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际给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又没有 相应 的 增

加，甚至还要亏损。我们讲调整，从面上来

说，就是要把这种追速度、实惠少的做法调整

过来，不再片面地追求那种不切实际的高 速

度，把精力用在讲求经济效益上来，使我们的

工业生产速度虽然不如过去那么高，但生产出

来的东西是好的，是适销对路的，资金周转是

快的，创造出的财富是多的，用经济效益的大

幅度提高，来保持我国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们在抓经济效果上做了不少工

作，是有进步的。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的潜

力还是很大的。拿1980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来

看，在产品质量方面，列入统计的 54项指标

中，还有23项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约占

43%；在物资消耗方面，列入统计的59项指标

中，有31项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约占53%；
流动资金周转缓慢，仓库超储物资很多；预算内

的工业企业，亏损面仍然高达23% 左右。这说

明我们把工作的着眼点，转移到狠抓经济效果

上来，是大有可为的。经济效果上去了，会给

我们带来一个实打实的发展速度。这里还需要

特别指出，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工业上缴的利

润和税收约占四分之三左右，所有工业企业，都

应该充分认识我们肩负的重担，把工作做好，

狠抓经济效果，千方百计降低成 本，增加上

缴，在消灭财政赤字、实现财政将来平衡这一

重大调整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责任。

小常识“量入为出”的原则

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执行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就

要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办事。这个“量入

为出”的原则，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

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可

见，在我国周朝的时候，“量入为出”就已经

做为一个财政原则提出来了。  （贾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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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中国财政

学会于1980年11月26日

至12月 6 日在昆明市召

开了1980年年会和第四

次全国财政 理论讨论

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

财政学会的理事、中央

和地方各级财政经济主

管部门、财政经济理论

战线、高等财经院校及

部分综合大学和新闻、

出版单位的代表240人。
会议结合调整经济和稳

定经济，围绕财政赤字

问题开展了理论讨论，
并进而探讨了调整与改

革的关系、分配结构与

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及

综合平衡、财政职能作

用等问题，使大家在认

识的广度上和深度上都

前进了一步，在理论研

究上取得了进展。会议

还总结了学会一年来的

工作，确定了1981年研

究活动的规划，补选了

尹文敬、薛超、雷振南、

康振农、马大英、李建

昌、沙伊托夫、晋静波

等八位同志为中国财政学会第一届理事 会 理

事。
会议开幕时，财政部副部长、中国财政学

会副会长陈如龙同志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

次会议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召开中国财政学会

理事会，总结一年来的学会工作，制定1981年

学会活动计划；一个是交流财政理论 讨论成

果，对当前重大的财政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

题开展讨论。陈如龙同志说：我们在1979年末

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总结了三十年

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财政研究从经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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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出和初步探讨了财政分配同社会主义经

济规律的关系、财政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地

位和作用、财政对积累、消费的形成和使用的

调节作用、综合财政平衡等问题。现在看来，
围绕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开展财政理论研究，方向是正确的。1980年以

来，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大家的努力和各种专

题研究会，进一步探讨了财政赤字的形成、危

害和消灭赤字的措施，财政的职能作用，综合

财政的内容、范围及其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

的重要作用，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三

大平衡的理论方法，财政分配制约积累率的理

论方法，比例、平衡、效果、速度的关系等问

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使我们的财政理论

研究同国民经济宏观效果的研究，更进一步紧

密地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
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当

前的财政理论研究，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四

化”建设的要求，还是有距离的，有许多新的

问题，正等待着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需要我

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陈如龙同志又说：最近，中央和国务院重

新明确，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是关键，当

前要突出抓调整，稳定经济。整个经济工作，
要以调整为中心来安排，调整的中心环节是进

一步解决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
同时，要适当控制消费的增长。经济体制改革，

必须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

调整，必须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

调节，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
这是中央对经济问题的重要决定。我们这次财

政理论讨论会应当本着中央这一精神，进一步

总结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前财政经

济工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包括财

政赤字问题、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及其

调整问题、加强综合平衡问题、财政体制改革

与经济调整的协调问题等，进行理论探讨，使

我们的财政理论研究，提到一个新的水平，更

好地为正确贯彻“八字”方针服务。
会议结束时，陈如龙同志致闭幕词。

工作经验
连续十二年亏损的局面是

怎样扭转的？

湖南常德地区农资公司

常德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系统，共有11

个核算单位。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

干扰破坏，企业管理混乱，亏损连 年增加，
1967年到1978年，连续12年累计亏损了2，170万

元，亏损最多的1976年达 331万多元，是全省

农资系统亏损最大的地区。
1979年以来，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以提高经济效果为中心，加强企业管理，使经

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购销两旺，扭亏为

盈，终于摘掉了亏损的帽子，1979年全区农资

商品纯销售总值比上年增长15.7%，实现净利

润41，000元。1980年1 月至 9 月，全区农资商

品纯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7%左右，实现利

润比上年全年增长 7 倍多。
我们是怎样扭转连续12年亏损的 局面的

呢？

一、坚决推倒“亏损有理”论，牢固树立

经济核算的观点

十年动乱期间，全系统从上到下，普遍存

在着“支农亏本有理”和“赔本越多，支农贡

献越大”的错误思想，做生意不讲核算，办企

业不抓管理，组织支农物资只图数量，不问质

量，不计成本，不看销路，给国家财产造成了

极大的浪费，亏损一年比一年增加。1978年初

开始，我们先后十次组织人员深入到基层、工

厂、产地和交通沿线对一个一个商品、一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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