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财税改革三十年

对财税工作的一次“观察与思考”

张传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进步，一

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局限。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在安徽省

巢湖市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那时，巢湖

经济工作的重点是狠抓乡镇企业。从

省地县到乡村，各地每年都有大量“远

学粤闽，近学江浙”式的外出参观学

习和本地检查评比，且有“排名进位”，

地方上各级干部压 力都很大。正 是在

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各地“比学赶超”，

互不相让。“比”什 么、“超”什么？那

个时候，人们把 注 意力都 集中在“产

值”上。一个乡，去年乡镇企业总产值

5000 万元，今年就 得 9000 万 元 ；河

东的乡“2亿元”，河西的镇就“4 亿 元”。

每到年底，统 计部门的压 力 大得很，

大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势；

且每年春节一过，各级“干部大会”上

对乡镇企业 工 作都有“ 大张旗鼓”的

总结表彰。记得当时，我曾经问过市委

一位负责同志，“这不是又在刮浮夸风

吗？”那位负责人坦 承地对我说 ：“大

家心知肚明，我们也是被‘ 大势所驱’

呀… …”当时坊间常有议论 ，总觉得这

样争先恐后地“吹”下去有些不对劲。

1995年春，在 巢湖市、乡、村三

级干部大会和全市财政工 作会议上 ，

市委、市府一反常态，第一次将各乡镇

及街道办事处的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

收 入在会场上张榜公 布。谁是“顺 数

第一”，谁是“倒数 第一”，一目了然；

且 大会上市委、市府主要负责同志一

再强调，今后抓 经济工作，不再讲“产

值”，而是“以 效益论英雄”。当时，我

觉得找到“新闻眼”了。于是，“三下五

除二”，一篇“观察与思考”
——

《 巢湖

以 经济效益论英雄》一气呵成，随即

传去《 安徽日报》并于 3月 28日见报。

几 天后，省政府办公厅的《 安徽 政 办

通报》全文转载并附上副省长汪洋（现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

记）的批示下发全省… …

我在该 文中提 出了如 下三 点“思

考”——

思考之一 ：以 效益论英雄，财政

收 入“硬碰硬”，“产值 水分”不争论。

那几 年，全国范围有关乡镇企业的产

值数字，方方面面颇有微辞。当然，客

观地讲，乡镇企业的产值数字，有的事

实上或许就是那么多，有的上报的数

字或许还保守一点，有的明眼人一看

就知 道水分不少。谁能将那些数字弄

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而 巢

湖市委、市政 府提 出“ 水分问题 不争

论，关键还是看效益”，这就叫“搁置

争议向前看”，是英雄是好 汉，财政

税收比比 看… …

思考之 二 ：以 效益论英雄，不搞

“终身制”。市场海洋里搏击有沉有浮，

常常是“各领 风骚没 几 年”。1995年，

巢湖市在年初表彰了以 利税为主要内

容的工 商企业“十强”。“十强”不分国

营、集体、私营，既不搞论资排辈，也

不搞终身制。你今年是“十强”，或许

明年就被 别人挤出去；那些退出“ 十

强”的企业 或许又会东山再起。市场

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 …

思考之 三 ：以 效益论英雄，更要

讲“人均”。一个有着万名职工 的企业

一年创利税100 万元，一个百名职工

的企 业一年创利税 99万元，孰 优 孰

劣，妇孺皆知。衡量一个地方或一个

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仅要看利税的绝

对值 大小，更要比“人均”… …

现在回 想起 来，就财税工作而言，

当年巢湖市乃至安徽省从“讲产值”转

向“讲效益”，不能不说 是财政经济工

作指导思想“上了个台阶”；且这种“上

台阶”也是 当年全国财税工作前进中

的一个“缩影”，这叫“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进步”。

那么，何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局限”呢？如 果现在写这篇“观察与

思考”，那我一定会添上“思考之 四 ：

以 效益论英雄，还要讲环保”和“思考

之 五 ：以 效益论英雄，还要讲节能”。

2007年，我国财政收 入规模已达 5.13

万亿 元，这固然是“ 了不起，不简单”，

但同时我们必 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单

位 G D P 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8—10倍，

污染是发达国家的 30 倍。被中国先民

列为四 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

济水，大多数 支流要 么坏死，要 么干

涸；9个大湖，7个水质已是五类以 下。

所以，在当前的情势下，我们尤其要加

倍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从根本和

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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