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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毅文存》

前言

　　今年喜逢伟大祖国60华诞，一甲子弹指而过，但见中华大地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之时，我辈正
值而立之年，如今已成耄耋老翁，抚今追昔，更觉各项建设成就来之不易。　　我从事财经工作及科
研近70载，既经历过革命战争岁月的洗礼，也见证了新中国财经事业的蓬勃发展。2006年5月，在庆祝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之际，组织上为我召开了“许毅教授从事财经工作及研究65周年理
论研讨会”。对于部领导、来自全国财政系统的同志们及各位学界同仁给予的溢美之词，我愧不敢当
，唯觉作为财经战线上的老兵，自己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
献了绵薄之力。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可以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一名共产党员永远不能从思想上退休
，而是应当活到老、学到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老。　　我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同龄人，如今
年过九旬，虽离休多年，但仍不愿停止思考。2006年10月，党中央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
要决定。从那时起，围绕着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循着多年来的研究思路，我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探
索。本书中的文章就是3年来的一些研究片段。既有对我国主流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产生与发展
过程的系统性回顾，也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发展财政理论的思考；既有对进一步
搞好财政史研究与教学的心得体会，也有对化解“三农”问题的一些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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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毅文存(2006～2009)》中的文章是作者3年来的一些研究片段。既有对我国主流财政理论“国家分
配论”产生与发展过程的系统性回顾，也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发展财政理论的思
考；既有对进一步搞好财政史研究与教学的心得体会，也有对化解“三农”问题的一些政策主张。所
有这些思考，都尽可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力求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开拓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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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毅，1917年出生于现江苏省通州市，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基建财务司副司长、财政部党组成员、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1963年
至1966年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后，许毅主持恢复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任所长至1985年，并主持建立了财科所研究
生部。许毅是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及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历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
委员会经济组成员。    在中国财政学会及其各专业研究委员会、各省市财政科研机构的建立过程中，
许毅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促成了全国性财政业务、教学、科研网络体系的形成。许毅积极推
进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建立，促进国内外同业的合作交流，并亲身参与创建了中华会计师事务所、
咨询、评估公司，是中国财务会计咨询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学术研究领域，许毅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分配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倡导者之一，提出了以马
克思主义过渡期理论为指导的广义财政学框架，开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经济学、财政学研
究的新领域。为研究财政发展规律，许毅还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成
果在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先后出版涉及财政学、中国近代财经史、革命根据地史的专
著、合著数十种，发表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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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方向，以马克思主义过渡期理论为指导，深入开展广义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继往开来
，继续深入发展“国家分配论”——纪念许廷星教授专著《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出版50周年在构
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搞好财经史教学研究继往开来，不断开创社会主义财政事业的新局面实现科
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东莞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新农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及相关政策建议
合作金融，助推新农村建设——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调查  调研报告一：科学
使用国家扶贫资金的有益探索——对太湖县村民生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工作的调查  调研报告二：立
足市场、立足现实是农村合作金融的成功基础——对太湖县小池镇银山资金互助社的发展情况调查  
调研报告三：关于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几点思考当前“新农村建设”领域的若干新进展、存在问题及
相关政策建议——基于安徽省若干市县的调查土地流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有益渠道——基于
安徽省若干市县的调查关于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基于安徽省若干市县的调查附
：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许毅  芦荡忠魂——许叔和烈士传略  姜灶镇抗日星火——“战时青年救亡宣
传队”成立及活动情况的回忆  回忆“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在敌伪顽三重压力下的斗争经过  怀念
施忻同志  怀念易素之同志  在抗日救亡最艰难的日子里——兼忆张冰同志  黄逸峰与联抗——联抗产生
的历史背景及其在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中的作用  才子司令李俊民  张孤梅同志在联抗的特殊贡献  忆淮
海战役中的龚意农同志  怀念忻元锡同志  怀念崔敬伯先生  《戎子和文选》序言  怀念季崇威同志编者
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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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商品存在，有按劳付酬存在，有差别存在，交换中必然会存在不平等，但这与《共产党宣言》
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并不矛盾。因为消灭私有制是遥远未来的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
的产物。在小生产没有得到改造之前，不能达到各取所需，因此私有制也无法消灭，为此我们仍然必
须处理好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提出最高纲领，即废除私有制，实
现共产主义这一命题的目的是要消除三大差别，解放全人类，从而在根本上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存条
件，并彻底地、真正地实现人人平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建立在不断改善人
类生存条件的质和量上，而不是单纯地消灭私有制。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很
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
废除私有制。”①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20年底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列宁试
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并形成了“直接过渡
”的思想，具体手段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
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②。但这一措施被实践证明是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从而行不通的。1921年
起，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符合俄国国情的“迂回过渡
”的新经济政策。　　在理论上，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二位一体的历史任务，即除了推翻资产阶
级政权和它们的反抗之外，还要“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者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
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
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列宁又说：“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
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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