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要

编者按：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十分重

要”的社论。这篇社论极为重要。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方针，编制五年计划、十年规划，都要遵循这个指导思想，按照这

个指导思想办事。社论说：“量力而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全

党同志务必要遵循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按照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办

事，也是改进我们党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每个做财政工作和财

务工作的同志，都要认真学习它，宣传它，执行它。现特转载于后。

粉碎“四 人帮”三年多来，特别是党的三

中全会以 来，由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 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好

转。随着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和职工

工资的调整，城乡人民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

保障 了全国范围内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的巩 固和发展。应当说，在短短 三年多的

时间里，我们确实办了许多有目共睹的、令人

高兴的好事。
但是，由于林彪、“四 人帮”的 长 期破坏，

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不 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

例失调状况还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

通、分配领域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消除；

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还

有待进一步解决。可以 说，今后若干年内确实

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有许多事情等待着我

们去办。而要办这许多事情，没有相应的财力

和物力是不行的。现在，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

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减收增支的事情多，
开源堵漏、增收节支的措施少；讲发展需要的

多，讲客观可能的少。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

应该怎么办呢？ 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呢？是不顾客观可能，求多求快呢，还是从实

际出发，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量

力而行呢？这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必须引起

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我们要按照量力

而行的指导思想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国家和人民办好事、谋利益，这是我们的神

圣职责。从主观愿望来说，人们都希望把好事

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如 果一个早上就实

现四 个现代化，谁不高兴？但 主观愿望是一回

事，客观可能是另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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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主观和客观相

符合的时候，主观愿望 才能变为客观现实。因

此，我们办事情，想问题，订计划，必须从实

际出发，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循序渐进。
当前，我们面对的实际是什 么 呢？ 一 方

面，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优越的社会

主义制度，有九亿多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
有丰富的资源，有三十年来建设起来的相当可

观的物质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很

好地 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我们的四 个现代化

一定能够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国人民的生活

也一定能够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这是不应

当有疑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

们的财力、物力是有限度的。我们搞建设、改善

人民生活，都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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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物力可能的范围内做文章。如 果超过客

观允许的条件去办事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办
不到的事情，就要老老实实地对人民群众讲现

在还办不到，讲清楚为什么一时办不到的理由，

千万不要开空头支票，更不能没有根据地许愿。
还有些事情，从一个局部一个地 区来看是有道

理的，也是应当办的，但从国家的全局来看，一

时还没有条件办的，也只能不办或者缓办。如果

不顾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硬要去办一些还做

不到的事，就会出问题，就会冲击国家计划，冲

击国家财政，就 会扩大市场商品可供量和社会

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其结果必然是同主观愿望

相反，不利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不

利于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改善。古话说，欲速则不

达，是很有道理的。叶剑英同志说过：不怕慢，

只怕弯。这是总结了过去二、三十年正反两方

面经验，所得出的很深刻的道理。我们再也不

能忽视这个道理，再也不要反复折腾了。
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就是说办事情

要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来办。安排国

家建设是这样，安排人民生活也是这样。调整

国民经济比例，应该是有上有下，有进有退，

十个胖子同时进一个小门是挤不进去的。国家

财力、物力就那么多，而要办的事情却很多，
这就必须经过综合平衡，做到有主有次，有轻

有重，有先有后，有缓有急，有取 有舍，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事情办好。这样做看

起来似乎慢一点，实际上不会慢，反倒是能够

把好事办得多一些和快一些。
按照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就要坚持财政

收支“当年平衡，略有节余”。这是建国以 来所

采取的行之有效、违之有害的财政方针，也是

正 确的经济工作方针。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在

当前尤其重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国民经济各

个部门共同势力，通力协作，做艰苦细致的工
作。从中央到地方，都要严格按照计划和规定

的制度办事，而不能随意突破和违反。在经济

建设中，国家的投资只能是按照农、轻、重的

次序来安排。我们要把轻纺工业搞上去，把轻

纺工业所需的燃料、动力、原材料和运输条件

摆在首位来安排落实，就不能不挤掉一些别的

方面的需要。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

保证一些急需的项目尽快竣工投产，就必须停

建、缓建一些项目，严格控制新项目上马。要

有所为，必须有所不为，齐头并进，一拥而上，

是万万不行的。我们的同志要懂得这个上与下、

进与退、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多年来的实

践教育了我们，量力而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

导思想，全党同志务必要遵循这个正确的指导

思想。按照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办事，也是改

进我们党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转载《人民日报》1980年4月7日社论）

小资料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国民收入总计 = 100）

注：①为五年平均数。②1951—1955年平均。③1956—1960年平均。④1961—1965年平均。⑤1966—1970年平均。
⑥1971—1975年平均。

资料来源：1980年《世界经济》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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