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所行，也有所止；有活，也有死。不塞不流，不

止不行。一个十字路口，只有东西行开红灯，禁

止通行，才能保证南北行开绿灯，畅通无阻。
经济工作中把一些违反客观规律、劳民伤财的

事管死，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做到活而不乱。
财政工作中的收和支，银行信贷中的存和

贷，规章制度中的死和活，都是矛盾现象，失

去一方，它方就不存在。列宁说：“要真正地

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

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

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
防止僵化。”片面性，形而上学的看问题，例

如，只讲死，不讲活，或者只讲活，不讲死，
都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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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经济调整

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

认识到因地制宜，择优

建设，充分发挥各地的

特点和优势，获取最优

经济效果，是加速发展

国民经济的方向，可以

说，这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的一个 重要内

容。
现在，各地同志都

在考虑如何根据自己的

特点和优势进行建设，
发展适合当地特点的产

业部门和企业。在发展

地区优势中，应当注意

什么问题呢？六月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端正

基本建设方向，严肃基

本建设纪律》的特约评

论员文章，作了全面的

论述。这里只想补充以

下几点。
择优建设，发挥地区优势，必须十分注意

量力而行。大家都希望把建设搞得更多一些，

更快一些，但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可能又

是一回事。毛泽东同志说，要“有多少钱办多

少事”，“少花钱多办事”，前者是尊重客观规律

问题，即量力而行；后者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问

题，即尽力而为，这是一个把需要和可能，客

观和主观，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结合起来的正

确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发挥地区优势，择优

建设，就不能一拥而上，齐头并进，而必须量

力而行，循序渐进。目前我们的财力、物力是

有限度的，地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财力、
物力相适应。如果不顾我们的财力、物力的可

能，硬要去办那些现在还做不到的事，就可能

引起新的比例失调，造成新的损失。因此，我

们应当把发挥地区优势寓于量力而行之中，在

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内做文章，切实从自己

的实际情况出发，趋利避害，扬长避短，遵循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制

定出确实能够发挥自己优势的建设方针。
择优建设，发挥地区优势，必须从全局出

发，要有利于全局，为全局作贡献。我们国家

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挥地区优

势应当从全局考虑。比如，在一个省或市建设

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程、大企业，涉及到

生产力布局是否合理和经济上是否合理等问

题，因而往往不是一个省或市的范围内所能确

定的，而必须从几个省以至全国这个全局的需

要出发，权衡利弊，才能加以确定。过去有的

大型工程选址从全局考虑不够，经济上不尽合

理，影响到投产后的经济优势的充分发挥。又

如，有些地区盛产甘蔗、烟叶、棉花，如果不

顾全局需要，不管是否经济合理，都去发挥本

地优势，大办小糖厂、小烟厂、小纺织厂，那

么，先进的大厂怎么办下去？还有的地方只要

求国家支援他来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考虑全

局，不愿为国家作贡献。如果大家都要全局来

支持自己发挥优势，那么全局的力量又从哪里

来？没有全局观念的发挥地区优势，就可能形

成许许多多的“独立王国”。如果大家都各行

其事，发挥自己优势的积极性就可能变成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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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不仅不能发挥优势，反而会把优势变成

劣势。因此在择优建设，发挥地区优势的问题

上，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局

部必须服从全局（当然全局也要适当照顾局

部）。只有这样，每个地区才能从自己的实际

出发，发挥优势，为全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最

好的贡献。
择优建设，发挥地区优势，除了必须摆脱

“自成体系”的老框框以外，还必须从急于求

成，认为上的项目越多、摆的摊子越大、建设

才能越快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要调查研究，全

盘规划，有急有缓，循序前进。如果说施工中

的浪费以万元计，设计中的浪费以百万、千万

元计，那么计划不周造成的浪费将以亿元计，
从这个意义上说，俗话说的“吃不穷，穿不穷，
盘算不周必定穷”是有道理的。因此，一定要

做到“七次思量一次剪裁”。

作者  读者  编者
学习、宣传、贯彻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

《人民日报》在四月七日发表了《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要》的社论以后，又

连续发表了二论、三论、四论和五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这些社论，在广大读者包括

广大财政财务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赞同。
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它是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

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生产

建设就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就逐年有所提高，国民经济就欣 欣向 荣；反

之，什么时候不从实际出发，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生产建设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国

民经济就比例失调。我国人民在吃够了不量力而行的苦头之后，深刻地认识到量力而行

这个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就理所当然地热烈支持和赞同这个指导思想。
量力，就是量国家的财力、物力、人力。我们财政财务工作的任务，就是正确地合

理地集中和分配使用国家的财力。同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考虑财政的平衡，还要考

虑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的综合平衡，也就是财力和物力的综合平衡。因此，量力而

行这个指导思想，对我们财政财务工作来说，特别重要，学习、宣传、贯彻这个指导思

想也就特别重要。学习、宣传、贯彻这个指导思想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与整个财政工

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三十年来，在执行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方面，我们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当前，在贯

彻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方面，主观上，客观上，有哪些问题和阻力，怎样把这个指导思

想落实到调整经济和四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上，促进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稳

定地持续地向前发展？有哪些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材料？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

宣传、贯彻这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中需要研究、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广大财

政财务战线的同志在学习、宣传、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中，实事求是，开动机器，提出各

种好的意见和建议，做出更好的成绩。并且希望把材料寄给本刊，我们将乐于登载。

编 者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寓发挥地区优势于量力而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