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源，从而缓解财政资金的困难。

（四）认真搞好综合平衡。这是加强预算外资金

管理的重要环节。1987年，全国的预算外资金收入，

都已经相当于或超过了预算内资金收入 的80% 以上。

因此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不能只考虑到预算内资

金的收支情况，而忽视预算外资金的收支 情 况。即使

是一个主管部门，一个单位也应当把预算内外资金和

银行贷款等统一考虑，综合分析平衡。以 此正确引导

预算外资金的流量、 流向，从而把预算外资金的宏观

管理要求和微观使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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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修 炎

宋朝和明朝的理 学家，一般都 崇 尚 “慎独”，故

有 “少从朱熹学，以 存诚慎 独为主”之谓。“慎”，就

是谨慎；“独”，即是独处。所谓“慎 独”，就是在

独处无 人 注 意 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 不 苟。在今

天，就是强调发扬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 清正廉明的作

风。

我们知 道，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 配 的，是内心 活

动的外露。人的思想和观念，总是要通过言 行反映出

来，不管人掩饰与否。因此，衡量一个人的好 坏，主

要是看他的行为。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 实 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因外部环境的影 响，出 现思想和行

为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一个私心 严 重 的人，

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 两件好 事，而 在 他人不知之

时的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因此，衡量一个人好 坏的主

要标志，还是要看他在独处无人时的表现。古人曰：
“莫 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 独也”。

东汉 时 期 的 东莱太守杨震，很好地 做 到 了 “慎

独”。一天晚上，昌 邑 令 王 密谒 见 杨震，以 重金相

贿，并以 “暮夜无知 者”作为掩饰。在这 种无第三者

知 道的情况下，一般的人是很 容易被重金所 迷 惑的，

但杨 震 却 说：“天 知 、神知、 子知、我 知 。 何谓无

知？” 当即退还礼物，使王密深愧不已。敬 爱的 刘 少

奇同志一贯崇尚 “慎独”精神，并能以 此 严格 要求自

己，受到 全国人民的尊敬。雷锋同志不图 个 人名利，

甘做革命的 “傻子”，为祖国的建设 事 业贡献 了 自 己

的青春。我们财政战线上的许多干部，不为金 钱所诱

惑，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所有这些，都 发扬了“慎独”

精神。

大江奔流，必有沉 渣浮起。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下，也有少数国家工作人员，甚至某些领 导 干部，有

的利 用工作的便利，有的利 用手中的 权 利，有的则利

用杜会各种关 系网络，背地里置国家、集 体 和人民的

利益于不顾，私心 膨胀，贪赃 枉法。所有这些，都与

“慎独”精神格 格 不入。

了解“慎独”精 神 的 实 质，对 我 们有什 么启示

呢？首先，必须自觉地做到 “慎独”。最 近，中 共中

央总书记赵紫阳同志在广 东视察 时，发表了关 于 “经

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重要 谈 话，他 强调指

出 “要整饬 吏治，保持吏治清廉”。这里 包含 了 在新

形势下 发扬“慎独”精神的新要 求。因此，在全 面改

革，开放搞活的今天，我们要能经受 住 来自各方 面的

考验，“勿以 善 小 而 不为， 勿以 恶小而 为之”。同

时， 更要不为金钱所诱，不为权势所 屈，真正 做到刚

直不阿，清正廉明；其次，要增强辩别真假 是非的能

力，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对于那些违 背“慎 独”精

神的人，对于我们周围的某些腐败现 象，既要 不被其

漂亮外壳所迷惑，随波逐流，又要 坚决 地进 行抵制、

教育和揭露， 为促进党风、民风和社会风 气的好转作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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