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文摘
勤俭在今天的价值

一位荷兰的报业同行说：荷兰人有 “欧洲的

中国人”之称，因为荷兰人勤俭而又爱清洁。 可

见中国劳动人民的勤俭美德是为世人所深知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 斗争中大大发扬了这一

传统美德。 中国共产党人给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第

一个美好的印象就是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一直

到 “文化大革命” 前， 我们一直坚持 了这种延安

传统、延安精神

在建设“四化”的今天， 延安传统、 延安精

神，不是可要可不要的问题， 而是必须保持和发

扬。勤俭在今天不仅不应贬值，还应升值。

不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吗？用抠抠索索的老

农民的作风能建设现代化吗？需知以最小的耗费

取得最大的效果，才是真正的按经济规律办事。

挥霍浪费，不讲核算、不讲效益，是同按经济规律

办事背道而驰的。

不是要讲马 克思主 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实行

物质鼓励吗？实行物质鼓励，打破 “大锅饭”，

多劳多得、奖勤罚懒， 实行这样的分配政策是坚

定不移的。但是 ， 一切为了钱的拜金 主 义思想同

“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社会主 义原则毫无共

同之处。 一挥千金，浪费人民的血汗钱的行为在

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罪过。

（摘自《 瞭 望 》 周刊1 985年 34期评论 员文章）

经济文摘热衷于个人赚钱——可悲！

张爱萍同志在国防科委新老班 子交接会上告

诫科技战线的同志，要遵守纪律，不要热衷于个

人赚钱，否则就可悲了。他说：技术可以 作为商

品，但不要把个人的人格也变成商品。他还提出

两句警句，供同志们借鉴：

勿逐名利自蒙耻，

要辨伪真羞奴颜。

（摘自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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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莲同志在《 财经科学》

1985年第 2 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有的同志曾经认为国营企业实行

自负盈亏就成了集体 所 有 制 企

业。这种看法值得讨论。我认为，

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时，国家

仍保留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不是名义上的，而是

得到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一）

国家任命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企

业的领导人不仅要对本企业职工

负责，而且要对国家负责，他们是

受国家的委托经营管理企业的。
这是国家所有权在经营管理上的

体现。（二）企业要通过税收等形

式把大部分纯收入上交给国家，

这 是国家所有权在分 配 上 的 体

现。（三）国家对于国营企业在

必要时可以下达指令性计划。（四）国家有权决定企业

的创建和关、停、并、转、迁。总之，国 营企业实行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 仍可以坚持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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