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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轰麻雀

峰彤

早年，生活在农村。那时家 乡粮食紧张，差

不多 户 户缺口 粮，农民惜粮如 命，提倡“颗 粒归

仓”，自然，轰麻雀看庄稼就是一项措施 了。金风

送爽，五 谷飘香，给 农民带来 了喜悦，也 忙坏了

群群麻雀。最招惹麻雀的，是谷子、黍子、糜子之

类的谷粟之物。特别是红粘谷，成熟了，穗红秧

红，随风摇曳，在金黄的田 野里格外耀眼，红得

醉人，香得醉人，于是就 成了尖嘴麻雀首先光顾

的目标。麻雀在谷穗上跳跃翻飞，尽情啄食，得

意间，还低 声唧唧喳喳，吟唱大饱口 福的 乐趣。

这时，躲在暗处的看地人一棒铜锣（或铜盆、铁

桶），并伴之大声呐喊。麻雀受惊，轰然而起，黑

压压 遮天蔽日，喳喳半空中，但 并不远走高 飞，

旋即而下，如 石 坠地，隐身在附近的庄稼地里或

草棘之 中。过不了多久，就 会看到谷秧又 开始 微

微晃动，悉悉索索，继而愈演愈烈烈。麻雀又回

来了。锣声喊声又起。如 此往复。

阔别 家 乡来城里二十年 了，仍不时想起早

年轰麻雀的情景。这是不无缘由的，经济生活 中

不乏类似的情景。

比 如 前些年，清理集贸市场无证商贩的情

景，就很象。一日，正 在宿舍旁的集市上买菜，不

知 谁发生 了“快”的喊声，于是往马路 上 看去。
嗬！满载筐篓、排子车等经营用具的两辆汽车风

驰电掣般地逼近市场。自有反应灵敏的，知 道是

检查无证商贩来了，市场顿时骚动起来。无证商

贩惊慌不安，有的好歹 收 拾 一下，提 着货物就

跑；有的无法带走货物，就 匆忙托人照管，钻入

小 胡同；卖羊肉 串的掀 翻炉灶，提 着羊肉逃窜

……西红柿、青椒、瓜果梨桃遍地乱滚，火星四

溅，轻烟弥漫，人声嘈杂，沸沸扬扬。“大盖帽”走

了，跑掉的人又探头探脑 地从楼后、胡同等处陆

续集拢而来。市场除去多了些怨骂声外，买卖照

常如 初，依然是“西红柿、大椒便宜了！”“羊肉串

越（又）吃越（又）香”……跟麻 雀被轰跑继而 又

来没什么两样。

无独有偶，“三乱”现象也 与麻 雀到处啄食

相仿佛。这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活跃，乱

罚款、乱收 费、乱摊派的现象大量滋生起来。不

少有权部门、单位都打着“改革”、“加强管理”等

幌 子，超过国家规定，遍地设卡，到处收 费，强迫

搞“赞助”，甚至提 高收 费标准，下达罚款指标。

真如 麻雀 飞 来 飞去抢庄稼吃一样，攫取 不义之

财。闹得企业不堪重负，个人怨声载道，经济发

展受损。这两年治理 整顿一下，“三乱”有所收

敛，但远不尽如 人意。有的前脚治理后脚就 又 重

新设卡，或变换新花招收 费，有的“麻雀”根本就

没“飞”。这些，报刊、电视时有披露，实际生活中

则感受更深。

类似 轰麻雀规模最大的，要算一年一度的

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 查 了。它发动人员多，持续时

间长，检 查范围广，收 缴金额大。开展七次 ，战果

辉煌，每年从“麻雀”嘴里夺回 来的“食物”，平均

都有七八十亿元（真正缴入国库的）。可是，违反

财经法纪的现象年年查，年年有，屡查屡犯，“麻

雀”今年轰走了下年又 来，“啄食”的花样还不断

翻新，着实令人烦恼。

凡 此种种，都说明“轰麻雀”的办法是需要

研 究考虑的。它有一定效果，抑或还不小 ；但 对

管理市场，治理“三乱”，有效防止违反财经法纪

来说，并不是根本性的办法，且“成本”太高。随

着改革开放 力度进一步加大，多种经济成分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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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发展，多种经济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各种经济

实体越来越 多，类似“轰麻雀”的 突击性 检 查将

会日渐困难，终究不是长法。根本的办法，当是

总结经验，深化改革，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规律和特征，建立健全法制和配套的制约机制。

当 然，根本性约束机制的建立 与 完善需要

一定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 形 成以 后，

也 不能说 集中性的检 查就 不需要了，只是可以

大 为减少而已。时下，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正在

进行。它不仅可以 减少财政收 入的流失，促进改

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且还有较好的政治、社会

效应。因此 ，在违反财经法纪现象仍普遍严重存

在而 又 无健全的制约机 制之际，大检查付出的

“成本”虽大些，但 仍不可放弃，而且务必善始 善

终，理直 气壮地搞好 ，不能坐视形形 色 色的“麻

雀”啄食国家财政收 入。同时，也的确需要放眼

长远，加快探索根本性 制约机制的步伐。国务院

关于开展 1992 年大检 查的通知 不是说要“积极

推进财税改革，完善财经法规……把检 查与服

务、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么！这条要求应着力

贯彻落实好。笔者认 为，进一步配套完善财税法

规，普遍建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发挥经济组 织

对企 事业单位日 常财务活 动的监督制约作用，

当是严肃财经 法纪，减少“轰麻 雀”现象的可供

选择的思路。

艺苑“搞活”企业

与“搞死”企业

——学习《条例》的一点体会

黄宝新

时下，正 值《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

机制条例》颁布之际，全国各地正 在认真学习和

贯彻之 中。学习《条例》，要领会其精神实质，笔

者认 为，在当前形势下，搞活企业必须还要“搞

死”一部分企业。

所谓“搞死”，就是让那些“该死 不死”的企

业停产、破 产。那么，哪些属于“该死”的企业呢？

一是盲目上 马，重复建设，不符合产 业政策，资

金又 不足，技术力 量又薄弱的企业；二是虽符合

产业政策，但 由 于市场变化，产品 质量低劣，严

重积压、过剩，无 力 开发新产品 的企业；三是长

期经营管理混乱，资金流失严重，连年 巨 额亏

损，已经无 力回 天的空壳企业。

我国有句俗 语，叫“死马当作活马医”，这是

人们对事物的一种善良愿 望。但就经济工作而

言，对那些看准了无法医治的企业，只能是死马

当作死马治。首先，企业有生有死是商品 经济条

件下竞争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商品 经济

的 正常现象，那些盲 目 上 马，“先天 不足”的企

业，由 于没有足 够的资金和必要的条件，草草上

马，试图浑水摸鱼，结果亏损严重，不堪重负，这

样的“死马”又何必把它当成“活马”来医呢？其

次 ，对于已经“死”的企业来说，可以 通过重新组

合，兼并拍卖，等等，获得再生的机会，“死马”就

会转化成新的“活马”；再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

家，国家已经并将继续采取 更多的有效措施，安

排企业“死”后的职工生路，因 而也 就 不会影响

社会的稳定。

“搞活”与“搞死”是辩证的统一。“搞活”与

“搞死”很大程 度上 是一个 产 业结构的调 整问

题。在目前产品 积压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需要搞

活的是那些产品 适销对路或虽然平销但具有发

展前途的企业，需要“搞死”的是那些产品 严重

积压，大量亏损而无生路的企业。实际上这是经

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存量调整对我们的要求。“搞

死”是为 了“搞活”。现阶段，一些地 区和部门从

自身利益出发，舍不得压 减，舍不得关闭，或者

以“稳定”为借 口 ，保 住 那些已确认应“死掉”的

企业。这种情况 发展下去，活的企业也 会被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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