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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费 和 反 浪 费

叶 才

甲：著名 经济学家千家驹同志写的一篇 短 文， 题

目叫做 《 一定要消灭经济建设中的 浪 费》 ，你读 了 没

有？

乙：拜读过了。文章开 头和结 尾 的两 句话，至今

我还记得很 清楚。开 头一句是： “我国经 济 建设中的

浪费是惊人的。” 结 尾是： “浪费是 实 现 四 化 的 大

敌。浪费不除， 四 化 无 期。” 这 篇 文 章 登在 1982年

《 财政》 杂志第3期上。

甲：你既 然是个有心人， 倒想听听 你 的 读后 感。

乙：千老的话，的确语重心长， 道出 了 事 关 四 化

建设的一个大课题。但要反掉浪费，却又 谈 何容易！

多年 来， 我们经常宣传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 可 是一

些部门和单 位的浪费 现 象 依 然 相 当 严 重。 看 来，其

“病” 难治。

甲：如此 说 来， 消除浪费是 没有希望喽！

乙：那也不能这样说。关键是 要 在认识 上、界限

上、措施上切 切 实实地 解决一些问题。

甲：要 解决一些什 么问题呢？

乙： 首先， 对什 么叫浪费的问 题， 要 有一个比 较

统一的 看法。一般说， 浪费就 是 对人力、物 力、财 力、

时间等 用得不 当 或没有 节制。 为 了便 于 有针对性 地采

取消除浪费的措施， 我认 为可以 把 它 分为 两 大类。一

类叫做 过失性 的浪费，一类 叫做 差距 性 的浪费。

甲：那 么，啥叫过失性的浪费？

乙：所谓过失性的浪费， 是指 那 些由 于工 作中不

负责任， 或者任意挥 霍糟塌， 使 国家财 产 遭 受损 失的

行 为。 这种 过失性 的浪费， 一般是 比 较显 而 易 见的。

例如：在运输和仓储过程 中， 由 于 “野 蛮装卸” 、 保

管不善所造成的破碎损 坏、丢失短缺、霉 烂 变质；在

生产 过程中的 大材小 用， 优 材劣 用， 不按 规程操作造

成的设备损坏、产品 报 废和降 级、降等；责任 事故 造

成的停工 损失；不 遵守劳 动 纪律造成 的 工 时 浪费等

等。再就 是花公 家的 钱，游山 玩水、请客送礼、 铺张

浪费等挥霍性 的行 为。

甲：这样说 来， 是否可以 把 主 观上可以 避免的一

切破坏 产 品 使 用价值的实现 以 及生产、流 通 过程 中的

额外耗费所造成的损失，都归之 为过失性 的 浪费呢？

乙： 大体上可以 这样理 解。但 需 要 补 充 说 明的

是：对于实物和资金，必 须 等量齐观。把资金投向 没

有投资效果的建设项 目上去，同 样 也 是 过 失性 的浪

费。当然这方 面的情 况 要 复 杂得多， 还 有 待深入讨

论。

甲：差距 性 的浪费又该怎样解释呢？

乙：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每吨 标 准 煤 的热 量

利用率， 日 本是57% ， 我国是 30% 左右，只 及 日 本的

一半。 1981年， 我国 的 煤 耗 约 为 6 亿吨 ， 按 利 用率

30% 计算，实际只 利用 1.8亿吨。如能达 到 日 本水平，

一年 可 节煤1.62亿吨。这种生产耗费的先进 与 落后的

差 距 ， 不但国内存在，地 区之间、厂 与 厂 之间也是存

在的。严格地讲，这种 差 距， 也 是 浪 费。 但 由于设

备、技术、管理 等种种主客观 的 原因， 落后的一方，

暂时还达不到先进的水平， 如果把 这 种情况 笼 而统 之

地说它是 “严重浪费” ， 不 大 容 易服人，一时也 难以

克服。所以 ，可以 把这一类叫做 差距 性 的浪费。 当然，

有 差 距 就 有 潜力， 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甲：试问把浪费划分为两 类有什 么 现实意 义呢？

乙：区 别的目的， 是 为 了针对不同性 质 的浪费，

采取不同的对 策， 以 期有效 地 消除浪费， 缩短差距。

我认为， 对差距 性 的浪费，应 当通过 奖 励 缩短差距的

办法 ， 发动群 众， 献计 献策， 努 力赶 上或超过先进，

为 社 会创 造更多的财 富；而对过失 性 的浪费， 则 应给

以必要的惩罚， 严 重者， 要 绳 之 以 法。否 则， 眉 毛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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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把抓 ， 无济于事。

甲：除 了明确界限、区别对待以 外，还 应 采取哪

些措施呢？

乙：讲措施， 先要 查清产生浪 费 的原因，往 后 才

好对症下 药。千老说 了三 条原因，很中肯。一 是 有些

领导人主观主 义瞎指挥，不按 自然 规律和经 济规律办

事；二是体制不合理；三是官僚主 义。我 的 理 解，这

主要是从领导角度讲的，就广 大 职 工 来说，责任心 不

强，劳动态度不端正 ，珍 惜 国家财产 的 思 想 比 较薄

弱，也是重要原因。所以 ，除 了 解 决有关体制方 面 的

问题，逐步实现 干部队 伍 的 革 命化、年 轻 化、知识

化、专业化， 克服“瞎指挥”，官 僚 主义以 外，还要做

好对广 大职 工 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建立 必 要的经济赔

偿制度。对过失性浪费， “野蛮装卸” 之类造成的损

失，就 应明确由过失者赔偿， 仅仅 采取“检 讨 书十扣

奖金” 的办法是不够的。

甲：我赞成你的主张。 “野 蛮装卸”之类，固然

该罚，甚至重罚， 但对 “瞎 指 挥”，特别是投资项 目

上的 “瞎审批” 所造 成 的浪费损失， 又 该 怎 么 个罚

法？

乙：这个问题涉及到各级 经济 工 作 指 挥员的权

责、利问题。随着体制改革的逐 步完 善和经济责任 制

的健全，必将做 到 该 奖的奖，该罚的罚。但在经济责

任制还未健全之前， 为 了减 少 投资上的浪费，也 可先

给经济指挥员们订上几 条“罚 则”。如 在 审批基本建

设、挖革改等投资项 目时，凡 对 资源、地质、水电、

运输、配套、技术经济效 果 以 及供产销等情况，不调

查、不研究、就 仓促 上马，盲目动工，造 成 浪费损失

者，应追究其经济责任，严重者直 至 法办。当然， 成

绩显著的，也应记功授奖。

甲：这些办法是否太严厉 了？

乙：古时候，军事指挥 员出征，常 常是要立军令

状的；而我们的某些经济指 挥 员工 作 失误，捅 了 漏

子，老是由国家付“学费”，长此下去，怎 么 得了。当

然，我们不能单靠行政和 经 济措施，还要依 靠社会舆

论的力量， 经常进行 节约光荣、浪费 可 耻的教育，使

之蔚然成风。目前，在企业整顿中，应 当 把 反对浪费

作为整顿的内容之一。发动 群 众揭浪费、找差距， 制

订措施，责任到人， 定期 检 查， 奖惩分 明。这样，浪

费是会大大减少的。

甲：我给你补 充一点，反浪费也要讲 实 效， 千万

不要再搞那种名 曰 反浪费， 实是浪费 的 形式主义的东

西。

乙：你说的很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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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有了 较 大的 发

展，教学质量逐步提高。

1981年同1976年相比，全

日制高等学校从 392 所增

加到 704 所，在校学生从

56.47 万人增加到 127.95
万人。许多重点高等学校，

正在朝着既是教学中心又

是科研中心的目标发展，

大力加强了科研工作。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

发展，是与国家对高等教

育的重视分不开的。这儿

年，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

况下，高等教育的经费仍

然增长较快， 1981年高等

学校经费支出比1977年增

长 190.6% ， 平均每年递

增23.8% ，而 同 一 时 期

国家财政收入 只 增 长 了

30.8% ，平均 每 年 递 增

5.5%。 高 等学校经费的

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财政

收入的增长幅度。随着现

代化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高等教育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

要。为了更好地为我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高等

专业人才，在逐步增加国家对高等教 育 经费 拨 款的

同时，还应当认真研究和发挥高等教育经费的经济效

益，以较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取得较大的培养人

才的社会效果。下面 就这个问题谈儿点个人意见：

一、高等教育事业要积极稳妥 地发展。建国以

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几次 起伏，应当吸取的经

验教训是很多的，不顾比例，不 求 质量，一 时 上去

了，也难以巩固。粉碎 “四人帮”以后，五 年内全日

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平均每年递增 17.8% ，虽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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