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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技术比进口

成套设备有许多好处

林宗棠在1985年 8 月19日的《 人民 日 报》 上发是

文章指出：要把我国的工业技术水 平 推上去，还要积

极采用在自己技术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的 “嫁接”方

式。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相比，有几个显著的优

点：一是有利于培养造就我国自己的技术队伍，经过

摔打的技术人员具有较大的应变能力；二是 有利于适

合国情，因地制宜，立足于国产原料 和燃料，扎根本

土；三是有利于自己动手，改造或制造设 备，建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工厂；四是有利于解决备品配件和设备

维修问题；五是有利于学习对方的经营思想和管理经

验；六是在合同期内可以不断吸收 对 方 新开 发的 技

术，不断缩短和世界的差 距；七是在经济上比进口成

套设备便宜得多，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八是可以举一

反三，产生连锁反应，把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推上去，

总之，引进技术有利于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应

该积极放手大胆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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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
正
乡
镇
工
业
的
几
个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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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八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刊
登
岳
冰
同
志
的
文
章
指

出
：
为
了
积
极
稳
妥
地
发
展
乡
镇
工
业
，

当
前
需
要
处
理
好
几
个
关
系
：

一
是
乡
镇
工
业
与
农
业
的
关
系
。
我
国
的
乡
镇
工
业
是
从
农
业
母
体

中
刚
刚
脱
胎
出
来
的
幼
儿
，
没
有
农
业
的
支
持
和
农
村
经
济
的
大
发
展
，

乡
镇
工
业
也
难
以
持
续
、
稳
定
的
发
展
。
因
此
，
发
展
乡
镇
工
业
一
方
面

要
因
地
制
宜
地
搞
一
些
对
农
业
生
产
有
益
的
工
业
，
使
农
业
和
工
业
在
生

产

上
互
相
联
结
起
来
，
携
手
并
进
；
另
一
方
面
，
还
要
在
财
力
的
分
配
上

和
劳
动
力
的
使
用
上
，
尽
可

能
照
顾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
使
农
业
和
乡
镇
工

业
在

经
济
利
益
上
结
为
一
体
，
互
相
促
进
。

二
是
乡
镇
工
业
与
大
工
业
的
关
系
。

乡
镇
工
业

有
一
个
最
明
显
的
特

点
：
『
小
』
。
小
有
小
的
好
处
，
这
就
是
经
营
灵
活
，
转
向
快
；
但
也
有

不

利

之

处
，
即

底
子
薄
，
人
才
少
，

设
备
差
，
技
术
落
后
。
近
年
来
的

经济文摘

对
『
松
绑
』

应
有
正
确
的
认
识

刘贵访同志在《 经济科学》

1985年第 3 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松绑”是达到改革的手段。我

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改掉

切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束缚生产

力发展的东西，因之对 “松绑”

要作具体分析，该松则松，该紧

则紧。 有的事管得太死太严，不

利于调动企业和工人， 农民、知

识分子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生

财、聚财、用财，就要坚决放松、

搞活。有些事该管未管，如再去

强调“松绑”，效果会更差。对

有些事“松绑”是改革，对有些

事进一步管严，同样是改革。其

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调动积

极因素，是否有利于节约劳动时

间，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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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计划管理应建立在

大联合企业的基础上

杨坚白同志在《 中国经济问题》 1985年第 4

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国民经济计划化是社会化大

生产的产物 ， 计划化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生产力的

大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 企业应该

朝着联合化的方向发展。可以横向联合，也可以

纵向联合，但纵向联合应是有条件的，不宜于成

立全国性的垂直的大联合公司，而横向联合则有

利于打破地区、部门的局限性。大联合企业单位，

都应该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在这个基础上

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计划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
山联合公司管理企业也就是在管理权上实行

政企分开。国家政权中管理经济的部委（在省市

则是厅局）的任务是运筹帷幄，掌握大政方针和

进行监督检查。大联合公司及其所属企业，都必

须是名副其实的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而不是变

相的行政机关（衙门或官商），都必须实行盈亏

责任制，并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作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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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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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营
企
业
实
行
自
负
盈
亏 

 

不
会
成
为

集
体
所
有
制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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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践
证
明
，
小
企

业

与
大
企
业
进
行
多
种
形
式
的
联
合
，

是
推
动
大
企

业
，

带
动
小
企

业
的
一

种
好
办
法
。
这
样
，

既
可
以
带
动
乡

镇
小
企
业
发

展
，
又

可
以
弥
补

大
企
业
在
资
金
、
场
地
、

人
力
等
方

面
的
不
足
，

从
而

在
相
互
促
进
中
共

同
发
展
。

三
是
生
产
的
计
划
调
节
与
市
场
调
节
的
关
系
。
一
般
说
来
，

乡
镇
企

业
生
产
的
产
品
是
不

纳
入

国
家
指
令
性
生
产
计

划
的
。
但
是
，

这
并
不
等

于
说
，

乡
镇
企
业
的
生
产
不
需
要
国
家
计
划
的
指
导
。
这
是
因
为
我
国
现

有
的
价
格
体
系
还
很
不
合
理
，
价
格
严
重
偏
离
价
值
，

还
不
能
客
观
地
反

映
市

场
供
求
状
况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乡

镇
企
业
仅
依
靠
价
格
提
供
的
信

息
，
利
大
大
干
，
必
然
会
使
自
己
的
生
产
陷
入
盲
目
性
。
因
此
，

乡
镇
工

业
不

要
什
么
东
西
一

﹃
热
门
﹄
，

就
一
哄
而
上
，

要
对
市
场
和
自
己
的
能

力
有
客
观
和
冷
静
的
判
断
、

分
析
。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和
一
些
社
会
组
织
也

应
积
极
主
动
地
为
乡
镇
企
业
提
供
尽
可
能
准
确
的
经
济
信
息
，
制
定
相
应

的
政
策
和
法
规
，

协
调
乡
镇
企
业
与
各
方
面
的
经
济
关

系
，
扶

植
乡
镇
企

业
健
康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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