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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力 群 阐 述 陈 云 的 经 济 思 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于 1980年11月

至12月在中央党校作报告，阐述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邓力群同志说，我国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陈云

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当然，陈云同志不

仅仅是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他对军事工作、组织工

作都作出过突出的贡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

志都曾经对陈云同志作过高度评价。如果我们的经济工

作一直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的经济情况肯定

会比现在好得多。陈云同志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

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邓

力群同志从五个方面对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作了介绍：

一、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①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必须兼顾。陈云同志认为，
我们搞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花了几十

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

手里失掉。有些人是好人，心是好心，犯错误的原因就

是没有把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处理好。这二者必须兼

顾，两个方面都很宽裕是作不到的，大体上是紧张的平

衡。因为不搞建设不行，对人民生活不管也是不行的。
陈云同志指出，“解决蔬菜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其

意义不在建设工厂之下”。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是“社会

主义的重要国策”。
②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必须相应地增加生

活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二者之间必须保持平衡。陈云同

志反复强调，要建设工厂，除了要建设厂房、解决原料

等问题外，还必须考虑消费品的供应。因为新建工厂，
增加职工，必然要增发工资，增加社会购买力。如果消

费品供应不上，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③从再生产过程观察问题，要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

程统一起来，而不能分割开来。陈云同志是按 照价 值

规律办事的，一向重视商业工作和市 场的 作 用。他认

为，商业、财政、金融等部门都能最灵敏地反映整个经

济动向的问题，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邓力群同

志说，过去人们常常把财贸工作同志看成一种右倾保守

观点的代表。这是因为过去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

度，讨论计划的时候，我要建设这个，我要建设那个，
要这个钱，要那个钱，人家说不行，就说人 家右倾保

守，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财贸部门的意见不能忽视，他

们的发言权应当受到尊重。
④重视农业。陈云同志认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

是关系到农村和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各部门都要关

心。

二、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

陈云同志认为，在原材料紧张的时候必须有个分配

顺序。首先是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其次是保证

必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剩余部分再搞基建。在财力、物

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他强调

要先搞挖潜、革新、改造，然后再搞基建。应该把实现

四化的基础放在现有的30多万个企业上面，主要靠挖、

革、改，包括引进一些专利和关键性的设备等等。绝对

不能用搞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基建。如果不消

灭赤字，把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广大人民刚刚得到的

一点生活改善就会丧失。基建下马，虽然也会有一些损

失，但比起丧失人民生活得到的改善的损失要小得多。

三、建设规模的大小要与国家的财力、物

力相适应

陈云同志认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 家的 财

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

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稳定极

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

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保守了，妨

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

要容易些。

四、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

陈云同志认为，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制订计

划，要考虑：一是当时已达到的生产能力，二是现有生

产潜力和新增的可靠的生产能力。对此作精确的计算，

还要计算本部门和有关部门之间的生产能力，才能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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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计划。陈云同志把按比例概括为四大平衡，即：

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外汇收

支平衡。他还指出，不能按长线搞综合平衡，而要按短

线进行综合平衡。因为按长线搞综合平衡，最大的教训

就是不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

衡。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陈云同志认为，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

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

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

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

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是附有

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陈云同志还提出，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后，平衡不应

削弱，而是应当加强。
邓力群同志说，陈云同志之所以是我国经济工作的

杰出领导者，根本原因就是他一贯坚持和具体运用实事

求是的原则。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不唯上、

不唯书、要唯实”的原则。在方法上，陈云同志主张要

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对各种意见、设想和方案进

行多方面的比较，就是“全面、比较、反复”。陈云同

志非常注意调查研究。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

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

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只说实事求是，不进行调查

研究，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摘自《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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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库券与西方

国库券有何异同

余壮东在《略论我国国库券与西方国库券的异同》

一文中指出，我国的国库券与西方的国库券名称既然相

同，究竟有什么差异呢？简略言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期限长短不同

我国与西方发行国库券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 财 政

收支不平衡的需要。所不同者，我国的国库券与过去发

行的公债券都是期限比较长的政府债券，新发行的国库

券要从第六年起才分五年偿还，与公债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西方国家期限较长的政府债券都

称为公债，一年以内到期的政府债券则称为国库券。西

方国库券一般可分为三个月、六个月和一年期等几种，

主要是因财政收支周转不灵的需要而发行的。因为财政

收入（如税收）往往集中在财政年度内的一定期间才能

入库，而各项开支则在全年各月份都要支出。即使一个

年度内财政收支能够平衡，在某些月份也可能会使国库

感到资金短缺。为了解决短期内青黄不接的困难，就有

必要发行国库券，以便帮助财政上渡过难关。

发行和流通方式不同

我国国库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都由中国人民银行

及其所属机构办理，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

由买卖，不能向银行抵押，单位购买的也不能转让。而西

方国家的国库券则是货币市场上数额最大、最重要的交

易手段。以美国为例，一九七八年国库券的交易额就超

过一万五千亿美元。美国国库券的交易市场分为出售新

券和已发行券的交易两种。现在美国三个月和六个月期

的新国库券每周出售一次，一年期的每月出售一次，通

常由财政部于星期四宣布出售新券的数额，个人、工商

企业和商业银行都可以向联邦储备银行投标报价，直至

下星期一为止。因为国库券是低于票面价值出售的，所

以谁出价最高就售给谁，最高价也就是各种 新券的价

格。
利息计算方法不同

我国国库券的利率定为年息四厘，在偿还本金时一

次付给，不计复利，这也是一般公债付息的办法。而西

方的国库券则采取低于票面价值出售的办法，也就 是

说，按照一定的折扣出售。这个折扣的数额就是购买

者实际得到的利息。
从上述的异同可以看到，西方的国库券比我国新发

行的国库券虽然灵活得多，那是由于西方金融市场结构

不同所形成的。可以预料，我国国库券发行后，对消灭

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市场物价，必将产生很

大的积极作用。

（摘自“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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