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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一词 ，现 在的 使用 频率 是比 较高的。

本来，对上级指 示照抄 照转，生搬硬 套地执行，既 不

符合我们党历 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 思 想路 线，也于实

际工作无 益。过去， 我们 推行 工作搞 一律化，一刀

切，吃了不少苦 头。因此，允许根据具体情况，适当 变

通，不仅现在必需，将来也必要。但是，对于“变通”，

应从其内涵、外延和 方法上明确一些基本的界限。一

是 “变通”的 内涵问题。“变通”一词， 源 出自《 周

易 · 系辞下》 ： “易 穷则 变， 变则通，通则久 ·”谓

事物到行不通时，就要考虑 变更 新办法。这就是说，

“变通”是有 条件的 ，只 有 当 某项具体规 定明显地与

实际不符， 不 “变通” 就行不通时才能允许“变通”，

但 “变通”的结 果， 必须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符

合国家利益和人民长 远利益 的需要。达不 到 这 个 要

求，“ 变通” 之法就不可取。决不能把 “变通” 当作

可以 任意曲 解政策的 “ 挡箭 牌”，看成是为我所用的

实用主 义的 “魔方”。二是 “变通”的外延问题。目

前宏观经 济管理正 在由直接控 制向间接 控制转换，直

接控制手段相对减少 了，但间 接 控制手段和体系有待

建立和健全，因此，必须对“变通”的范围加以 控 制 和

监督，必须十分强调政策、法规、纪 律的 权威性、严

肃性和约束力，凡是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与巩 固发

展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的政策性 规定，都必

须严格执行。凡是乱 “变通”， 随意变 更 国 家 指 令

性计划，乱 上项目、随意扩 大建设 规 模，乱 提工 资级

别、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变相涨价和 乱 收 费等，

都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必须严 加制止。三是 “变

通”的方法问题。凡 属需要 “变通”的问题，一般应

事先请示 本项规 定的制订和 发布机关并得到同意，不

应先 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请示 了没有答复，责在

上级，没有 请示自行 其是，其责在自 己。提 出 需 要

“变通”的问题，应 当摆出有 说服力理由，并进行决

策方案比较，分析其 利弊得失，以 便上级 机关决 策参

考。管理的科学化要 靠规 范化、制度 化、程 序 化 保

证 ， “变通” 亦不能例外。

用上述观点来 分析研究 现 实经 济生活 乃至社会生

活中的部分 “ 变通 ”现 象， 就不 难发现，有些 “变

通”显然与 本意相去甚远，说 得痛快一点，某些 “变

通”是离了谱、 走了调、 出 了格的。比如 说，中央规

定只许在经济业务 交往中，按 “小 额 、 必需、合理、

适度” 原则开 支一部分接待费用 ，有的地 方便发展到

行政 事业单位吃请拿送，名 之曰 “变通”：不设宴席

吃 “便餐”，不喝白酒 喝啤酒 ，不送礼品 试 “样品”，
以 至吃喝之风禁 而不止。再 比 如，允许工 业销售费用

进入成本，试行销售费用 包干，有 的 人便 发展到没有

“回扣”不谈生意，没有礼品 不签 合同 ，并且礼品 也

升 了格，由 过去 送公 文 包发展到送金戒指之类，这笔

钱哪里开销？统统 “ 变通” 为成本了。还比如，中央

一再强调压 缩基建上的过热空 气， 但中 央压 了，一些

地 方压不下来，预 算内压 了，预 算外却冒 了，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有的同志总认 为中 央是就 全国而言，我这

里情况特殊，于是就 “你压我不压”。很 明显，这种

离开原 则 的随意 “变通” ， 带来的弊端是不少的。它

使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难于贯彻 到底，使宏观控制计

划 无法执行，使国 家 利益 和群 众利益 被中 间环 节挤

占。同时， 它助 长了不正 之 风，导致以 “ 变通” 之名，

行谋私之 实。

这种乱 “变通”现象的 出现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一是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的影响。在 有的人看来，只

要我 “活”了，什么政策的严 肃性 、法规的权威性、步

调的一致性都可 以 不顾。对上级政策和规 定，或断章

取 义为我所 用，或掐 头去尾随意曲 解，或随意 “变通”

乱打折扣，有的甚 至发 展到我行我素，想怎么干就怎

么干。二是本位主义和扩 大的 个人主义的影响。有的地

方和单位不是想方设 法从内部挖掘 潜力，而是向国家

伸手，一味在减税让利上打主意，追 逐局部利益。有的

单位的领导同志只 求任 期内日子好 过，不惜采取一些

非正 当手段，去迎合少数 人吊 得很 高的消费味口。三是

互相攀比 的影响。近年来，一 些地 区和单位在基本建

设生活 消费等方 面 盲目攀比，追 求高速 度、高消费，

这也是造成乱 “ 变通”的原因之一。

应当明确对 “ 变通”的 总 的 要求 是，既要允许

“变通”，以 利增 强经 济发展的 内在活 力，又不能随

意“变通”以 防止宏观 失控和损害国家利益。从这几年

的实 践看，中央先后出台的搞活经济的政策措施，是

放得比较宽的。绝 不能 再无原则地到处搞“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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