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者的足够重视。投资决策和投资管

理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完全建立在科学

化、法制化的基础之上，基本建设投资领

域中“权、责、利”三者的关系还没有科学

的界定，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没有真正

建立起来。个别领导的“地方主义”、“本

位主义”和片面追求“形象工程”的思想

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导致投资效益低下

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投资

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

立投资决策行为责任机制和投资风险自

我约束机制。首先，要理顺财产关系，科

学确立国有资产的委托人与授权经营国

有资产的代理人（法人）的主体地位，从

制度上、政策上、法律上规范委托人和代

理人（法人）的投资管理行为。其次，要

硬化投资决策行为的责任追究。对因投

资决策失误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盲目

建设、重复建设、建设项目迟迟不能竣工

和投资效益低下的有关责任人员追究刑

事和法律责任，杜绝领导干部把争投资、

上项目作为任职奋斗目标。第三，按“管

理科学”的要求，加强对建设项目实施全

过程的管理，加强对项目设计和概、预算

的管理。
（二）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性。任何

一个项目在立项之前，都要进行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科学

分析项目的可行性，特别要注重项目投

产后的效益分析，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
（三）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法。通过制

定固定资产投资法，使基本建设投资活

动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最大限度地防

止人为因素而给国家造成损失，做到固

定资产投资有法可依。
（责任编辑  何杰平）

财政纵横

管 理 漫 谈 （一）

段景泉

[笔者道白]今年 7 月，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以财政管理为主题，要求全国财

政系统把财政管理作为兴财之道常抓不

懈。财政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加强财政管理既要遵循人类管理实践的

一般规律，又要努力把握自身的特殊规

律性。对此，笔者结合学习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精神，作了一些思考，产生一些感

想，笔录下来，形成不尽成熟的几则漫

谈，就教于财政界的朋友们。

浅议管理 ABC

管理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社

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人们对管

理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和发展

的。纵观人类管理思想的发展演进，特

别是 19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管理在西

方发达国家被作为一门科学得以系统研

究以来，管理学派星罗棋布，管理学理论

蓬勃发展，对“管理”这一概念的认识和

解释也众说不一。目前，比较通行的看

法，认为管理就是对社会或生产活动的

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
所谓“决策”，不是草率的“抉择”或

“拍板”，而是科学决策或决策科学，是人

们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运用科学理论和

方法提出若干预选方案，并从中选择最

佳方案的行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伯

特·西蒙认为“决策是管理的心脏”。所

谓“计划”，不是盲目的制定数字指标，而

是为了实现决策所设定的目标而制定实

施纲要和工作规划。所谓“组织”，不是

粗放的“组合”或“编配”，而是对人们活

动的科学分工，对资源的科学配备，对人

际关系的科学处理。所谓“指挥”，不是

简单的“发号施令”，而是运用科学方法

对各级和各类人员的领导、沟通与督促。
所谓“协调”，不是随意的“调和”或“斡

旋”，而是对内部、外部的各环节、各方面

的科学安排、有机调度、紧密衔接和合理

调节。所谓“监督”，不是浅层的“监视”

或“审查”，而是为及时发现和矫正偏差

采取一系列科学的检查和控制措施。总

之，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渗透到管理

的各个环节才能使管理成为科学的管

理。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

各个环节都组织科学施工才能使之成为

优质的综合工程。
人类活动是纷繁复杂的，管理活动

也是无所不在和多层面的。你从不同角

度或不同侧面观察，就会发现不同定义

的“管理”。比如，基础管理、中观管理、

宏观管理；再如，家庭管理、行业管理、政

府管理；又如，物业管理、财务管理、人事

管理、等等，不一 而足。小到一个车间、

小店的日常琐事，大到政府部门的公务

活动乃至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都可觅

到“管理”的踪迹。如果夸张一点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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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政之道皆为“管”了。
然而，无论管理分布多么广泛，基本

类型不外有二：一曰自律性管理。即社

会组织为保证其有效运行而采取的自我

约束、自我调节、自我完善性措施。各机

关、团体、企业的内部管理皆属此种类

型；二曰社会性管理。政府机关、社会团

体、工商企业在履行公务、开展社会活

动、从事产品营销过程中体现的决策、计

划、组织、指挥、协调、监督行为，构成社

会性管理。开展自律性管理是搞好社会

性管理的基础，搞好社会性管理是开展

自律性管理的目的。此乃世之常理也。
我国各级财政部门作为各级政府综

合管理财政收支、实施财政监督、参与对

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加

强财政管理不仅是其重要的基本职责，

提高财政工作整体水平的根本所在，也

是振兴财政的基本途径。尽管人类不同

领域的管理实践又有着各自特殊的规律

性，但管理科学的一般规律性适用于人

类的各类管理实践。财政管理中的决

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各个要

素如何调动到位？财政部门自律性管理

和社会性管理存在哪些薄弱环节以及如

何进一步加强？不正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吗？！

管理是永恒主题

管理，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人类

出现共同劳动开始，管理就随之产生，它

伴随人类社会演进的漫漫历史长河发展

至今，与之形影未离。
管理，是一个现实的话题。人类社

会发展到生产方式高度社会化、生产手

段高度科技化、社会运作高度法制化的

今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越

发展管理越重要。有人说：：管理和科技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这话当是

对管理重要性十分形象的比喻了。环目

世界，管理，已不分肤色、不分国别、不分

社会制度，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共同旋

律之一。
管理，是当今中国的热门话题。改

革开放使新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

化，国人为之振奋，世界为之瞩目，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人们也强烈

感受到管理滞后对落实改革措施和继续

深化改革的巨大制约，强烈感受到改革

与发展对科学管理的要求正在悄然增

长。于是，企业管理、行业管理、质量管

理、市场管理……管理，已成为当今中国

使用频率颇高的字眼。小平同志早就说

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

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

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

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

式、管理方法”。改革开放与科学管理，

无疑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必由之路。
管理，又是当今中国财政的紧迫话

题。改革开放给中国财政带来勃勃生

机。1994 年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

后，财政收入迅猛增长。然而，人们在欣

喜之际也深刻思考，为什么收入如此增

长而赤字居高不下？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不乏管理上的原因。为此，财政部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财政

部门要把大力改进和加强财政管理作为

“兴财之道”，常抓不懈。财政管理被视

为兴财之道，无疑是中国财政系统对管

理科学一般规律和财政运行规律理性认

识的一次升华，影响必将是深远的。
当前，中国正处在迈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世纪性转变之中，改革是主旋

律。同时，管理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

强有力的管理，改革措施就难以顺利实

施，甚至会在实施中走样变形。改革为

管理开辟新的天地、增加新的内容、提出

新的要求；管理为改革提供实施保障、创

造实施条件、巩固实施成果。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需要强调管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后也不能放松

管理。管理，是永恒的主题。

以人为本话管理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具决定性的

因素，是构成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主

体。以人为本，是人们经常提出的话题，

也是社会实践和理性认识的精辟总结。

所谓管理，说到底是以人为主体并以人

为对象的管理。
古今中外的管理实践中，一直是注

重对人的关注。自科学管理理论产生

起，才开始对人与管理进行系统、全面、

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就此专门著书立

说。其中，有一 则管理学界十分著名的

趣谈——X 理论、Y 理论、Z 理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社会心理

学家麦格雷戈 1957 年对人的本质作过

两套假设，并以此假设为前提，首次提出

X 理论和 Y 理论，并于 1960 年出版 了

《企业的人性方面》一书。X 理论的假设

把劳动生产效率或工作效率不高，归结

于一般的人天性厌恶工作，只要有可能

就一定逃避工作，因此必须进行强制监

督，并以惩罚作为主要管束手段。Y 理

论的假设与 X 理论完全相反。认 为人

性并非生来就是懒惰的，外来的控制和

惩罚性威胁都不是使人作出努力来达到

组织目标的唯一手段，主张以“诱导与信

任”去鼓励人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

他认为采用 Y 理论才能在管理上取得

成功。此后，有两个美国人选择两个工

厂和两个研究所分别试验以上两项假

设。结果表明，采用 X 理论的单位和采

用 Y 理论的单位都有效率高和效率低

的。对此他们提出超 Y 理论，认为应针

对不同的工作性质和人员素质等实际情

况，采用不同的对人的管理方式。后来，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院教授

威廉·大内在分析日本、美国两国管理经

验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

Z理论，并于 1982 年出版《Z 理论》一书。
大内认为，所有企业的成就都离不开信

任、情感和亲密。主张以坦诚、开放、沟

通作为基本原则来实施管理。管理过程

既要运用必要的控制手段，又要注意培

养和诱引职工与企业同甘共苦的情感，

营造心情舒畅的氛围……

大内等人的总结无疑是有许多可取

之处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但由于长时

期处于封建专制之下，近代又处于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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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和半封建状态，相当长的时期里，

以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为代表的

管理者们，与广大劳动者的关系是尖锐

对抗的关系，加之人类文明进程所限，

管理和被管理之间是根本没有什么平

等、信任、亲密可言的。新中国成立后，

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为实施科学

管理提供了最有利的社会条件，涌现出

不少先进的管理典型和有效经验。然

而，管理是具有二重性的。除决定于生

产关系并服务于生产关系外，还受生产

力发展水平、人员素质、管理手段的开

发与运用等因素的影响。应该说，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在管理上的优越性还远

远没有发挥出来，管理水平先进国家的

管理经验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也需

我们学习借鉴。
管理中以人为本，关键在于管理者

要坦诚相待关心人，民主办事尊重人，

身先士卒感召人，德才双向培养人，知

人善任调配人，责任明确督导人，纪律

严明约束人，奖罚分明激励人。这里面

有些是对管理者素质、方法的要求，是

隐性的，属软指标。有的则是显而易见

的硬东西，比如责任、纪律和对人的奖

罚激励。看来，管理也是要“软硬兼施”的。
古人云：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各级

财政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机关，财

政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

和责任心的加强，整体素质的提高，是

生财、理财、聚财和兴财的根本所在。
以人为本，对财政管理同样是十分重要

的。（未完待续）

财政纵横

农业大县

如何走向经济强县

王家东
射阳县地处苏北沿海中部，土地面

积 2 795平方公里，是江苏省第一大县。
滩涂面积和海岸线长均居全省前列，是

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资源大县。近几年

来，我们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契机，

重点解决“四大问题”，着力推进“四个

转变”。大力发展高产、高效、高创汇农

业，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大县向经济

强县转变之路。
（一）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农业的种

植结构单一问题，大力培植新的特色产

业，加快由低效农业向高效农业的转

变。稳定粮棉生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大局，粮棉大县应当服从服务于这个大

局。但是，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县，100 多

万人口就有 80 多万农民，40 多万农村

劳动力。如果都固守田园，“人均亩把

地，个个种粮棉”，是难以按期实现小康

目标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

题。当然，搞农业并不是不能富县、富

乡、富民，关键是走什么路子，搞什么农

业。近几年来，围绕这一问题，我县一

手抓粮棉生产，保持大宗农作物的基本

稳定，使得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 60万吨

以上，棉花总产 90 万担左右。另一方

面，我们着眼于加快农民致富奔小康的

步伐。围绕调整做文章，向单位面积要

效益，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培

植特色经济。一是培植新的支柱产业。
初步形成了 10 万亩大蒜、2.5 万亩中药

材、8万亩螃蟹、13 万亩贝类、5 000 亩紫

菜、1 .2万亩虾类等 17 个超万亩的特种

种植业、养殖业基地。全县基本形成了

60万亩棉花、60万亩秋粮、60 万亩特经

作物的“三六”式格局。二是建设标志

工程。我们抓农业也象抓工业一样 ，致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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