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税收。但是，对陷 于萧条的 企业增

税，无异雪上加 霜。加 以“劳联—产联”

工会组织坚持不能任意对劳工 裁员减

薪，使企业上下为难，当 时曾出现过资

本家的“静坐罢工”，反对增税。直到 70

年代，供应学派才转而提出减税的学术

主张。增税的好处是：财政积聚了更大

的调控力量，通过直接投资，购买建筑

材料等生产资料，从而帮助 了滞销的生

产企业。减税的好处是：政府少向企业

要钱使企业减负，政府少向居民要钱使

居民多买，尤其是后者。因为西方国家

征税的主要对象是居民的收入所得税

而不是企业的营业增值税。减税从企

业减负和居民多买 两个方 面帮助企业

走出 窘境。但是，我国的 情况 不尽相

同。企业的冗员和社会负担过重，增税

过多，企业为难。何况除了法定的国税

地税，还有屡禁不止的收费、提留、摊派

与罚款。至于减税，庞大的政府开支将

难以 为 继。至于居民消费不振不全是

缺钱，而是社会保 障和收入预期的原

因。所以 ，税收是增是减才好，就值得

反复商量了。
政府直接投资启动经济，极端的例

子是凯恩斯的“填坑挖坑”理论。即财

政部把钞票装在瓶 里埋在废弃的矿坑

中再填满 垃圾，让 企业雇人把 它挖 出

来，以 解决失业问题。当然这是很浪费

的补救 办法。如 果居民把钱储蓄到银

行里，银行又不放心 企业的偿债能力因

而慎贷惜贷，那么，财政就可以 对银行

发行国债，向银行借公 众的钱来直接投

资。这个办法，我国是能够实行的。只

是积极 财政 政 策要 用到 关键的地 方。
道路、电 网、水利等是必要的，但还 不

够。十五届四 中全会的《决定》讲了，要

形成以 企业为 中心的技 术创新体 系。
基础设施的投入只 能启动企业不能替

代企业。支持企业进步和技术升级 ，固

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到了点子上，但

拉企业一把不是抬担架，最终还要靠企

业自己真正改制，在市场上按现代企业

制度运作规则大踏步前进。
（作者单位：湖南财经学院金融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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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指标“虚脱”

现象不容忽视

陈宽林

一次，我们在检查某乡镇某年各项

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时发现，经查实的财

政收入指标完成数为 108 万元，仅占报

表数 178 万元的 60.7% ，掺进了近一倍

的水份。当我们对此作详细 了解时，这

个乡镇领导甚感委屈地辩解道：这叫我

们有什 么 办法呢？县 里下达的财政收

入指标比我们 乡镇实际来源 高出一倍

多，要求签订责任状，任务必须完成，所

以 ，也就只 好如 此 了，况且 又 不是我们

一家这样做。仔 细想来此话 自有苦衷，

不无一点道理。上级 下达脱 离实际的

高指标，给下级基层领导出了很大的难

题：责任状不能不签；“确保指标”又 不

能不完成。在“以 数 字考核 干部”的人

事管理制度下，为 了保住 头上的“乌纱

帽”和升迁的需要，采用 自欺欺人的 办

法去“完成”上级 下达的任务指标也许

是无奈的结局。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的

各级领导部门凡事应该讲求实事求是。
否则，一味地追求虚脱 高指标，将会使

我们步入“数 字出官，官出数 字”的 怪

圈。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建设 事业带来

危害，还会贻害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造成任务指标虚脱的

原因是 多方 面的。择其要者，不 外两

点：一是有些部门领导官僚主义 严重，

不深入基层，不 了解下级 实情，工 作瞎

指挥；二是有些部门领导好 大喜功，为

了捞取政治资本，对上虚报 实绩，哗众

取宠，对下不惜采取高压 手段下达所谓

“确保指标”，对基层单位虚报实绩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怂恿下级部门

为之造假。
这种祸国殃民虚脱现象必须根除，

否则后患无穷！首先，各级领导必须树

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扬党的 实事

求是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敢说 真话，把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抛开一切

私心杂念，从思想上解放 自 己。其次，

要转变工 作作风，不能光靠听汇报、看

报表、下指标 来指导下 面工 作，做一些

表面文章。必须深入基层；注重调查研

究，扎扎 实 实，做 过多过细的 工 作。第

三，要加 大打假 力度。各级 领导部门一

把手亲自挂帅，组织有关部门成立检查

领导小组，对基层上报指标进行检查监

督，对那些造假的有关责任人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第四 、要运 用科学的方法制

订任 务指标，摈 弃虚脱 浮夸或长官意

志。使制订的任务指 标 经过努力可以

达到并严格按照实绩统计上报。
（作者单位：江苏省灌南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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