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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侈 靡 尚 非 其 时

《 北京晚报》 1985年 2 月 7 日发表舒湮同志

的文章指出，崇尚节俭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也很有些市场，当然这

要重新评论。但目前有些宣传报道和文学作品却

在赞扬 “能挣会花”、“大把挣钱，大把花钱”，

甚至提出 “现在挣钱比偷钱容易”、“有了钱愁

没处花”。这些多少含有片面性的观点，又可能

产生副作用。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物质基础还薄

弱，远远没达到物资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需要的程度，多数人依然处于低工资、低

消费的生活水平。这种不平衡现象还会存在相当

时期。

《 管子》 说： “俭则伤事，侈则伤货。”注意

节约，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任何时候

都有其必要。抱着一本老帐，一味限制消费，是

错误的，它会招致商品滞销，库存积压，影响正

常的扩大再生产和货币流通，何况生产的目的本

来是为了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无

视生产发展允许的限度，提出过高的消费要求，

同样是不对的。指导农民会花钱必要，善于引导

富裕农民在适当地增加消费的同时，也把多余的

钱，有计划扩大再生产规模，或通过储蓄渠道集

中流动资金进行再分配，同样重要。从宏观论，

对农民更为有利。

我们与其提倡万元户 “多挣能花”，何如鼓

吹他们智力投资，效法济宁刘文宝的 捐 款 办 教

育，既培养了人才，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掌握

农艺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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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 1985年 2月 8日评

论员文章指出，近几年来，有一些机

关单位，行政费用出现不断增大的趋

势，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这是与改

革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需 要引 起 重

视。从目前的情况看，行政费开支数

额巨大，漏洞不少，节支是大有潜力

的。整党和经济体制改革，也为节省

行政费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只 要下

决心认真抓，行政费用是可以减下来

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节约行政费用

的工作，一定要在年初就抓得很紧。

每个机关单位做行政费预算时，都要

严格把关，挤干 “水分”。可有可无的开支，要坚决

砍掉；可多可少的费用，要坚决压缩。不能容许巧立

名目，乱铺摊子，或打马虎眼，搞留一手。

在节约行政费用这一工作上，机关单位的领导者

要以身作则，严格按财经纪律办 事，不能谁 都 批 条

子，乱批条子，带头破坏规章制度；同时，要严格把

关，对不合理的花费要敢管敢卡。财会人员在增收节支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各级领导一定要认真遵守《 会计

法》 的规定，支持财会人员加强财务管理，堵塞一切

可能造成浪费的漏洞，切实把节约行政费工作抓好，

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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