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谈
认识要提高  管理要加强

——从“傻子瓜子”的经营者缺斤短两说开去

济 宽

1984年 2 月，《 财政》 月刊 登载 了 吴征原同志的

一篇通讯——“‘傻子’逃 税追 查记”。说的是安徽 芫

湖市“傻 子瓜 子”的经营者 年广 久 父子 利用外销证

明、以 多报少、套 用合同、涂改 发票、私印发票以 及

开白发票 等 手段，进行了大 量 的偷 税 漏税活 动。当

时，有的报纸也作了类似的报导。

这个消息披露后，人们对这个闻名全国的个体经

营者，就 有沸沸扬扬的 议 论，年氏父子很有一段不舒服

的日子。1984年 4 月，中共安 徽省委 书记 黄 璜 给 年

广久写 了一封公开信，一方面热 情肯定他对社会的贡

献，表示 支持他个人经营“傻子瓜子”，一方面也指 出

他的缺点错误，希望他 遵纪 守法，做老实人。年广久

表示心悦诚服，决心 改正错误。于是“傻子 瓜子”公 司

就应运而生了。生意越 作 越 大 了，年氏父子的名 气也

更大 了。

那末，以 后的情况 又是怎样呢？生意兴隆，财源

茂盛，是不 待言 的了。但他自食其言，又干出坑害消

费者的劣迹。1985年 3 月14日，《 文 汇 报》 有一则消

息说，颇有名 气的“傻子 瓜 子”经营者，在不久前的

有奖销售中，以 次 充好，缺 斤短两，损害了顾客的利

益。据 了解，他们这批袋装的瓜子严重短斤缺两，标

明一斤一袋的瓜子只有九 点四 至九点六 两，半斤装的

只 有四 点七 两，还有一两半的小 包装，实际份量只有

一两三钱。他们还在大 片瓜子中充塞中、小 片瓜子，却

仍以 大片瓜子的价格二 元一 斤 出售，非法牟取暴利。

他们承认1984年10月至 今 年 1 月20日，在上海销售瓜

子47万斤，短斤缺两达2.2万 多斤。但以 次 充好，又捞

取多少 “便宜”呢？没有说。如果 这 个报导是真实的

话 ，人们一定会说，仅在上海一地销售 了47万 斤，就

搞了那 么多的名堂，他们在别的地方 的 销售活 动能循

规蹈矩 吗？象“傻子瓜子”公 司 这 样一个私营企业，

动辄 几十万，上百万元的 销售额，为什么还在几钱几

钱的份量上打消费者的算盘，真有点 不 理 解，这一发

问，值得深思。其 实，说 破 了，还是 贪婪 之心在作

怪。“行为心迹”，不老 实的根子就在此。
1983年偷税漏税，损害国 家利益。1984年和1985

年初 又以 次 充好，缺 斤 少两，捞 了群众的 “外财”。

仅就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这两 年连 续发生的这些有

据可查的劣迹来说，已够典 型的了。也有好的典型，

北京有一家经营小磨 香 油的个体户，不 但做到瓶装份

量足，而且 发现 油不香还管换，很 快 赢得了消费者的

信任。只要他坚持做下去，他的 日 子一定会过得挺舒

服的，因为他心底好，路子 对。又如湖北荆门市有一

个专业户，1978年办起 豆 腐店，1979年开馆子，兼营

9 个铺位的旅店。六年来他严 格遵守国家税收 法令。

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坚持文明经商，积极纳税，从开

业到1984年 8 月底，营业额 5 万 多元，上 交国家税

收 1，200多元，连续 六 年做到 按 期纳税，从无拖 欠。

象这样的个体经营者，在 当 今，不是一户 两 户 ， 而 是

举不胜举。

事物是复杂的，也是相互 联 系 的。真善美和假恶

丑，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我们要促 进事物的发展变

化，就要用辩证的观 点去做转化工 作，批评假恶丑，

发扬真善美。如果年广 久父子履行自 己的诺言，当老

实人，办老实事，维护 “傻子瓜子”的 信 誉，上边提

到的那些问题就 不会发生。如果 国 家的管理部门，采取

经济的、行政的、法律 的 手段，强化管理工作，有可

能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 况，即使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也是比 较容易解 决的。上 海财税部门和有关主管

部门，正 是由于加强 了管 理工作， “傻子瓜子” 的经

营者发生的问题 才能 及 时查 清，并进行 了妥善处理。

这种作法，值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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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管理方法，来源 于 正确的思想认识。要实

现四 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 主义，根本的出路

在于进行改革，把经 济搞活，对此，必须坚定不移。
但是，越要搞活经济，越 要加强管理，这也是通过实

践总结 出的一条好经验。搞活 和管理 是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要搞活经济，必须 加强 管理，否 则，就会搞乱

经济；要加 强管理，必 须讲究 管理艺术，不能管死，

使活 跃起来的经济又萎缩下去。过去 这方面的教训是

深刻的，应当记取。搞活经 济 是目的，加强管理是手

段，管住管好的客观标准，是把经济真正搞活，使 蓬

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越 来越好。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 会主义，撇开其它方面

不讲，单就经济而论，主体还是社 会主义。虽然我们

实行国家、集体、个人 一起上的 方针 政策，但要始终

注意和保持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的主体，即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 制的经 济力量。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作为

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 济的补充，也是发展我国社会生

产力所必需的，这也是从我国的 实际 出发而采取的一

项正确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实践证明，这

个政策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随 着我国经济的迅速

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的主体必将越来越壮大，越来越

充实，包括个体经济的各 种 经济形式也必将相应地向

前发展，限制和排斥它们的发展是不应 该的，但也不

允许它们带来的消极 因 素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经济的

主体。我们必须始终保 持清 醒的头脑，经常自觉地引

导它们朝 着我国经济 的社会主义 性质和方向转化，真

正起到助 手 和补充的作用。

要把个体经济纳入 健 康 发展的轨道，仍然要靠正

确的政策和 管理 制度。对个体经营者，既 不能乱加干

预，又不能放 任不管。个体 经营者首先要自觉执行党

和国家的政策方针， 服从 国 家 有 关部门的管理，管

理部门要 经 常 调 查 研究，针对实际情况，采取 有效

措施，进一步活跃城乡经济。比如 ，对遵纪 守法的个

体户，要给予支持和鼓励，对 违反政策法令的，要给

予 批评和 制裁，严 重 的要绳之以 法。只 有这样，才能

充分发挥多种经 济形式和经营方 式的辅 助 和 补 充作

用，当好 社会主义 经济主体的助 手，才能把我国的经

济真正搞活。有人认 为，如果说重奖能激励 人们发扬

进取精神的话 ，重 罚 则会给 那些 不老实的人留下深深

的印 记：使他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再捞 “外财”，能

够起到 “紧箍咒”的作用，同 时，对老实人也是一种

慰籍。这话 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妨试试看。

大家谈

谈谈搞活企业要解决的

几种思想认识问题

林昌绪成都市财政 局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 改 革的 决定》 明确提

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

节。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国家陆续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为企业从外部提供条件。然而增强企业活力的问题，
是一项牵动经济全局的系统工程，是需要下很大功夫

的。目前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对于如何搞活企业

的问题，已探索出许多新的路子，总结出不少好的经

验。我认为，搞活企业还有一个重要的，也是必须首

先解决的问题，就是端正思想认识问 题。据了解，当

前有这样几种思想认识问题亟待解决：

一曰：企业要搞活，关键在国家。于是眼睛向外，

等待着继续让利放权。当然，国家采取放宽 政策，为

搞活企业提供外部条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

把这种外部条件看成是企业搞活的唯一条件，则是片

面的，而且是有害的。这不仅会助长企业对国 家的依

赖性，同时也会使企业忽视自身的潜力，不能发挥自

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样的政策，在有些企业已显示

出相当大的威力，而在有些企业却见不到多少成效。

关键就在于后者把搞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国家身上，

想让国家“包”他们活起来。这种思想，实质上还是

长期的吃 “大锅饭”的习惯势力和固有观念在作祟。

二曰：企业要搞活，国 家不要干预。主张除了按

规定完成上交国家的税利外，一切由企业自主，国家

应当撒手不管。应当承认，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

济实体，对其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国家应当维护和尊

重；同时，国家通过税收和其它形式从企业集中一部

分钱来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四化建设，这也是企业应

尽的义务。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搞活企业不单是

个微观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

宏观问题。因此，国家在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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