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密切配合。随

着税制改革的推行，将会引起财权的调整，财

力的转移和经济利益的变动，政策性很强，需

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很多问题需要得到有

关部门的支持和协作，只靠财税部门一家显然

是搞不好的。当前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

针要继续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进

一步深入开展，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各方面都

会出现新的变化，许多问题我们一时还很难看

准，这就更需要注意新情况、新问题，与有关

部门密切配合，一起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共同

把税制改革工作搞好。
第三，加强税务机构，充实干部力量。税

务部门担负着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工作十

分艰苦，今后随着税制改革工作的进行，他们

所担负的任务将会越来越繁重。这样就必须有

一个健全的机构和有专业知识的队伍，才能胜

任这个要求。因此，健全机构充实干部是组织

建设上的一个很迫切的任务。与此同时，还要

抓好干部的培训工作，使税务干部既熟悉税收

政策业务，也懂得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不断

提高专业化的水平，以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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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阶段经济

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积

累率应以多 少较 为 合

适，这是制订国民经济

（包括基本建设）中长

期计划必须明确解决的

一个重大课题。

（一）积累率必须适当

恩格斯在论述社会

主义的分配问 题时 曾

说，积累是“社会的最

重要的进步职能”。这

就是说，没有积累，就

不能维持和扩大生产，
因而也就不能不断地改

善和提高人民 消费 水

平。没有积累，就没有

社会进步。但是，积累

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必须

适当，才能很好地发挥

它的 “进步职能”，并

非积累率越高越好。积

累率过高，其后果并不

好，甚至不能发挥其“进

步职能”。这一点，从

我国三十年来积累率变

化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

楚。

表列数字说明，每当积累率稳定在25%左

右的时期，国民经济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持续地

高速度发展，人民生活也能够不断地改善和提

高。“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年度

之间稳定在23%至25%之间），工农业平均每

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
1963年到1965年调整时期（带有恢复性质），
平均积累率由30%以上降为22.7%，而工农业

生产和国民收入都能以相当高的速 度 逐年增

长。与此相反，每当积累率超过30%的时期，
国民经济就全面紧张，比例失 调，速 度下降

（甚至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或者很少改善

和提高。“二五”时期平均积累率为30.8%，
其中大跃进的 3 年达到 39.1%（1959 年 高 达

43.8%），然而同期工农业生产却大幅度下降，

每年平均仅增长 0.6%，国民收入不仅没有 增

长，反而每年减少（倒退）3.1%；又 如 1971

年到 1978年连续 8年积累率都在 30% 以上，
1978年达到36.6%，同期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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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为5.75%。这个历史的变化表明：积累率

必须适当；积累率过高并不能带来高速度，反

而会造成严重损失；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
就有高速度。这就是我国三十年来积累率变化

的结论。
（二）积累率多少，受客观经济条件

的制约，有一定的客观限度

为什么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国民经济

能够顺利地高速度发展，而超过了30%就会出

现紧张和降低速度？究竟积累率高低的客观依

据和客观界限是什么？总的说来，积累率的高

低，受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受

国民收入多少和增长速度以及消费水平等客观

经济条件的限制。生产、积累、消费三者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决定分配

的原理，积累率的高低，首先取决于物质生产

部门创造新价值的多少以及相应的实物构成比

例，即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够积累的，只是

现有物质生产部门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剩

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一部分。这就是积

累率的主要客观依据。因此，我们认为，在当

前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今后 5 年、10年之内，

把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不仅是历史经验的

借鉴，而且是基本上适合我国当前客观经济条

件和今后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需 要与可 能

的。
第一，物质生产部门，主要是工农业生产

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不可能一下子有很快的

增长。我国工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占工

业总产品的比重，三十年并没有多大增加，按

净产值计算，扣除消费，可供积累的部分不是

很大的。马克思说过：“要积累，就必须把一

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

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

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

的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

方面，我国的积累水平受到工业生产价值量增

长速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实物形

态中，一部分产品大量积压，急需的产品又有

缺口，又反过来限制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主

要是长期以来积累使用方向上片面强调发展重

工业而逐步形成的现有工业部门结构所带来的

后果。一般说，轻纺工业所能提供的利润税金

较之重工业更快更多，而长期以来又恰恰没有

得到重视和发展。另外，这几年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中仍有近四分之一的企业亏损，不但没

有上缴利润而且要国家补贴。现在，虽然已经

开始重视并且加快发展轻纺工业，但是经过20

余年历史形成的现有工业部门经济结构，也不

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改变过来。因此，工业所能

提供剩余产品的增长，必然会受到这些客观条

件的限制。
农业的情况更为严重。三十年来我国农业

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林、

牧、付、渔业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也远远

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农业现

有经济水平来看，可供积累的余地也还是非常

有限的。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工农业所能提供剩余

产品的现状表明，积累率稳定 在 25% 左右，

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当然，即使工农业的

剩余产品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也不能全部用

于增加积累，否则，不仅不能提高消费，甚至

挤了社会需要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增长，这样的

教训不应再重复了。
第二，我国国民收入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

都较低，积累率受到很大的限制。1978年国民

收入为3，011亿元，比 1952 年增长了 5倍多，

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只有 314元，仅

增长了 3 倍左右。因此，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消

费水平一直是比较低的，人民生活“欠账”很

多。今后若干年内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消费

水平应该不断地有所提高，这也使积累率的提

高受到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来我

国消费构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恩格斯把消费

资料分为三部分，即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

受资料。作为生存资料的 吃、穿、烧 三项，

1978年占社会消费品总量的70%左右。在这样

较低的消费下，能够有25%的积累率，应该说

是比较高的积累率了。当然，我国人民 都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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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从长远利益出发，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

化和根本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的积

累率也是完全必要的。
总之，从消费水平的最低限度（也就是积

累水平的最高限度）来说，在全国平均每人国

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可供积累的余地是很有

限的。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如果以

长期压低或很少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办法来一

味盲目提高积累率，这对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

第三，从积累效果来看，积累率过高，效

果往往不好，积累率适当才有较好的效果。因

此，积累率是否恰当，应把能否提高积累效果

作为重要的前提。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积累率过高的“二五”

时期，每 100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很少，大

部分积累都折腾光了，白白浪费了；“四五”

时期的积累率很高，而积累效果却不到“一五”

时期积累效果的一半。很显然，问题不完全在

于积累率的高低，还在于积累使用效 果 的 大

小。或者说，积累率的高低，积累量的多少，
只是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可能 的 物 质 前

提，而实际增长和速度快慢，却更多的是取决

于如何使用有限的积累取得最好的效果。斯大

林曾说：“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 只 限于 积

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

后备，使人民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而我们

多年来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造成大量的 浪

费。
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下决心在今后一定

时期内把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下决心把提

高积累效果作为重点，作为一条重要方针贯彻

执行。
（三）积累与速度的关系

一般说，高速度需要高积累，低积累不会

有高速度。但是积累率过高并不能达到持续的

高速度，这已为我国历史经验所证明。那么，
25%的积累率会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呢？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也已经

回答了这一问题，国外的经验也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从东欧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 家看，
25%的积累率并不低，并且能够带来较高的发

展速度。如果今后把积累率稳定在25% 左右，
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积累效果保持在三十年的

平均水平，那么，25%的积累率能够使国民收

入增长速度达到 7 %一 9 %，这是相当高的速

度了。当然，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完全决定

于积累率，但它是一个重要因素。那种认为积

累率降到30%以下就不会有速度的说法是站不

住脚的，因为他们根本忽视了积累效果这个极

其重要的问题。
（四）怎样提高积累效果

近20年来，积累效果越来越差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积累率过高，超过

了我国经济可能承担的能力；积累的使用方向

不合理以及各方面的严重浪费。
怎样提高积累效果，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

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认为：

首先，要坚决把积累率从 30% 以上压 下

来，逐步稳定在25% 左右，使积累和消费保持

最优的比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水平

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即使积累率不变，

积累额也会随之增加，消费额同样 会 相应 增

加。按照适当的比例，积累额的增长略快于消

费额的增长，这是必要的。在国民经济发展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之后，积累率也可略 高 于

25%。但从现在起的今后若干年内，应下决心

把积累率稳定在25%左右，避免大上大下，这

是提高积累效果的基本前提。同时，还要坚决

调整积累的使用方向，使有限的积累基金用在

国家和人民最急需的事业上，用在能够较快地

发挥和取得最优效果的地方。
其次，要坚决调整基本建设。从积累构成

来看，固定资产积累，主要是靠基本建设实现

的。在很大程度上，积累率过高，积 累效 果

差，是和基建规模过大，投资效果差相联系在

一起的。要提高积累效果，就一定要把基本建

设的事情办好：

1.基本建设的战略部署（规模、方向、

布局等）要合理。战略部署的失误，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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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当然，基本建设的各个环节的浪费都直

接影响投资效果。但是，一般说来，计划的浪

费大于项目安排的浪费；项目安排的浪费大于

设计的浪费；设计的浪费大于施工中的浪费。
因此，要端正思想路线，实事 求 是，量 力 而

行，摸着口袋过日子，纠正那种认为基本建设

搞得越大越好的思想。
2. 基本建设计划要搞真正的科学的综合

平衡，消灭缺口，留有余地，合理布局，尽量

避免重复建设。
3. 改革基建体制，按客观经 济 规 律 办

事，提高管理水平，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度，

按期收回基建投资。
4.建立基建责任制，从计划到施工到投

产，必须有人负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权责分

明，有奖有罚。特别是大项目和特大项目，必

须严格控制，一定要做好可行性研究，“七次

量衣一次裁”，使每一元的积累和基建投资能

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杂
文

成功的秘诀

当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创造的相对论闻名于

世以后，引起了不少人的爱慕 钦羡 之心。据

说，一天一个天真的年轻人，缠着爱因斯坦，请

问他成功的秘诀。爱因斯坦于是写了一个公式：

A = X + Y + Z

青年人不解其意，爱因斯坦解释说：“A 代

表成功，X 代表艰苦劳动，Y 代表 正 确的 方

法，Z呢，代表少说空话”！

爱因斯坦的话，既是对这个年轻人想走捷

径，以为有了灵丹妙药似的秘诀就可在某些方

面轻易获得成功的讽刺和否定，同时也告诉人

们，要想在某些方面取得成功，最主要的是要

付出艰苦的劳动，而说空话则只能是误事的。

工作经验
实 行 预 算 包 干  

节 约 行 政 经 费

河 北 省
石 家庄市 财政局

我市市直机关行政费，从1974年起实行了

“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管理办法，收到了

节约支出的显著效果。包干前的1970年至1973

年，经费连年超支， 4 年共超支57万元。包干

后的 1974年至 1979 年 6 年间， 5年有结余。
1975年结余53，000元，1976年结余111，000元，
1977年结余323，000元，1978年结余415，000元，

1979年结余 153，000元。1980年上半年行政费

支出160万元，占年预算的42%，比上年同期增

长 5.6%，其中公用 经费比上年 同 期减 少

123，000元，降低 15.7 %。公务费开支每人平

均103元，比1979年同期135元减少32元，降低

24%。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有利于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对于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改进机关作风，节约行政费，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是财政管理制度上一项好的改革。
首先，调动了各单位管理经费的积极性。

包干以后由吃大锅饭改为分灶吃饭，单位自己

过日子，引起了各单位领导对财务管理工作的

重视，把经费开支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市公

安局确定一名副局长主管这项工作，实行一枝

笔批钱，并定期分析研究经费开支，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他们对办公费、车辆小修和用油实

行定额管理。并制定了物资管理、汽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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