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間。有些农 庄設立了帮助庄員建筑住宅的 专門基金。
这种基金首先是发給出勤率高幷經常完成和超額完成

生产定額的庄員。这就需要逐日計算庄員完成定額的

情况，幷可以 更好地研究各类生产单位的工作条件，
比較和相应地修訂劳动定額。

集体农庄在实行貨币工資制的时候，須特別注意

在各种类生产单位工作中的庄員工作的差別，正确地

安排他們之間的比例关系。当然，这里在工資标准上

存在着差別。在布尔什維克农庄的各类生产单位中，
1957年庄員日平均工資水平如下：农活14 卢 布 50 戈

比，大麻加工16卢布70戈比，建筑17卢布70 比，工

业18卢布40戈比，养猪20卢布20戈比，养牛21卢布60

戈比，司机23卢布。从事农活庄員（占主要部分）和

报酬最高的司机之間的比例是1∶1.59。
在馬卡洛夫区共靑团員农 庄，这种比例关系却为

另一种情形，1958年从事菜蔬种植的日平均工資是11

卢布50戈比，赶車的为14卢布40戈比，养猪的为20卢

布，挤奶的为27卢布30戈比。种菜和挤奶工作工資比

例是1∶2.37。
集体农庄采用貨币形式核算劳动和支付劳动报酬

的經驗証明，这种制度的效果良好，幷可在經济条件

成熟的其他农庄順利推广。农庄經济的全面发展幷由

此保証高額和稳定的收 入是推行貨币工資制的重要条

件。同时，劳动日报酬中的貨币部分也必須超过实物

部分。
最近几年来，各类农 庄和全共和国的材料証明，

在集体农庄內部占优势的实物关系已逐步为貨币关系

所代替，在劳动日値总的增长情

况下实物部分收入将逐年讓位于

貨币报酬部分。
今后，将随着国家和农庄間

商品貨币关系的发展，这种自然

趋势将不断加强。在一切条件成

熟时，共和国农庄将普遍推行貨

币工資制。
現在，在烏克兰的許多州和

区的集体农庄，普遍地实行了貨

币 工資制。例如，基洛夫格勒州

亚力山大区的經济会 議 作出 决

定，向全区的农庄建議自1959年

1 月起实行貨币工資制。庄員大

会支持了这个建議。召开过这类

会議的 还有乔尔納維茲州的查斯塔夫区，哈米里尼茲

州的卡米涅茲区和哥罗多克区等。1958年12月中烏克

兰农业部和农业經济与組織研究所共同在基輔召开了

全共和国的会議。
在会議所通过的决議中指出，在目前的农业生产

条件下，对庄員劳动报酬的最进步形式是貨币工資形

式。会議向农 庄建議，凡是已具备經济条件的，可在

1959年更大胆地采行这种制度。
但是，也必須認識到，农庄实行貨币工資制幷不

是簡单地用貨币工資制代替劳动日制。向貨币工資过

渡，幷不是削弱劳动日制度而是要全力巩固这种制度

才能达到。只有在劳动日値水平很高的情况下，而且

在农庄具有足以保証庄員一定的所得水平所必要的現

款和物質儲备时，在不損害农庄利益的原則下，才能

实行用貨币工資代替劳动日制度。
实践指明，在准备向工資制度过渡方面对庄員的

按 月預支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貨币付酬制則是这

一制度的繼續。因此，党政和农业經济机关在工作上

必須帮助集体农庄最正确地分配丰碩的收入。集体农

庄也必須关心增加自己的生产基金和劳动 报酬 周 轉

金，如缺少这些資金，不可能談到貨币預支制及貨币

付酬制。
我們認为，关于改变集体农庄劳动付酬的形式問

題，将在党的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議中，将对农庄采

行工資制作出指示。
（原文載“苏联农业經济1959年第一期，余捷

琼节譯，盛煥德校）

办 公 費 用 代 价 券

黃 大 言江西省財政厅

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在办公費

使用上历年均有超支。如1956年超

支 998元，占全年預算 18.83% ；

1957 年 超 支 529元 ，占全年預算

13.59% 。通过整风与双反 运 动，

他們采用了办公費用代价券領取实

物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办公費用

除去总的水电、电話月租外，根据

各单位业务性質、人数多少，由 群

众討論确定不同的标

准和数額，然后按月

把办公費用代价券发

給各单位掌握使用。
代价券面額分 1 分、

3 分、 5 角、1 元四种。需領办公

用品时，用代价券向 总 务 部 門 購

买，代价券只限于向 总务部門領用

办公用品使用，不能作其他用途。
在 月末如有节余的代价券，可以繼

續留作下月使用。該局在1958年采

用办公用品代价券后，不但克服了

历年办公費超支現象，而且还結余

了746元，群众反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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