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马恩选集》 第四 卷第399—401页）历史

和现实一再证明：离开集中的民主必然是无政

府主义，正 如 离开民主的集中必然是官僚主义

一样。
这样是否不允 许对现行法令和规章制度批

评、探讨和提出新的建议？不。自然界在发展，

人类社会在发展，法律和规章制度怎么能不修

改呢。事实上，为 了适应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

移和实现 四 个现代化的要求，我们的许多规章

制度已经 有 了修改或者正 在酝酿修改。人们也

提出 了 不 少这样或那样的建议。但是在没有制

定出 新规章制度并完成立 法手续以 前，仍应按

现行的制度执行。这一点，在前边引用彭真同

志的讲话中已经说过了。

上述问题，在财政制度上尤为敏感。一个

不适 当的宣传报道（如 减税免税、发奖金、扩

大企业财权）可以 使国家少收或多支上 百万、

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这不能不慎之 又 慎。所

以 在财政制度上应当定这样一条规矩：动口 不

动手。即是说，作为问题研 究，可以 提批评建

议，可以 探讨制度的改革，但是实际执行应当

按 照现行制度办事，收 入按政策，支出按预算，

追加按程 序，不许根据一条消息、一个建议、

一个讲话就 动手向国 家金库拿钱或者截留应当

上交国家的税利。不管什么人、什么单位，也

不管这些消息、建议、讲话是否合理，谁这样

做，谁就 是违法乱 纪，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
（转载《财务与会计》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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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复 刊 了。一口气读完，觉得 很

好。
好就好在正如发刊词多次谈到的，“在当

前这样的时机” “显得十分必要”。
好就好在正如本期蔡边文同志所 提 到 的

“平平之言”已经被少数人或者遗忘了，或者

实际上置诸脑后了。
当前是三年调整的第二年，八十年代的第

一春，是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人大五届二

次会议精神鼓舞下执行八字方针取得了重要成

就的时刻。为了前进，需要回头看。不容讳言，

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 了 不 少问

题，突出的是坚持财政、信贷、物资的综合平

衡不够，甚至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方 面 失 去 控

制。部分热心的同志对于什么财政信贷物资的

平衡，对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量体裁衣等等

普通真理自觉不自觉地不管它们了，或者正呕

心沥血地立论找据，提出相反的东西，或者已

经和正在他们权力所及影响所至的范围内搞一

些与上述普通真理相违背的办法措施。
在当前的重要时刻，急需在百家争鸣中发

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财政理论，急需在

百花齐放中展示培育出无产阶级的理财能手。
《财政》复刊，适逢其时。

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一刻也

离不开思维，离不开在科学理论研讨上走在前

面。财政理论决不例外。摆在当前突出问题之

一，是搞清其为什么及如何实现财政、信贷、

物资、外汇的综合平衡？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

深入探讨和认真解决，将给中国式的四个现代

化以深远的影响。可否开辟专栏认真研讨这个

问题呢？

我喜欢工作研究栏的文章，它有理有据，
发人深思，启发人们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如能

在刊物上尽可能提供些国内外财政实际情况资

料，《财政》必会办得使人受益，使人愿看，
并为它的发展而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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