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方面；（丙）关于方法技術方面。以上三个

方面是互相貫串的、前后联系的，不能彼此孤

立起來。但在進行研究的时候，有时是为了解

决理論問題，有时是为了解决政策問題，有时

是为了解决技術問題，着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因而我們在“爭鳴”上，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

來進行。
关于技術問題，我們可以各就研究所得，

提出个人的看法，展开自由討論。我們可以介

紹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業已行之有效的先進方

法，也可以介紹可以适用于我國的資本主义國

家的有效办法，还可以提出我們自己創造的新

办法，对此，我們可以充分展开“爭鳴”。
关于財政理論問題，为了提高我們的科学

水平，我們要对社会主义体系財政科学的建立

和發展，進行大胆的自由討論，發揮“爭鳴”

精神。我們看，苏联建國已有38年的歷史，关

于“苏維埃財政”的定义，直到最近还有学者

提出不同的主張。（經济譯叢1954年第 4 期，
譯載阿拉赫維尔江：“苏联財政体系在國民收

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文，即其一例。）又如对

周轉稅的性質，也有非稅收入与稅收收入的論

爭，在苏联还沒有得到結論。我們認为这样的

自由討論，百家爭鳴，是很必要的，我們不宜

急于求得結論，以便研究工作者深入而細致地

講清道理。
关于財政政策問題，在科学硏究中怎样發

揮“百家爭鳴”，我認为可以分做三个階段。
第一階段，在政策尙未正式决定公布之前，科

学硏究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該進行自由討論，發

揮“爭鳴”精神，充分提出不同的 看 法 和 論

据，以供國家决策的参考。这样進行到一定程

度，國家做出决議，頒布法令，付諸实施，進

入第二階段。这时首先要求大家对决議、法令

共同遵守，貫徹执行；科学硏究工作者，根据

國家政策，加以系統的、理論的闡明，使國家

的財政政策能够正确而透徹地为人民所了解，
以利于法令的实施。如仍有不同意見，还是可

以根据具体材料和个人研究的結果，提出个人

意見。第三階段，在貫徹政策的过程中，硏究

工作者要嚴密注意实施的效果，看一看，在执

行政策中發生了什么偏差錯誤，在解决实际問

題时原定政策是否都能切合实际。形势是不断

發展的，具体情况如果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定

政策应該怎样准备补充和修正。对这些問題，
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該通过系統的調查研究，
提出積極性的建議和主張，以便于國家財政政

策進一步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充

分發揮“自由討論，百家爭鳴”的科学研究精

神。

（三）

总起來看，虽然社会科学是和自然科学有

些不同的；同屬社会科学，財政科学也和其他

的社会科学不是完全一样的；同是研究財政科

学，具体到所选的題目和硏究的內 容 也 不 一

样，但是貫徹自由討論，“百 家 爭 鳴”的 方

針，都是一样重要的。在动員一切積極因素，
加强团結，从爱國主义的基礎出發，从社会主

义的基礎出發，來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國的目

的上，这也是完全一致的。
財政工作，是財政科学研究工作的依据，

脫离了实际是不行的。同时，科学硏究工作，
又是提高財政工作極为重要的方面。在財政科

学的研究工作中，“百家爭鳴”的学術方針为

我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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