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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质利益同四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关系

李 鸿 烈

在左倾教条主义禁锢的时期
,

人们把利益
、

特别是物质利益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修正

主义划等号
。

其实大谬不然
。

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讲利益

未必就是个人主义或修正主义
,

马克思主义同前者的区别
,

不在于它不讲利益而前者注重利

益
,

而在于它第一次赋于利益以科学的形态
,

正确地论述了利益的本质
,

唯物地揭示了物质

利益同政治利益
、

思想和益的关系
、

’ 一

物质利益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

个人利益同集体

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

以及实现利益
、

贯彻物质利益的正确途径等等
。

马哲史证明
,

马克

思正是以发现物质利益同生产斗争
、

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本质联系为契机
,

从而转向唯物

主义
,

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
。

把利益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
,

不仅无法

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

而且于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
。

反之
,

如果我们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

义的利益观
,

正确地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

那末
,

对于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和

体制改革的实践
,

将会起巨大的推动
、

推导作用
。

必须指出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的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
,

已经改变了过去那

种错误的做法
,

理直气壮地贯彻了物质利益原则
,

并且提供了大量的成功经验
。

只是由于理

论落后于实践
,

这些实践经验尚未得到系统的深刻的理论总结和论证
。

有感于此
,

笔者不揣

冒昧
,

特撰此文
,

就以下几个同利益有关的问题
,

做一些理论探讨
。

这些问题是
:

马克思主

义的利益观
,
物质利益与四化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

, 物质利益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 实现利益

的途径和方式
。

马克忍主 义的利益观

利益由物质利益
、

政治利益
、

思想文化利益这三个基本层次所构成
。

其中物质利益是从

人们对于生存
、

享受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客观需要中产生出来的
,

它反映或体现

了人们同物质生活资料的关系
。

`

在利益体系中
,

它处于基础的
、

起着决定或支配作用的层次
。

认识或发现物质利益的这种作用
,

是 马 克 思 从 唯
心 主 义 转 向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转 折 点

。

对 此

,

马 克 思 本 人 曾 作 了 明 确 的 交 代

。

他 说

: “
1 8 4 2一 1 8 4 3年 间

,

我 作 为 《 莱 茵 报 》 的 主 编
,

第 一 次 遇

到 要 对 所 谓 物 质 利 益 发 表 意 见 的
难 事

” 。

为 了 解 决 这 个 难 题

,

他

“

从 社 会 舞 台 退 回 书 房

, ”

努 力

研 究 经 济 间 题

。

作 为 这 种 研 究 的 结 果

,

是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 的 基 本 原 理 和 范 畴 的 创 立 和 发 现

。

①

恩 格 斯 也 认 为
,

马 克 思 发 现 人 类 历 史 的 发 展 规 律 是 同 发 现 物 质 利 益 的 作 用 分 不 开 的

。

他 说

:

“ ·

一

马 克 思 发 现 了 人 类 历 史 的 发 展 规 律

,

即 历 来 为 繁 茂 芜 杂 的 意 识 形 态 所 掩 盖 着 的 一 个 简

单 事 实

:

人 们 首 先 必 须 吃

、

喝

、

住

、

穿

,

然 后 才 能 从 事 政 治

、

科 学

、

艺 术

、

宗 教 等 等
;
所 以

,

直 接 的 物 质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生 产

,

因 而 一 个 民 族 或 一 个 时 代 的 一 定 的 经 济 发 展 阶 段

,

便 构 成 为

基 础

,

人 们 的 国 家 制 度

、

法 的 观 点

、

艺 术 以 至 宗 教 观 念

,

就 是 从 这 个 基 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

因

而

,

也 必 须 由 这 个 基 础 来 解 释

,

而 不 是 象 过 去 那 样 做 得 相 反

。 ”

②



。

政 治 是 经 济 的 集 中 表 现

。

它 同 经 济 的 联 系 十 分 紧

密

,

它 既 直 接 反 映 了 人 们
(在 阶级 社会 中则是 阶级 )的经济 利益

,

又 直 接 为 巩 固 和 发 展 人 们 的

经 济 利 益 服 务

。

在 已 消 灭 了 阶 级 对 抗 的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里

,

发 展 生 产 力

,

就 是 最 大 的 政 治

。

因

为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唯 有 通 过 大 大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

,

人 们 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需 要
(即

利益 )才 能得 到满足
。

利 益 体 系 中 的 第 三 个 层 次 是 思 想 文 化 利 益

。

它 反 映 并 反 作 用 于 物 质 利 益 租 政 治 利 益

。

唯

心 主 义 者 看 不 到 思 想 和 经 济

、

政 治 利 益 的 关 系

,

把 思 想 看 成 超 乎 尘 世 利 益 之 上

、

独 立 存 在 的

实 体

。

持 这 种 观 点 的 思 想 家

,

多 半 是 为 了 掩 盖 自 己 为 某 一 特 定 集 团 或 阶 级 的 经 济

、

政 治 利 益

效 劳 的 真 象

。

对 此

,

马 克 思 曾 给 予 辛 辣 的 嘲 笑 和 无 情 的 批 判

。

他 幽 默 而 深 刻 地 说

: “ `

思 想

’

一

旦 离 开 了

`

利 益

’ ,

就 会 使 自
己 出 丑

。 ”

他 以 法 国 革 命 为 例

,

令 人 信 服 地 论 证 了 物 质 利 益 对 于 人

们 的 政 治 行 动 的 支 配 作 用

,

指 出

“

这 种 利 益 是 如 此 强 大 有 力

,

以 至 顺 利 地 征 服 了 马 拉 的 笔

、

恐

怖 党 的 断 头 台

、

拿 破 仑 的 剑

,

以 及 教 会 的 十 字 架 和 波 旁 王 朝 的 纯 血 统

。 ”

③

利 益
,

特 别 是 物 质 利 益

,

是 人 们 的 一 切 思 想 行 动 的 直 接 启 动 器

,

马 克 思 明 确 地 指 出

: “

人

们 奋 斗 所 争 取 的 一 切

,

都 同 他 们 的 利 益 有 关

。 ”

④不 承 认 这 一 点
,

就 不 可 能 有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但 是

,

仅 仅 承 认 物 质 利 益 的 作 用

,

还 不 能 达 到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只 有 透 过 物 质 利 益

,

揭 示 隐 藏

在 它 背 后

、

支 配 并 制 约 着 它 的 物 质 生 产 关 系

,

并 且 循 此 往 前 探 索

,

找 到 决 定 人 们 的 生 产 关 系

的 物 质 生 产 力

,

并 由 此 得 出 生 产 力 是 一 切 社 会 思 想 和 趋 向 的 最 终 的 物 质 原 因

,

才 有 可 靠 的 根

据 把 社 会 形 态 的 发 展 看 做 自 然 历 史 过 程

,

从 而 使 社 会 历 史 观 奠 立 在 科 学 的 基 础 上

。

马 克 思 正

是 循 此 途 径 前 进 而 达 到 唯 物 史 观 的

。

列 宁 在
《 什 么 是 人 民 之 友 … … 》 中 概 括 出 来 的

“

两 个

”

归 结

(即
“

把 社 会 关 系 归 结 于 生 产 关 系

,

把 生 产 关 系 归 结 于 生 产 力 的 高 度

”

)
,

从 逻 辑 和 历 史 相 统 一

的 角 度

,

揭 示 了 马 克 思 达 到 唯 物 史 观 的 途 径

。

物 质 利 益 属 于 经 济 关 系 即 生 产 关 系 的 范 畴

,

但 它 并 不 完 全 等 于 生 产 关 系

。

它 是 一 种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的 物 质 实 体

。

作 为 一 种 感 性 的 现 象

,

它 受 生 产 关 系 所 决 定

、

所 制 约

,

并 体 现 或 表

现 着 生 产 关 系

。

正 因 为 如 此

,

恩 格 斯 说

: “

每 一 个 社 会 的 经 济 关 系 首 先 是 作 为 利 益 表 现 出 来

。 ”

⑤

作 为 生 产 关 系 的 体 现 的 物 质 利 益
,

受 生 产 关 系 所 决 定

。

在 阶 级 社 会 里

,

各 阶 级 的 利 益 之 所 以

各 不 相 同 并 且 互 相 对 立

,

就 在 于 他 们 在 生 产 关 系 体 系 中 所 处 的 地 位 各 不 相 同 和 彼 此 对 立

。

从

本 质 上 看

,

阶 级 斗 争 就 是 源 于 对 抗 性 的 生 产 关 系 所 制 约 的 各 阶 级 的 根 本 物 质 利 益 的 矛 盾 冲

突

。

物 质 利 益 的 自 然 基 础 是 人 们 对 于 物 质 生 活 资 料 的 需 要

。

这 种 需 要 的 满 足 方 式 和 程 度

,

不

仅 受 生 产 关 系 的 性 质 所 制 约

,

而 且 受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程 度 所 规 定

。

在 生 产 力 发 展 水 平 很 低 的 原

始 社 会

,

人 们 只 能 以 茹 毛 饮 血

、

住 洞 穴

、

穿 树 叶 或 树 皮 来 满 足 自 己 的 物 质 生 活 需 要

。

以 后

,

生 产 力 虽 有 长 足 的 发 展

一
,

但 由 于 存 在 着 剥 削 阶 级

,

劳 动 人 民 的 物 质 需 要 依 然 被 限 定 在 低 水 平

上

。

因 此

,

要 解 决 物 质 利 益 问 题

,

既 要 消 灭 对 抗 性 的 生 产 关 系 (在社会 主义条 件下
,

则 是 通 过

改 革 的 道 路

,

根 据 按 劳 分 配 原 则 和 兼 顾 个 人

、

集 体 和 国 家 三 者 的 利 益 的 方 针

,
来 调 整 生 产 关

系 )
,

又 要 努 力 发 展 生 产 力

。

以 上 就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利 益 观 的 远 不 完 备 的 要 点

。

物 质 利 益 和 四 化 建 设 的 辩 证 统 一 关 系

在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任 务 基 本 完 成 以 后

,

虽 然 阶 级 斗 争 还 将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长 期 存 在

,

在



。

但 是 阶 级 斗 争 已 不 是 主 要 矛 盾

。

我 国
在 社 会 主 义 历 史 阶 段 所

要 解 决 的 主 要 矛 盾

,

已 经 是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生 活 需 要 同 落 后 的 社 会 生 产 的 矛 盾

。

这 个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

是 落 后 的 生 产 力

。

我 国 规 存 的 许 多 矛 盾 和 困 难

,

主 要 是 由 于 生 产 力 发 展 不 足

所 造 成 的

。

因 此

,

上 述 主 要 矛 盾 的 实 赓

,

就 是 人 民 的 利 益 同 落 后 生 产 力 不 能 满 足 人 民 利 益 之

间 的 矛 盾

。

解 决 这 个 矛 盾 的 主 要 途 径

,

就 是 把 党 和 国 家 工 作 重 点 转 移 到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上 来

,

大 大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

,

并 且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逐 步 改 善 人 民 的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
’

为 此

,

就 必 须 进 行 四 个 现 代 化 建 设

,

特 别 是 要 狠 抓 科 学 技 术 现 代 化 建 设 言
因 为 如 果 不 用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来 改 造

、

武 装 工 农 业

,

就 不 可 能
迅 速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

,

因 而 也 不 可 能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要

。 `

要 通 过 四 个 现 代 化 建 设 来 发 展 生 产 力

,

除
了 必 须 紧 紧

抓 住 科 学 技 术
规

代 化 这 个 关 键 之 外

,

还 必 须

“

多 方 面 地 改 变 生 产 关 系

,

改 变 上 层 建 筑

,

改 变 工 农 业 企 业 的 管 理 方 式 和 国 家 对 工 农 业

企 业 的 管 理 方 式 ` 使 之 适 应 于 现 代 化 大 经 济 的 需 要
。 ”

⑥

无 论 是 为 了 顺 利 地 实 现 四 化 建 设
,

还 是 为 了 成 功 地 实 现 上 述 三 个

`

改 变

,

即 政 治 经 济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

都 必 须 以 正 确 地 处 理 好 它 们 同 人 民 的 物 质 利 益 之 间 的 辩 证 统 一 关 系 为 前 提

,

因 为

后 者 是 前 者 的 主 体

。

关 于 物 质 利 益 同 体 制 改 革 的 关 系

,

我 们 放 在 后 面 论 述

。

这 里 先 谈 四 化 建

设 同 物 质 利 益 的 关 系

。

四 个 现 代 化 建 设 并 不 是 目
的 本 身

,

它
木 过 是 满

足 人 民 的 利 益 —
物质文化需要的手段。

在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

由 于 消 灭 了 剥 削 翩 度

,

人 民 成 了 国 家 的 主 人

。

他 们 不 仅 是 物 质 和 精 神 生 产

的 主 体

,

而 且 也 是 占 有

、

享 用 这 两 种 生 产 成 果 的 主 体

。

因 而 生 产 的 手 段 和 目 的 这 两 者 是 完 全

可 以 统 一 并 且 是 必 须 统 一 的

。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规 律 以 其 客 观 必 然 性
迫 使 人 们 不 得 不 认 识 和

实 现 二 者 的 辩 证 统 一

。

一 旦 把 二 者 对 立 或 者 割 裂 开 来

,

或 者 只 顾 建 设

,

不 注 意 在 发 展 生 产 的

基 础 上 相 应 地 提 高 人 民 的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

或 者 反 过 来 只 讲 改 善 人 民 的 生 活

,

不 去 努 力 抓 生 产

建 设

,

都 会 遭 到
历 史 辩 证 法 的 惩 罚

,

使 二 者 都 落 空

。

经 验
已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四 化 建 设 与 人 民 的 物 质 利 益 的 辩 证 统 一
关 系 包 含 两 个 方 面 的 内 容

。

一 方 面

,

要 逐 步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要

,

即 逐 步 扩 大
人 民 的 利 益

,

非 进 行 四 个 现 代 化 建 设 不 可

。

因 为

只 有 进 行 四 化 建 设

,

才 能 迅 速 发 展 生 产 力

,

创 造 出 量 多 质 优 的 物 质 产 品 和 精 神 产 品

,

从 而 有 可

能 使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需 要 逐 步 得 到 满 足

。

另 一 方 面

,

要 迅 速 推 进 四 化 建 设

,

又 必 须 在

可 能 范 围 内 努 力 改 善 人 民 的 生 活

,

满
足 人 民 的 利 益

。

否 则

,
四 化 建 设 就 会 因 为 失 去 内 在 动 力

而 无 法 实 现

。

因 为 人 民 是 四 化 建 设 的 主 体

,

离
开 人 民 的 创 造 积 极 性

,

四 化 宏 图 就 无 法 实 现

。

而 人 民 是 实 际 的

,

求 实 的

。

他 有 I不 是为四化 而 四化
,

而 是 把 四 化 作 为 满 足 自 己 的 利 益

,

提 高

和 改 善 自 己 的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的

手 段

。

一 旦 四 化 建 设 同 他 们 的 切 身 利 益 脱 节

,

他 们 就 会 失 去 从

事 四 化 建 设 的 主 动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

邓 小 平 同 志 有 一 段 话

,

精 辟 地 道 出 了 此 中
真 谛

。

他 说

:

“

不 讲 多 劳 多 得

.

不 重 视 物 质 利 益

,

对 少 数 先 进 分 子 可 以

,

对 广 大 群 众 不 行

。

一 段 时 间 可 以

,

长 期 不 行

。

革 命 精 神 是 十 分 宝 贵 的

,

没 有 革 命 精 神 就 没 有 革 命 行 动

。

但 是

,

革 命 是 在 物 质 利

益 的 基 础 上 产 生 的

,

如 果 只 讲 牺 牲 精 神

,

不 讲 物 质 利 益

,

那 就 是 唯 心 论

。 ”

⑦

历 史 证 明
,

任 何 的 生 产

,

都 是 为 了 满 足 消 费 需 要
(它 同利

一
益是 同一系列 的范畴 )

,

都 是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辩 证 同 一

。

这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一 条 带 普 遍 性 的 规 律

。

对 此

,

马 克 思 曾 做 过 精 辟 的 论

述

。

他 说

: “

生 产 直 接 是 消 费

,

消 费 直
接 是 生 产

。

……没 有 生 产
,

就 没 有 消 费

,

但 是

,

没 有 消

费

,

也 就 没 有 生 产

,

因 为 如 果 这 样

,

生 产 就 没 有 目 的

。 ”

⑧



“

生 产 直 接 是 消 费

,

消 费 直 接 是 生 产

” ,

是 指 它 们 互 为 存 在 的 前 提

,

是 指 生 产 生 产 着

消 费

,

消 费 生 产 着 生 产

。

生 产 之 所 以 生 产 着 消 费

,

是 由 于

:
( 1) 它

“

为 消 费 创 造 材 料

”
, (2 )

它
“

决 定 消 费 的 方 式

” , ( 3) 它
“

靠 它 起 初 当 作 对 象 生 产 出 来 的 产 品 在 消 费 者 身 上 引 起 需 要

。

因

而 它 生 产 出 消 费 的 对 象

、

消 费 的 方 式 和 消 费 的 动 力

。 ”

⑨而 消 费 之 所 以 生 产 着 生 产
,

是 因 为

:

( 1)
“

只 是 在 消 费 中 产 品 才 成 为 现 实 的 产 品

” ; ( 2)
“

消 费 创 造 出 新 的 生 产 的 需 要

,

因 而 ……创
-

造
出

生
产 的

动
力

。 ”

L

马 克 思 不 仅 揭 示 了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同 一 性
,

而 且 还 指 出 了 两 者 同 一 的 基 础 是 生 产

。
.

因 为

“

生

产 是 直 接 的 起 点

,

因 而 也 是 居 于 支 配 地 位 的 要 素

。

消 费

,

作 为 必 需

,

作 为 需 要

,

本 身 就 是 生

产 活 动 的 一 个 内 在 的 要 素

。 ”

@

消费
,

作 为 一 种 人 们 对 物 质 生 活 资 料 的 需 要

,

是 物 质 利 益 的 基 础

。

因 此

,
生 产 和 消 费 的

同 一 的 实 质

,

也 就 是 生 产 和 物 质 利 益 的 同 一

。

这 种 同 一 性

,

是 任 何 社 会 生 产 得 以 产 生 和 持 续

下 去 的 根 据

。

尽 管 在 阶 级 社 会 中

,

这 种 同 一 性 充 满 丁 矛 盾 斗 争

,

但 是

.

只 要 进 行 生 产

,

这 种

同 一 性 就 会 以 其 铁 的 必 然 性 迂 回 曲 折 地 为 自 己 开 辟 道 路

。

一 旦 破 坏 了 这 种 同 一 性

,

生 产 就 会

倒 退

,

甚 至 会 导 致 生 产 的 中 断

,

社 会 的 解 体

。

诚 然

,

在 阶 级 社 会 中

,

生 产 的 直 接 目 的
是

为 了

满 足 剥 削 阶 级 骄 奢 淫 逸 的 生 活 需 要

。

但 剥 削 者 为 了 达 到 这 个 目 的

,

就 不 得 不 给 被 剥 削 者 以 某

些 物 质 利 益

,

使 他 们 能 活 下 去

,

能 维 持 劳 动 力 的 再 生 产

。

否 则

,

生 产 就 无 法 进 行

,

甚 至 会 引

起 社 会 的 激 烈 的 动 荡

,

导 致 生 产 的 破 坏

,

剥 削 者 本 身 被 推 翻

。

这 是 一 条 为 古 今 中 外 的 历 史 所

-

一
再

证
明 了

的 真
理

。

随 着 生 产 进 入 仅 靠 强 迫 劳 动 就 无 法 发 展

,

唯 有 通 过 应 用 科 学 技 术

、

开 发 劳 动 者 的 智 力

、

主 动 创 造 性 才 能 正 常 运 转

、

顺 利 发 展 的 时 代

,
.

生

产

与 劳

动 者

的

物 质 利

益 的

有 机 结 合

,

越 来 越

成 为 生 产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直 接 动 力 和 规 律

。

当 代 发 达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不 得 不 推 行 带 有 改 良 主 义

-

色 彩 的
福

利 主 义

,

就 是 这 个 规 律 起 作 用 的 结 果

。

众 所 周 知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

,

欧 亚 各 国 都 面 临 着 恢 复 经 济 的 艰
巨 任 务

。

怎 样 恢 复
?

各 国 采 取 的 方 针不 同
,

其 效 果 也 迥 然 有 别

。

当 时 英 国 工 党 提 出

“

勒 紧 裤 带

,

恢 复 经 济

”

的 方

针

。

结 果 因 为 不 能 调 动 人 民 的 积 极 性 而 遭 到 失 败

。

一 九 六 O 年以前
,

日 本 的 经 济 恢 复 计 划 也

进 展 缓 慢

。.

自
一 九 六

O 年 日本池田内阁在接受英国工党政府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 《 国 民

所 得 倍 增 计 划 》
,

即 把 发 展 生 产 同 提 高 人 民 生 活 结 合 起 来 的 方 针 以 后

,

日 本 的 经 济 才 走 上 了 起

飞 的 轨 道

。 .

《 国 民 所 得 倍 增 计 划 》规 定
、

并 向 全 国 人 民 宣 布

:

这 个 计 划 实 现 以 后

,

每 人 的 收 入

可 以 增 加 一 倍

,

资 本 家

、

工 人

、

农 民

、

职 员 的 收 入

,

都 可 以 增 加 一 倍

。

由 于 该 计 划 同 每 个 人

的 利 益 有 机 地 结 合 起 来

,

极 大 地 激 发 了 人 民 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精 神

,

结 果 计 划 提 前 完 成 了

。

计

划 执 行 的 结 果

,

工 人 的 实 际 收 入 增 加 二 点 一 倍

,

而 资 本 家 并 没 有 因 此 亏 本

,

反 而 越 赚 越

多

。

L

历 史 的 辩 证 法 就 是 这 样
:

你 越 想 尽 快 地 发 展 生 产

,

就 越 必 须 尽 可 能 地 设 法 改 善 和 提 高 人

民 的 生 活

。

想 依 靠 高 积 累

、

低 消 费 的 办 法 来 扩 大 再 生 产 是 行 不 通 的

。

诚 然

,

要 扩 大 再 生 产

,

就 必 须 增 加 一 些 生 产 积 累 资 金

。

把 生 产 出 来 的 东 西 全 部 分 光 用 光

,

根 本 无 法 实 行 扩 大 再 生 产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积 累 率 越 高 越 有 利 于 生 产 的 发 展

。

资 金 积 累 也 有 个

“

度

”

的 问 题

,

即 必 须 以 不

影 响 劳 动 者 生 活 水 平 逐 年 有 所 提 高 为 限

。

如 果 盲 目 增 加 积 累

,

以 致 于 降 低 了 劳 动 者 的 实 际 生

活 水 平

,

那 就 会 适 得 其 反

。

关 于 这 点

,

我 国 也 有 经 验 教 训

。 “

一 五

”

计 划 期 间

,

我 国 较 好 地 处 理 了 积 累 和 消 费

、

发 展

生 产 和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的 关 系

。

在 计 划 中 既 规 定 了 生 产 建 设 的 指 标

,

也 规 定 了 工 资 增 长

、

人 民



。

结 果 这 两 项 指 标 都 顺 利 完 成 了

。

一 九 五 八 年 由 予 搞 什 么

“

苦 战 三 年

,

改 变 面

貌

” ,

结 果 适 得 其 反

,

面 貌 非 但 没 有 改 变

,

反 而 酿 成 了 严 重 的 经 济 困 难

,

造 成 了 普 遍 饥 荒

。

后

来 我
们 接 受 了 教 训

,

改 变 了 这 种 做 法

,

贯 彻 了 国 民 经 济 调 整

、

巩 固

、

充 实

、

提 高 的 八 字 方

针

,

适 当 降 低 了 积 累 率

,
提 高 了 消 费 率

,

就 迅 速 恢 复 了 元 气

,

发 展 了 生 产

.

改 善 了 人 民 生 活

。

到 一 九 六 五 年

,

我 国 出 现 了 一 派 欣 欣 向 荣 的 大 好 形 势

。

可 是

,

十 年

“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内 乱

,

结

果 使 国 民 经 济 濒 于 崩 溃 的 边 缘

。

粉 碎

“

四 人 帮

” 、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后

,

党 中 央 领

导 全 党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总 结 历 史 经 验 教 训

,

努 力 拨 乱 反 正

,

坚 决 按 社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规 律

、

国

民 经 济 有 计 划 按 比 例 发 展 规 律

、

按 劳 分 配 规 律 办 事

,

理 直 气 壮 地 大 讲 四 化 建 设

,

大 讲 物 质 利

益

,

并 在 实 践 中 把 发 展 生 产 和 提 高

、

改 善 人 民 的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辩 证 地 统 一 起 来

,

从 而 极 大 地

激 发 了 劳 动 者 的 创 造 积 极 性

。

结 果 生 产 和 人 民 的 生 活 都 得 到 了 稳 步 而 迅 速 的 提 高

,

出 现 了 建

国 以 来 少 有 的 大 好 形 势

。

无 论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

还 是 历 史 经 验 都 证 明

:

提 高 生 活 要 以 发 展 生 产 为 前 提

,

发 展 生

产 又 要 以 贯 彻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为 动 力
,
而 者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辩 证 统 一 关 系

。

把 两 者 对 立 或 者 割 裂

开 来

,

都 会 使 两 者 一 起 落 空

。

现 在 我 们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进 行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

这 是 我 国 当 前 以

及 往 后 相 当 长 的 一 段 历 史 时 期 内 的 最 大 政 治 任 务

。

这 是 一 个 复 杂 而 艰 巨 的 系 统 工 程

,

有 许 多

问 题 需 耍 研 究 和 解 决

,

但 其 中 有 一 条 必 须 抓 紧 抓 牢 却 是 肯 定 无 疑 的

,

这 就 是 切 实 贯 彻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

完 善 社 会 主 义 按 劳 分 配 制 度

。

离 开 这 条

,

其 他 一 切 努 力 都 会 因 为 没 有 抓 住 要 领 而 事

倍 功 半

,

甚 至 会 以 失 败 而 告 终

。

譬 如 现 在 大 家 都 会 说

,

四 个 现 代 化 的 关 键 是 科 学 技 术 的 现 代

化

。

但 是 如 何 实 现 科 技 现 代 化 呢
? 不 给 从 事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和 应 用 的 脑 力 劳 动 者 以 应 有 的

物 质 待 遇
,

继 续 保 持 目 前 科 技 人 员 的 物 质 待 遇 比 同 龄 工 人

、

干 部 为 低 的 现 状 能 迅 速 实 现 科 学

技 术 的 现 代 化 吗
? 显 然 不 能

。

因 为 正 象 前 文 援 引 的 邓 小 平 同 志 所 说 的 那 样

:

不 讲 物 质 利 益

,

不 讲 多 劳 多 得

,

对 少 数 先 进 分 子 可 以

,

对 多 数 群 众 不 行

,

短 期 可 以

,

长 期 不 行

。

可 以 说

,

长

期 以 来 在 左 倾 错 误 思 想 指 导 下 形 成

、

凝 固 下 来 的 分 配 制 度

,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奖 懒 罚 勤 的 制 度

,

是 一 种 禁 锢 人 们 发 挥 聪 明 才 智 的 制 度

。

这 几 年 来
虽 然 有 许 多 改 进

,

但 由 于 左 倾 思 想 远 未 肃 清

,

以 及 习 惯 势 力 的 阻 挠

犷

就 全 国 范 围 来 说
(农村 以及城镇 集体企业 除外 )

,

还 远 远 没 有 完 成 分 配

方 面 由

“

奖 懒 罚 勤

”

到

“

奖 勤 罚 懒

”

的 根 本 转 变

。

现 在 是 到 了 非 实 现 这 种 根 本 转 变 不 可 的 时 候 了

。

不 管 阻 力 有 多 大

,

也 不 管 留 恋 于 吃 大 锅 饭

、

端 铁 饭 碗 的 同 志 如 何 反 对

,

都 要 坚 决 贯 彻 多 劳 多

得

、

不 劳 动 不 得 食 的 社 会 主 义 分 配 原 则

;
否 则

,

四 个 现 代 化 就 没 有 希 望

。

物 质 利 益 与 体 制 改 革 的 关 系

列 宁 曾 明 确 指 出

: “

必 须 把 国 民 经 济 的 一 切 大 部 门 建 立 在 个 人 利 益 关 心 上 面

。 ”

L 这 就 是

说
,

社 会 主 义 全 民 所 有 制 或 集 体 所 有 制 的 经 济

,
只 有 当 绝 大 多 数 的 劳 动 者 都 从 物 质 利 益 上 关

心 它 的 时 候

,

才 能 巩 固 和 发 展

。

过
去

,

我 国 全 民 所 有 制 经 济 和 集 体 经 济 中 劳 动 者 的 主 动 积 极 性

、

创 造 性 不 高

,

人 力 物 力 浪 费 大

,

不
能 形 成 高 经 济 效

益

,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就 是 没 有 建 立 一

套 能 够 保 证 切 实 贯 彻 按 劳 分 配

、

多 劳 多 得 的 经 营 管 理 体 制 和 分 配 体 制

,

在 分 配 体 制 中 存 在 着

企 业 吃 国 家 的 大 锅 饭

、

职 工 吃 企 业 的 大 锅 饭

、

个 人 吃 集 体 的 大 锅 饭 等 弊 端

。

在

“

文 革

”

时 甚 至

把 物 质 利 益 当 作

“

资 产 阶 级 法 权

”

加 以 鞭 勒

。

尽 管 我 们 过 去 也 经 常 讲 按 劳 分 配
(
“

文 革

”

时 期 除

外
)

,

但 由 于 没 有 完 善 的 体 制
作 保 证

,

在 分 配 和 发 奖 时

,

依 然 严 重 地 存 在 着 干 与 不 干 一 个 样

,

干 多 干 少 一 个 样

,

干 好 干 坏 一 个 样

。

有 人 把 这

“

三 个

“

一 个 样 概 括 为

“

平 均 主 义

“ 。

其 实 这 种 概



。

因 为

“

三 个

”

一 个 样 从 根 本 上 违 背 了 按 同 样 劳 动 给 同 样 报 酬 这 个 原 则

,

因 而 是 最

大 的 不 平 均

。.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在 消 灭 了 剥 削 和 建 立 了 人 们 对 生 产 资 料 的 平 等 关 系

、

但 生

产 力 还 没 有 发 展 到 可 以 实 行 按 需 分 配 的 条 件 下

,

真 正 的 平 均
(平等 )

,

只 能 是 按 各 人 劳 动 贡 献

的 质 和 量 获 得 相 应 的 物 质 报 酬

。

而

“

三 个 一 个 样

”

实 质 上 是 让 那 些 不 干

、

少 干

、

干 坏 的 人 不 合

理 地 分 享 了 那 些 千 多

、

干 好 的 人 的 劳 动 果 实

。

这 怎 能 叫 平 均
(平等 ?) 如果不这样理解

,

又 如

何 解 释 那 些 勤 劳 能 干 的 人 会 对 此 憋 了 一 肚 子 气

,

以 至 最 后 泄 了 气 跟 着 混 日 子 ?

斯 大 林 曾 深 刻 地 指 出
,

按 劳 分 配 是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发 展 的 不 可 缺 少 的 动 力 之 一

。

我 国 的 经

验 证 明

,

不 切 实 贯 彻 各 尽 所 能

、

按 劳 分 配 的 原 则

,

要 想 顺 利 地 推 动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事 业

向 前 发 展 是 不 可 能 的

。

我 国 的 农 业 生 产 在 过 去 一 段 相 当 长 的 时 期 内 发 展 缓 慢

,

步 履 维 艰

,

而

这 儿 年 却 出 现 了 迅 猛 发 展 的 令 人 欢 欣 鼓 舞 的 局 面

。

在 这 儿 年 中

,

劳 动 者

、

劳 动 资 料

、

劳 动 对

象 并 没 有 发 生 根 本 的 变 化

,

为 什 么 劳 动 生 产 率 会 有 如 此 迅 速 的 增 长
? 这 种 奇 迹 的 发 生

,

靠 的

是 什 么
? 是 一 靠 政 策

,

二 靠 科 学

。

而 最 主 要 的 是 靠 政 策

。

党 在 农 村 中 实 行 新 的 符 合 农 村 生 产

力 发 展 要 求 的 方 针 政 策

,

大 力 支 持 和 推 广 广 大 农 民 在 实 践 中 创 造 出 来 的 各 种 形 式 的 联 产 承 包

生 产 责 任 制

,

是 推 动 农 业 生 产 迅 猛 发 展 的 关 键

。

显 然

,

如 果 没 有 党 的 搞 活 经 济 的 政 策

,

没 有

联 产 承 包 这 种 能 够 卓 有 成 效 地 保 证 兑 现 多 劳 多 得 原 则 的 经 营 管 理 体 制

,

既 不 可 能 徽 发 农 民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

也 不 可 能 调 动 广 大 农 民 学 科 学

、

用 科 学 的 积 极 性

,

因 而 也 就 不 可 能 有 农 业 生 产

的 迅 猛 发 展

。

可 见

,

体 制 改 革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任 务

,

就 是 要 改 掉 那 些 不 能 体 现 社 会 主 义 按 劳 分 配 原 则 的

分 配 制 度

,

彻 底 打 破 铁 饭 碗

,

端 掉 大 锅 饭

,

建 立

一

石
套 能 够 把 劳 动 者 和 管 理 干 部 的 责 权 利 有 机

地 结 合 起 来

,

保 证 他 们
能 够

(或者不 得不 )从 切身 的物质 利益上 关心 发展生产
、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的 规 章 制 度
(即体制 )

。

能 否 做 到 这 一 点

,

关 系 到 体 制 改 革 的 成 败

。

因 此

,

抓 住 切 实 贯 彻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这 一 条

,

也 就 等 于 抓 住 体 制 改 革 的 要 领

。

丢 掉 了 这 一 条

,

一 切 改 革 的 努 力 都 只 能 是

事 倍 功 半 甚 至 劳 而 无 功

。

丢 掉 了 这 一 条

,

就 无 法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长 期 以 来 在 劳 动 积 极 性 和 经 济

效 益 方 面 国 营 不 如 集 体

、

集 体 不 如 个 体 这 种 反 常 现 象

。

实 现 物 质 利 益 的 手 段 和 贯 彻 物 质 利 益 的 方 式

社 会 主 义 的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是

“

各 尽 其 能

,

按 劳 分 配

” ,

是 兼 顾 国 家

、

集 体 和 个 人 三 者 的 利

益

,

以 及 兼 顾 劳 动 者 的 长 远 利 益 和 眼 前 利 益

。

由 于 社 会 主 义 的 发 展 首 先 是 由 基 本 经 济 规 律 和

经 济

、

社 会 有 计 划 按 比 例 发 展 规 律 决 定 的

。

因 此

,

我 们 在 确 定 实 现 物 质 利 益 的 手 段 和 贯 彻 物

质 利 益 的 方 式 的 时 候

,

应 当 把 这 两 个 规 律 作 为 主 要 的 科 学 依 据

。

具 体 地 说

,

大 力 发 展 现 代 的 科 学 技 术

,

用 最 新 的 科 学 技 术 来 改 造 和 武 装 工 农 业 和 服 务 行

业

,

以 迅 速 发 展 社 会 生 产 力 和 提 高 经 济 效 益
;

坚 决 贯 彻 计 翅 经 济 为 主
、

市 场 调 节 为 辅 的 经 济

方 针

,

以 及 实 行 对 内 搞 活

、

对 外 开 放 的 政 策

,

这 是 实 现 物 质 利 益 的 手 段 或 前 提

。

不 然

,

不 仅

难 以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需 要

,

而 且 会 导 致 落 后 挨 打

,

甚 至 有 可 能 导 致 旧 制 度

的 复 辟

,

使 我 们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 为 之 流 血 牺 牲 的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

功 亏 一 赘

,

付 诸 东 流

。

因 为

已 如 前 文 所 述

,

社 会 主 义 只 有 当 它 创 造 出 高 于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时

,

才 能 充 分 显 示

出 其 优 越 性

,

才 获 得 了 最 终 胜 利 的 物 质 基 础

。

关 于 如 何 正 确 地 贯 彻 社 会 主 义 的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问 题

,

概 而 言 之

,

一 是 要 坚 决 贯 彻 按 劳 分

配 原 则

,

二 是 正 确 实 行

“

两 个

”

兼 顾

。

所 谓 坚 决 贯 彻 按 劳 分 配 原 则

,

并 不 是 把 张 三 在 甲 企 业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产 值 高

,

就 应 得 到



,

而 李 四 在 乙 企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产 值 低

,

就 该 得 到 低 的 报 酬

。

因 为 我 国 当 前 各 部

门

、

各 企 业 生 产 技 术 设 备

、

劳 动 条 件 还 存 在 着 较 大 的 差 别

,

现 有 的 各 种 产 品 价 格 也 不 尽 合 理

(即并不 是 由社 会平均 劳动量 所决定 的 )
。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产 值 的 高 低

,

并 不 完

全 取 决 于 劳 动 者 所 直 接 付 出 的 劳 动 的 质 和 量

。

有 些 企 业 有 现 代 化 生 产 技 术 设 备

,

有 些 企 业 设

备 落 后

,

在 付 出 同 等 劳 动 的 条 件 下

,

前 者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产 值 肯 定 比 后 者 高

。

有 些 企 业 的 产

品 价 格 高 于 社 会 平 均 劳 动 量 (价值 )
,

有 些 企 业 的 产 品 价 格 则 大 大 低 于 社 会 平 均 劳 动 量

。

这 两

种 不 同 的 生 产 单 位

` 即 使 付 出 同 等 的 劳 动
,

其 产 值 和 盈 利 也 会 有 高 低 之 分

。

因 此 也 不 能 完 全

按 企 业 盈 利 多 寡 来 决 定 报 酬 高 低

。

即 使 在 农 业 生 产 中

,

劳 动 生 产 条 件 也 不 一 样

,

付 出 同 等 的

劳 动

,

在 甲 地 因 自 然 资 源 条 件 优 越

,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产 值 就 高 一 些

,

乙 地 因 自 然 资 源 条 件 差

,

劳 动 生 产 率 和 产 值 就 必 然 低 一 些

。

由 于 存 在 着 上 述 的 差 别

,

所 以 我 们 在 贯 彻 按 劳 分 配 原 则 的 过 程 中

,

只 能 在 扣 除 了 社 会 生

产 积 累 资 金 和 公 益 资 金 以 后

,

以 劳 动 者 实 际 贡 献 的 劳 动 的 质 和 量 (即实 际所创造 的价值 )作 为
“

付 酬

”

的 尺 度

,

而 不 能 以 劳 动 者 的 劳 动 生 产 率 或 产 值 为 尺 度

。

因 为 以 后 者 为 尺 度

,

并 不 能 体

现 社 会 主 义 关 于 按 等 量 劳 动 取 得 等 量 报 酬 的 原 则

,

而 且 势 必 造 成 不 同 单 位 不 同 地 区

、

不 同 行

业 苦 乐 不 均 的 矛 盾

。

那 么

,

怎 样 正 确 贯 彻 按 劳 分 配 以 克 服 丰 述 矛 盾 呢
?

关 于 这 个 间 题
,

经 济 学 家 们
已

提 出 了 很 多 合 理 意 见

,

国 家 也 已 正 在 据 此 制 定 并 开 始 实 施

了 一 系 列 有 助 于 正 确 解 决 上 述 矛 盾 的 经 济 政 策 和 措 施

。

概 括 起 来 主 要 的 有 以 下 几 条

。

(1 ) 征收资源税和资金折旧费
。

对 那 些 因 生 产 资 源 条 件 好

,

从 而 获 得 高 于 一 般 水 平 的 经

济 效 益 的 企 业

、

生 产 单 位

,

国 家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

征 收 资 源 税

,
对 那 些 国 家 在 过 去 进 行 了 大 量

投 资

、

固 定 资 产 高 于 一 般 水 平 的 企 业

,

增 收 其 设 备 折 旧
费

。

对 物 质 资 源 中 等 水 平 的 企 业 和 生

产 单 位

,

免 收 资 源 税

;
对 资 源 和 生 产 技 术 条 件 低 于 一 般 水 平 的 企 业 和 生 产 单 位

,

酌 情 减 少 其

上 缴 税 率

。

(2 ) 在当前 尚难以对 各种产 品的价格 进行合理 的全面 的调整 的条件 下
,

对 产 品 价 格 高 于

价 值 的 企 业 和 生 产 单 位

,

其 高 出 部 分 收 归 国 家

;
对 产 品 价 格 低 于 价 值 者

,

减 免 其 上 缴 税 率

;

对 价 格 特 别 低

,

尽 管 经 过 努 力 也 难 以 盈 利 的 企 业 和 生 产 单 位

,

国 家 酌 情 给 予 价 格 补 贴

,

使 他

们 也 能 得 到 合 理 的 劳 动 报 酬

。

(3 ) 国家按一 定的 比率 向收益 大大高 于一般水 平的企业 和个人
,

征 收 所 得 税

。

(4 ) 国 营企业
、

服 务 行 业

,

实 行 第 二 步 利 改 税 的 制 度

。

国 家 根 据 各 该 企 业

、

服 务 行 业 的

资 金

、

设 备

、

劳 动 力 以 及 企 业 性 质 等 情 况

,

决 定 其 上 缴 税 率 和 税 种

。

⑧

(5 ) 除 了函需 大力发展 的生产 部门外
,

在 实 行 利 改 税 的 过 程 中

,

一 律 实 行 国 家 得 大 头 的

原 则

。

即 对 新 创 造 的 价 值

,

归 于 国 家 的 部 分 要 高 于 企 业 和 个 人

。

这 后 一 条 特 别 重 要

。

因 为 如 果 不 实 行 这 一 条

,

国 家 就 没 有 足 够 的 资 金

,

去 着 重 建 设 那 些

对 国 计 民 生

、

对 实 现 四 化

、

对 迎 接 新 的 技 术 革 命 有 长 远 意 义 的 企 业 和 科 研 事 业
,
就 无 法 进 行

大 力 的 智 力 投 资
,

因 而 就 难 以 发 展 文 化

、

教 育

、

卫 生

、

体 育 等 公 益 事 业

,

从 而 也 就 不 能 为 社

_

会
主 义

基 本
经

济 规 律 开
辟

广 阔 的 道 路

,

因 而 也 就 无 法 完 成 建 设 高 度 文 明

、

高 度 民 主 的 社 会 主

义 强 国 的 总 任 务

。

总 之

,

只 有 让 国 家 在 新 创 造 的 价 值 中 得 大 头

,

才 能 实 现 国 家

、

集 体 和 个 人

三 者 的 利 益

、

人 民 的 眼 前 利 益 和 长 远 利 益 的 最 优 化 的 结 合

。

从 表 面 看

,

让 劳 动 者 个 人 得 大 头

,

似 乎 是 真 正 贯 彻 了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

但 由 于 它 不 利 于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文 化 事 业 的 发 展

,

不 符 合 人

民 和 国 家 的 长 远 利 益

,

到 头 来 还 是 损 害 了 劳 动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

。

让 企 业 得 大 头 行 不 行 呢 ? 这



,

但 却 无 法 实 行 国 民 经 济 有 计 划 按 比 例 的 发 展

,

到

头 来 会 造 成 生 产 无 政 府 主 义 状 况

,

于 国 家 和 人 民 都 不 利

。

当 然

,

国 家 得 大 头 也 要 有 个 合 理 的 限 度

。

不 能 一 味 地 强 调 国 家 的 收 入

,

公 共 积 累 多 多 益

善

。

如 果 国 家 所 得 的 大 头

,

大 得 使 企 业 无 法 实 现 扩 大 再 生 产

、

使 劳 动 者 无 法 逐 步 改 善 生 活 的

程 度

,

那 就 会 走 向 反 面

。

那 样 做 势 必 导 致 挫 伤 企 业 和 职 工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

导 致 生 产 的 下 降

,

这 样

,

到 头 来 对 国 家 的 发 展 也 不 利

。

对 此 我 们 已 经 有 深 刻 的 教 训

。

所 以

,

国 家 用 于 建 设 的 投

资 和 积 累

,

应 以 让 企 业 和 职 工 眼 前 有 利 可 图

,

能 够 随 着 生 产 的 发 展 收 益 有 所 提 高 为 前 提 和 限

度

。

此 外

,

要 正 确 地 贯 彻 按 劳 分 配 原 则

,

还 必 须 有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做 保 证

。

如 果 不 努 力 建

设 以 共 产 主 义 思 想 为 核 心 的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

个 人 主 义

、

极 端 平 均 主 义 的 思 想 就 会 恶 性 膨

胀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搞 按 劳 分 配 就 会 遭 到 重 重 阻 力 和 产 生 种 种 矛 盾

。

况 且 按 等 量 劳 动 付 给 等

量 的 报 酬 的 原 则

,

在 实 践 中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实 际 上 不 可 能 做 到 绝 对 准 确 的 贯 彻

,

只 能 做 到 相 对

的 准 确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如 果 没 有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做 保 证

,

人 们 就 会 围 绕 着 分 配 问 题 争 吵

不 休

,

产 生 种 种 矛 盾

,

从 而 不 仅 难 以 顺 利 地 贯 彻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

而 且 会 使 之 失 去 调 动 劳 动 者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的 作 用

。

所 以

,

一 方 面 要 努 力 贯 彻 物 质 利 益 原 则

,

另 一 方 面 又 要 教 育 人 们 要 树

立 共 产 主 义 思 想

,

不 要 斤 斤 计 较 个 人 的 得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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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所 谓 第 二 步 利 改 税
,

是 指 除 军 工

、

邮 电

、

民 航

、

外 贸

、

农 牧

、

劳 改 企 业 以 及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实 行 上

交 利 税 递 增 包 干 办 法 的 企 业 之 外 的 企 业

,

取 消 过 去 利 税 并 存 的 制 度

,

一 律 按 税 率

、

税 种 向 国 家 交 税

。

按 性

质 分

,

第 二 步 利 改 税 后 的 税 种 有 产 品 税

、

增 值 税

、

营 业 税

、

资 源 税

、

房 产 税

、

土 地 使 用 税

、

车 船 使 用 税

、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等 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