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文摘
优势的联合

周先彬在《企业界》 杂志著文说，为 什么在前一

个时期出现一阵“公司热”，现阶段又为什么出现对

公司的“议论热”？我以为，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认

识到，按照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促进企业合理地组

织起来，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也

表明怎样实现企业联合还没有求得正确的答案。
产品竞争的能力，技术开展的能力，内涵扩大再

生产的能力，对外协作服务的能力，科学管理和应变

能力，这五种能力形成的经济实力，就是一个企业的

优势所在，就是联合的重要条件。所谓优势的联合，

即是企业间能力和需要的结合。国内经济要形成优势

的联合，就要推动两个牵头：一是由主企业牵头，通

过产品扩散，技术扩散，形成一个“扇形”联合体；

二是由主产品牵头，通过协作配套，形成“一条龙”

生产专业化联合体。通过联合，企业间互有补助，互

惠互利，才会产生联合体的优势。

（柴 摘）

经济文摘
不能唯本企业之利是图

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定得有 全局观

念，唯本企业之利是图不行。一方面，我们应该

大胆借鉴资本主义企业行之有效的一切有利于提

高经济效益的方法，大讲利润，大力追求最大可

能的利润，使我们的企业不致成为一个事业机关

或救济机关，我们的企业家不致成为 一 个专 送

“学费”而拿不到文凭的“败家 子”；另 一方

面，又必须坚决站稳社会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企

业家的立场，不能只见社会主义之“利”而忘社

会主义之“义”——忘记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本

质，因追求利润而将自己的企业降到一个资本主

义企业的水平。资本主义企业在追求企业的总利

润时，讲究企业内部的“目标一致”的原则，社

会主义就应讲究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国家之

间的“目标一致”的原则.这一点，尤其不能含

糊。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 1985年第2 期

杨时展撰文柴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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