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式开始从行政方式向经济方式过渡。1991 年中央承购

包销部分由行政分配关系改变为合同关系；地方分配

的国债任务中一部分实行承购包销方式。也由行政分

配转变为合同关系。因此，目前国债发行正在由行政方

式向表现为合同法律关系的经济方式过渡。这种过渡

标志着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在由

行政管理关系变成法律合同关系。国债发行领域不再

强行要求地方和企业认购国债。国家承认地方和企业

单位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国债发行以互

利为基础，不再单纯以爱国热情为基础。国家和地方、

企业都承担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关系由法律来规

定。这是财政部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一步。在这一

步，财政部还有若干行政职能；向地方和中央部门分配

国债发行任务；审查财政系统证券中介机构的决算；初

步提出国债的利率条件，报国务院决定；规定证券公司

向居民销售国债的比例，等等。

随着条件的成熟，国债发行将从现在的一部分承

购包销，一部分行政分配任务完全过渡到招标发行、承

购包销和柜台销售相结合，完全过渡到通过经济办法

发行国债，这时政府的职能将有进一步的转变、政府的

职能包括：1
.
制订各种法规；2.发布招标公告；3.批准

一级自营商；4.制订证券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彻底转

变政府职能以后，整个证券的行业管理由国债协会进

行，利率条件由市场决定，决算审查由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

艺苑

年终评奖“三忌”

风 雷

辞旧 迎新之时，评奖总是热门话题。借鉴往昔，作

文“三忌”：

一忌“滥奖”。每年年终时，许多地方都要刮起一阵

“评奖风”。此 风之“滥”，一表现在评奖活动多；二表现

在获奖面 广。这也 奖，那也 奖，什么都要奖。平常 奖 了的

年终要总奖，平常忘了奖的年终要补奖，上 面奖 了单位

要追奖，等等，个别单位获奖面 高达 1/2 以 上。不 管一

个单位的成绩是多么 显著，但相对而言，其中优异者毕

竟没有如 此 高的比例。如 此“滥奖”，何以 调动优秀者的

积极性？相反，倒容易泄 了优者的 气，乐 了平庸者，无益

于工 作的进展。猴年岁末，各地应扎扎实实抓好各项评

奖活动，认真地扎一下口 。一些在一年中工作平庸的单

位，可以 不评奖；获奖数额要严格核减；要建立健全一

个科学合理的群众化评 奖机制，从而让真正 的先进分

子走上光荣榜。

二忌“平奖”。所谓“平奖”，即评 奖 活动中的一种

“大锅饭”，人人都有份。近几年，随着评奖活动的增多，

使不少单位头痛的名额少、分配难的“矛盾”解决 了。张

三获省奖，李四 可以 获市奖，王二即可获县 奖；甲获党

务奖，乙获业务奖，丙获精神奖；我获消防奖，你获环保

奖，他获老龄奖。上 下左右都奖过了，剩下的本单位统

统奖。有些领导每至年终评奖时，不是考虑如何评出真

正 该奖的集体和个人，而是千方百计在如 何扯平获奖、

不得罪人上做文章。业务工作突出的 奖 了，其他就 可以

放 到环 保、卫 生、绿化、敬 老等项 目 上 ，这样人人都服

气，领导更安心。孰不知 ，这般“平奖”，无异于不 奖。在

我们全力破除各项工作中的“大锅饭”时，值此 岁末之

际，各单位 千万 不可再造就这种评奖的“大锅饭”。

三忌“斜奖”。一些单位在年终评奖时还有一种迹

向，即一切奖励都向领导倾斜，故称之 为“斜奖”。上 面

分配名额时，指明要求是领导；下面评选时，领导少，群

众多，还是想到领导。一些人说，做 领导不容易，一年到

头获一次 奖不过分，这话听起来似 乎也 有道理。有的单

位 评奖时，就 在领导之间互相提、互相评，别人问及时，

多种理由不由你不信。一个单位取 得成绩，当然与领导

班 子的工作紧密相联，领导辛辛苦苦确实 不容易。但

是，为推动工作，一般的评奖，还是不评或少评领导同

志为好。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时期，我们的各项

奖励应向那些有突 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

倾斜，向生产、工作第一线的同志倾斜，从而真正 实现

评奖的倾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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