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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同广大人民

群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

联系，本应为人们所熟

知。但遗憾的是，据笔者

了解，人们对它还很陌

生，进而产生一些模糊

认识。

人们大都知道财政

是管钱的，但财政究竟

是个什么概念？有哪些

职能？其本质是什么？则

知之甚少。有的人干脆

把财政局理解为当地政

府的“会计室”。有一位

区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

就这样说：“区财政局就

是我们政府的一个‘会

计室’，只要把帐算好就

行了。”然而笔者却要

说：区长，此言差矣。财

政与会计的确密不可

分，但两者之间并不能

划等号。连有些地方政

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财

政都没有一个基本正确

的理解，这不能不说是

一件很遗憾的事。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

各级领导干部都知道，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

分配关系，它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很重要的

分配、调节、监督的职能。

在不少人看来，财政只是个单纯的经济问

题。不错，财政确是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但

它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

问题。小平同志早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

部长时就深刻指出：“财政工作是国家最大的政

治工作之一，不懂得这一点便不知道如何做好

财政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做好财政工作，对于

稳定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财政工作做好了，不仅能促进经济的发

展，而且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我

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更快地发展。因此，对财政工作，还需要从社会

主义政治的高度加以深入理解。

在许多人特别是农民的头脑里，税、费几乎

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他们分不清哪是税、哪

是费。近年来，笔者每次回到农村老家探亲，乡

亲们都要向我反映他们的负担问题，可当我问

及他们每年究竟缴了多少税、缴了多少费时，却

没有几个人说得清。在他们看来，反正缴的都是

钱，何必分得那么清？税、费不分的现象在农村

有，在城市也有。在城里，笔者曾不止一次地听

到和目睹这样的“奇闻”：当税务人员向个体户

征税时，个体户竟亮出自己所缴纳的工商管理

费收据来，并“理直气壮”地说“交过税了”。无怪

乎经常听到人们反映税负过重的问题，由此，一

些非议财政的话不时产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是因工作关系与其他部门、单位的同

志接触，还是私下与亲戚朋友聊天，抑或偶尔与

社会上其他人闲扯，当笔者谈到当前的财政困

难时，很多人都用奇异的目光望着我，不解地

问：“财政局还会没有钱？”此话虽不免有些调侃

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些人对财政的不了解。在

有些人的眼里，财政局仿佛就是造钱的工厂，什

么时候都有钱。殊不知，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

政的充裕必须靠经济的发展。当前，无论是国家

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很困难。有资料表明，仅

1991 年，全国财政赤字达 211 亿元之巨。财政

赤字的实质是对财政收入的超分配，财政局并

非“旱涝保收”，也有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当然，

当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看，是会逐步得

到缓解的。须知，把财政出赤字单纯归咎于财政

部门，是不公正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财政困

难与正视财政困难，对于支持财政部门做好工

作、克服财政困难都是很重要的。

上述模糊认识只是举例性的，不止如此。可

以说，许多对财政的不正确认识，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人们对财政不了解所致，而导致人们对财

政不了解的原因，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又与

我们的财政宣传工作不够深入细致有关。要搞

好财政工作，除了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努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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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和支

持。然而，如果人们对财政不甚了解或者很陌

生，又怎么能配合和支持我们的财政工作呢？因

此，我们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财政宣传，使广大人

民群众对财政不再陌生，进而增强财政意识，理

解、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

经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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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百货大楼——这座始建于 50 年代的

老建筑，与如今北京城里的富丽堂皇、现代化设

施的大型商场相比，外观很有些黯淡，然而，作

为全国十大商场之一，这里的生意却依然格外

兴隆，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顾客，楼内楼外人

头攒动、擦肩接踵。特别是进入 1992 年，销售额

扶摇直上，上半年实现销售35 274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4 407万元，增长 14%；实现利润2 753

万元，增加了 529 万元，增长 23%；上交财政收

入1 983万元，增长 7%。

许多北京人都记得 1992 年 9 月王府井大

街上的新鲜事——四辆夏利等名牌轿车披红带

彩停放在北京百货大楼门前，等待着幸运的中

奖顾客。多种形式的促销战使百货大楼第二届

时装节红红火火，300 多厂家竞相参展，购物者

川流不息，售货员热情服务，应接不暇。一时间

“穿在大楼”的包装袋遍布京城。这一个月商品

销售总额达到8 000万元，创建店以来月销售最

高记录。9 月 7 日这一天，大楼日销售首次突破

300 万元大关，13 日又达到 347 万元，被称为

“高产日”。

面对这些现象，这一串喜人的数字，人们不

禁要问：北京百货大楼作为一个建店 37年的老

企业，无论门面装修、购物环境都已陈旧，在今

天的商业之战中是如何立于不败之地并创造了

月销售8 000万元的奇迹呢？

是改革为它注入活力。北京百货大楼地处

繁华热闹的王府井大街，有着地利的优势，有着

张秉贵式的“一团火”的热情服务，有着远见卓

识、锐意改革的领导层，更有着北京四大商业集

团计划单列的宽松的政策环境。自 1991年 9 月

组建北京百货大楼集团、1992 年 4 月与北京市

政府签订协议“上船”以来，这个集团依据“四放

开”（经营、物价、分配、用工制度）的政策，解放

思想，深化内部机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是坚持“一业为主、多

种经营、零售为本、全方位发展”的方针，在积极

发展商业网点，扩大商品吞吐能力的同时，积极

发展加工业，形成集团自身的加工业体系。集团

先后兴办了云岗、锦州分店、丽叶制衣公司，还

利用外资筹建了喜客快餐厅等，扩大了经营范

围和规模。二是积极探索内部制度改革，从与全

体员工利益密切相关的分配制度入手，打破铁

工资，加大活工资、活奖金的比重，实行联责计

酬制。

在实行联责计酬前，北京百货大楼集团一

直延续 1989 年实行的动态结构工资的分配模

式。所谓动态结构工资是基础工资和效绩工资

相组合，实行动态运转。这种分配办法对调动职

工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动态运

转的结果却造成效绩工资所占比重逐渐缩小，

1989 年基础工资和效绩工资的比重是 60∶ 40，

而到实行联责计酬前已变为 72.8∶ 27.2，这就

难以发挥其激励作用。为了把现有的工资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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