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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1988年10月26日《 北京日报》，有一篇

透析南斯拉 夫政治经济局势的文章，题目是：
“字母顺序”的误区。文章说的是 这 样 一 件

事：1980年铁托逝世后留下 “集体领导”的政

治体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按 字母顺序由各

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代表轮流坐庄，任期一年。
重大问题，由六个共和国和两 个自治省在党和

国家最高领导机 构中的代表协商一致，如有一

家反对，就 无法决 定。时隔八年，南斯拉 夫不

得不吞下 “集体领导” 变为“各自为政”的苦

果。南共 十七次 和十八次中央全会都强调要进

一步改革，扩大中央的权 力，加强宏观控制，

使联邦政府变为牢固的统 一的政治实体。
读 了这篇 文章，使 我想起中国 的 一 句 古

语： “过犹不及。” 《 论语》中孔子和子贡有

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

过犹不及。”我们常说要划清界线。界线，就

是把握住各个矛盾和每个矛盾两方 面 的 特 殊

性。比如办某件事应该达到什 么程度，过 了 不

行，不及也不行。南斯拉夫由“集体领导”变

成“各自为政”就是“过犹 不 及”的 一 个例

子。领导干部终身制是不好的，但任期一年也

太短暂 了。过份集权是不好的，但分散到按字

母顺序轮流坐 庄，就过份了。要发扬民主，但

凡事协商一致，一家反对，无法决定，只要民

主，不要集中，就什 么事也难 以 办 成 了。其

实，在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工作的实践中，“过

犹不 及”的教训也是不 少的。今天仍然值得我

们警惕。
以 1958年的 “大跃进” 为例。第二个五年

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想突破 苏联的框框，
搞得更快更好一些，中央提 出 “解放思想，破

除迷信”的号召，想闯出一条新路，探索适合

我国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这个想法本来是完

全正确的，国务院发布 了改进工 业、商业和财

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也是可行的。问题是在执
行中许多方面作过了 头。1958年下半年提 出钢

产量1070万吨，翻一番，接着又发动了 农村人

民公社化运动。钢产量实际达不到，就土法炼

铁，以 “小高炉” 顶替。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

公社，新是新了，但脱离了 中国实际，创新如
果不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是不能成功的。破

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本来也是对的，但 当时

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打掉 了，有 的 还 搞什么

“无帐会 计”，这 同 解 放思想、破除迷信一

样，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
这样“过犹不及” 的事情，过去有，现 在

也有。
《 求是》杂志1988年第7 期发表的复旦 大

学副教授王沪宁《 中国改革难题的 非 经 济 思

考》一文，从非经 济 角度 提 了八个尖锐的问

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商品 经济都是有利的

吗？”。文中写道：“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是有

利于改革大趋势的。然而，超过 了 一 定 的范

围，便会过犹不及。人们主观上并没有想把商

品 经济抬到无以 复加的地步，实际 上 却 有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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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经商’的味道。经济生产领域中自然应

身体力行，但在文化事业单位、教 育 卫 生 单

位、政府机关、军队都搞商品 经济，恐怕就不

利于社会发展了。” 文中还提到其 他 一 些 问

题，如：存在一个牢不可破的旧 秩序吗？政府

功能有全面转 变的条件吗？权力下放都有利于

改革吗？政治权 力 已没有作用 了 吗？ 等 等。
“外行领导内行” 是不对的，但从王 沪宁教授

（他是搞政治学的）以 上的论述可以 看出：外

行有时能看出内行看不到、看不清或视而不 见

的问题，很值得内行人思考。
拿财政来说，由于历 史的原因，我国财政

是侧重集中统一的。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有计

划地进行建设，财力的适当集中，并没有错，

问题是统得过多过死。这是一个方面的过犹不

及。现在我们搞改革，就是改革那个统得过多

过死的体制，适当分权，以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这是对的。但是，这 并不 是 说 权力越下

放、财 力越分散越好。1954年邓小平同志兼任

财政部长的时候，在预算报告中曾传达了毛主

席 “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

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他 对着预算

大表曾经指 出：全部家当都在这上边了，很集

中，很 全面，但也很危险，国家一旦 有事，甚

至没有地皮可刮。所以，在他提出的1954年财

政工作的六 条方针中，有一条是，自 留 预 备

费，结 余不上缴。他 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打

些底子，使各地方、各部门都有一 些 机 动 财

力，从多方面增加国家的后备力量。预算外资

金相当于预算内资金的比例，五十年代不超过

10%，现在快达到100%，即是说，预算外资金

同预算内资金可以 平起平坐了，如不设 法抑制

预算外资金的增长，过几年甚至要超过预算内

资金，喧宾夺主了。这又是另一方面 的过犹不

及。
经济生活中过犹不及的事例是不少的，如

从过去不发 奖金到现 在滥发 奖金，从过去银行

不 发或很 少发基本建设贷款，到现在无制约地

大量发放基本建设贷款，从过去不承认价值规

律的调节作用，到现在把价值规律当作社会主

义经济的唯一调节者，从过去的把稳定物价理

解 为 “统一物价” 和 “冻结 物价” ，到现在的

乱涨价和双重价，等等，不一一列举。
在长时期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中国

的三句古语，常常伴随 着 我 们。听 取它的劝

诫，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工作将是有利的。这

三句话是：欲速不达，骄兵必 败，过犹不 及。

读者来信

乡镇财政人员的理财

时间应得到保证

李秀福山 东省郯城县财政局

最近，我县对乡镇财政 人 员被 乡镇政 府抽调搞

“中心”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从调查的22个

乡镇财政所 的 情 况 看，都 存 在财 政人 员被抽调搞

“中心”工作的问题。有的乡镇财政人员被抽调搞突

击性的 “中心 ”工作，有的 被 抽 调 搞 较 长期的 “中

心”工作。在被调查的85位 乡镇财 政人员中，有48人

被抽调搞“中心 ”工 作，占被调 查人数的56 % ，平均

每月搞“中心”工作20天以 上 的有18人，占被调查人

数的21%；10天以 上20天以下的23人，占 被调 查人数

的27%； 5 至10天的 7 人，占被调 查人数的 8 % 。产

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某些 乡镇领导对乡镇财政 的

作 用，以 及搞好 乡镇财政工作 的重要意 义认识 不足 ，

由于乡镇财政 人员被 抽 调搞 “中心”工 作的过

多，时间过长，使财政人员没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 力从

事本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乡镇 财政工 作的正

常开展。因此，这一问题应引起 乡镇领导 和财政部门

的重视，及时纠正 解决 ，以 保证 乡镇 财政人员的理 财

时间，使之集中精力搞好本 职工作，从而 保证 乡镇财

政工作的正 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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