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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建设也要

集中力 量 打 歼灭战

姜其温  于恩凤  黄晓平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军事思

想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在《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指出：“不应企图一 下子

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

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以 奏

效。而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从敌军诸阵地中，

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

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大成果，各个歼灭该

敌。”又指出：“实行这个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

个方法，就会失败。”这个原则，在人民解放战争

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在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也被证明是成功的。建国

初期，在国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我们胜利地进

行了 156 项重点工程建设，为我国的工业化奠

定了初步基础。在过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

的“两弹”上了天，火箭发射成功率达到了百分

之百，在技术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89— 1990

年，在我国经济和财政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

们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巨大的亚运

会建设工程。江苏“七五”期间建设的扬子乙烯、

仪征化纤等大型联合企业，都按期建成，一次试

车成功，投产 后很快达到了设计能力。所有这

些，都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光辉成果。

但是，前几年不少地区和部门在经济建设

上出现了财力、物力分散的现象，违背了集中力

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致使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严

重下降。表现在：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大大下

降。全国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1 980— 1984 年

平均水平为 76.9% ，1 985— 1 989 年平均水平为

71.8% ，降低了 5.1 个百分点，约少增加固定资

产 339 亿元。

二是建设周期越来越长，许多项目不能按

期建成投产。据对国家计划要求在“七五”期间

建成投产的 263 个在建项目的调查，有四分之

一的项目不能按期投产，平均延长工期 22 个

月。

三是投资效果不理想。据对 1988 年建成投

产的 56 个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的跟踪调查，有

三分之二项目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70%以下，

有近三分之一的项目投产后即亏损。

四是基本建设投资大量超支。一般基本建

设项目，都是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1989 年

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 98 个重点在建工程，有

93 个比概算超支 220 亿元，平均超支三分之

一，其中有 1 4 个项目超支一倍。

江苏的情况同样如此。据对 1 0 个市 1986

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千万元以上的 281 个

重点基本建设的项目调查，已完工投产的 109

个，占 38. 8%；已 完 工未 投 产 的 14 个，占

4.6% ；未完工的 159 个，占 56.6%。已投产的

109 个项目中，工程投资平均超支 16.4%；计划

新增工业产值 34.3 亿元，税利 6.6 亿元，1989

年实增产值 24.3亿元，税利 3.76 亿元，分别占

计划数的 70.8%和 56.9% ；平均每百元固定资

产提供产值 1 1 6.36 元，税利 18 元，分别为全省

平均水平的 70%和 78%。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前几年在

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

没有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讲需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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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可能少，盲目追求力所不及的速度，基本建设

战线拉得过长，摊子铺得过大。不少项目由于资

金不足，工程建建停停，不能按期建成投产发挥

效益。二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宏观调

控乏力，分散主义严重。在利益机制驱动下，一

些地方不顾整体利益，盲目发展税高利大的加

工工业，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致使经济效益下

降，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战的原则，今后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

题：

第一、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注重经济效

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光辉成就，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大力推

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家希望把经济

建设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这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但是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可能又是一

回事。我们的财力和物力是有限的，不能承受过

高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我们的发展速度已经不

低了。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去追求更高的速度，

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很

多了。我们要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

则，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对发展国民经

济作用最大、效益最高的建设项目上去，并在规

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建成投产，取得预期效益，

以便积蓄更大的力量进行新的项目的建设。要

有计划地建设一批，投产一批，再建一批，做到

早建成、早投产、早受益。这样，有利于投资效益

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也

不会使经济建设速度放慢 ，而且还会更快一些。

第二、深化改革，逐步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建立起有利于在经济建设方面集中力量打歼灭

战的体制和机制。现行的经济体制，固定资产投

资主体呈多元化状态，这有利于调动地方和企

业的积极性，但也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和分散主

义，造成盲目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必须通过

深化改革，既保护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又能把

这种积极性纳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轨道。首先，通过改革财政体制和分配机制，在

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

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

政收入的比重，使国家能够掌握较多的财力，用

于保证重点建设。实践经验表明，没有必要的集

中，就不能形成一定的优势。采取适当的政策措

施，集中必要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是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条，集中力量打

歼灭战只能是一句空话。其次，理顺利益分配机

制，促进各方面联合起来搞投资，并使之按照国

家计划的要求来进行，以便集中力量办大事。在

现行体制下，项目建在哪里，哪里在流转税收、

劳动就业方面就能得到很大利益；企业归谁所

有，产品和利润就归谁支配。在这种利益机制的

驱动下，各地区各部门便采取各种手段争上项

目。因此，要通过改革做到不论项目建在哪里，

投资各方在税收、利润、产品以至劳动就业等各

个方面，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益，能够鼓励联合投

资搞建设，获得好的规模效益。再次，要改革投

资管理体制，除了合理划分各级的投资批准权

限外，更要加强行业管理。国家要根据经济发展

和市场需求情况，定期公布各行各业和各类产

品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稳定、限制、淘汰的信息，

公布各类企业的最佳规模要求，并采取有效手

段，运用财政、信贷、税收、价格等杠杆，有效地

引导和保证投资的 合理流向。计划、财政、金融

部门要对建设项目的资金落实情况进行严格审

查，防止弄虚作假和相互钓鱼。资金不落实的不

能盲目开工，以免建建停停、旷日持久，长期不

能建成投产。

第三、加强全局观念教育，提高各级领导顾

全大局的自觉性。在经济建设上坚持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的原则，主要靠正确的经济工作指导

思想和配套的政策措施。目前，各地区、各部门

都负有一定的经济建设职责，党和国家的经济

政策主要靠他们贯彻执行，他们的认识水平和

实际执行状况如何关系重大。因此，必须充分发

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教

育，提高各级领导同志的全局观念，在经济建设

中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处理各种关系和

矛盾时能够自觉地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

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同时，各级领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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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经济建设重大决策上，要努力做到科学化、

民主化，使大家的思想真正统一起来，取得共同

认识。

财政论坛
要从根本上 解决

屡查屡犯 问题

宋功昕

1 985 年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了六次全国范

围内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实践证明，大检

查的威慑作用是相当大的，任何经济检查方式

都无法同大检查相比。在国家财政收入大量流

失的情况下，大检查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

财政困难、稳定经济的一个渠道和手段；同时，

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对

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制止腐败现象起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然而，从历年大检查情况看，屡查

屡犯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大面积违纪的状况

没有根本改观。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屡查屡犯问

题，笔者认为，必须以战略的眼光把眼前与长

远、治标与治本、查处违纪问题与整顿社会风气

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把违法违纪检查工作放到

两个文明建设的全局之中，寻求综合治理对策。

首先，要抓住治理之“本”。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政

治素质，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这是解

决屡查屡犯问题的重要途径。思想支配行动，如

果只治标不治本，偏重查处，忽视教育，就会形

成屡查屡犯，屡犯屡查的恶性循环。我们的思想

教育工作不能局限于一般化的说教，而应当采

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联系实际，对症下药，通

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事例，加强四项基本原

则教育和法制教育等，以促进人们各种陈旧观

念和错误思想的转变，真正把自己的思想和行

为纳入法制的轨道。

其次，要加强法制建设，堵住违纪漏洞。

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许多方面的财经

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不严密，使一些人

有空子可钻。解决这个问题，从宏观上讲，国家

要进一步完善财经政策法规，堵塞漏洞，以防止

和减少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从当前来讲，一是

要理顺财经法规。针对目前财经法规不完善、不

配套的情况，有必要对现行的财经法规进行一

次全面清理。通过清理，对规定本身不够明确、

具体的，要修改充实；对某些规定不一致、不配

套，甚至相互矛盾的，要加以调整，力求达到配

套、协调、完 备；对规定不够严谨、定性不够准

确、定量不够具体的，要通过修订，力求达到明

确具体，规范可行；对有些财经法规老化，财经

法规尚未制定而出现的“空档”，要尽量加快立

法的步伐，及时填补。二是要改进分配政策。改

革分配政策关键要把握好综合平衡。由于改革

中情况变化万千，有些分配政策（如创收政策、

倾斜政策、扩权让利政策等）存在的弱点、缺点

和弊端已经逐步暴露出来。因此，必须抓住治理

整顿的机遇，总结分析，权衡利弊，区别情况，加

以改进。对于利弊并存的政策，要采取兴利除弊

的改进措施；对于弊大利小的政策，要缩小它的

适用范围；对于个别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和违法

乱纪腐败现象滋生的规定，要采取果断措施，坚

决取消。三是要把杜绝屡查屡犯工作纳入法制

轨道。毋庸讳言，近几年来，某些屡查屡犯、屡禁

不止的违纪行为，已成为 一种社会顽症，也是查

处中的一大难题。这里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深

究起来，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这些违纪行为没有

严肃地依法处理。如果对屡查屡犯者以及为其

说情护短充当保护伞的人，按照有关法纪一一

作严肃处理，谁还敢在法律面前为所欲为？总

之，要通过不断地完善财经政策法规，尽量减少

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纰漏，以保证改革沿着

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再次，要把好监督检查的“关”。

针对当前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有令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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