弄 清事

实。而要全面地弄清客观事实，使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 应，除 了经过综合平衡以外，没有别的途

径。离开综合平衡，追求和攀比速度，搞“高积累”或“高消费”，都会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即是说，离开综合平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落不到实处。
第二，综合平衡是正确运用经济 杠杆和制 定经济 方 针的重要 依据。任何一 种经济 杠杆和方 针

政策，都是为着解决某种矛盾而制定的。没有矛 盾或不 了 解矛盾，经济 杠杆和 方 针政策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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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依据。综合平衡，反映经济工作多方面的矛盾和经济利害。通过综合平衡，从正确处理这

些矛盾中才能找到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途径，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
第三，综合平衡是坚持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合理布局，协调供产销，避免重复

建设和盲目性，使国 民经济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方 法。社会主义的 宏观控制和调节，是同综

合平衡 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计划是宏 观控制的主 要依据。而没 有 综 合平衡，就不成其为计划经

济，宏观控制 也将失去最 重要的依据。
第四，综合平衡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的 重 要 条 件。坚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

衡，做到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为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裕和

稳定的环境，这是保证体制 改革顺利推进的根本条件。否 则，正如陈云同 志所指出的，会造成种

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 现反复，结果反 而会慢。
第五，综合平衡是我们在经济 中认识和 改造客观世界，培养干部，增长才干，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克服片 面性和形而上学的一所最 好的实践学校。
当 然，承认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是一回事，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综合平衡 又是一回事。始终

坚持它比承认它要困难得多，吃力得 多。拿财政工作来说，中央领导同 志指出，在安排财政计划

时，不要只想到中央的财政收入，同时 要想到整个社会财力，包括中央财力、地方财力、企业财

力、人民的财力和可 以利用的国外资金。这就给我们提出 了这样一些如何加强 财力综 合平衡的重

要课题：如何编制综合财政计划，研究如何运用社会总财力，加强综合平衡，以保证四化建设资

金需要？如何通过经济信息、经济杠杆和经济 立法等多种手段，把社会财力引导到四 化建设最 需

要的方面去？如何处理好财政、信贷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集中到一点，如何

通过财政的自身 改革，克服只管预算内资金、就财政论财政的倾向，使财政部门成为国家的经营

管理部门？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问题，需要跳到 经济的 大海 里 去，实事求是，勇于探

索，积累经验，不断提高综合平衡工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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