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专管纵横谈

财税专管员

知识更新迫在眉睫

裴 本 善

最近，陈云 同志在听取电子工 业部关于我国集成

电路和电子 计算机 工业的情况时强调： “电子计算机

和其他技术的发展，要求 我国 财经 干 部 必 须更新知
识”。并指 出：“我国财经 干部面临着知识更新的任

务，现在大 多数的财经 干部还没有看到这个任务的紧

迫性。” 陈云 同志的讲话，在我们财税专管员中间，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对我们这些即将退休的 “老

税 务”，触动更大。
原先，在我们 思想上，自以 为干了三十来年的税

务专管 工作，整天“拳不 离手，曲 不 离 口”， 无论

“查、管、征”，还是“支、帮、促”，都还能应付

过去。近些年，除 了按部就班地进行日常的稽征管理

工 作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 对青年同志进行传、帮、

带，做好 交接 班工作，至于自身的知识更新，则很 少

去想。学习 了陈云 同志的指示，使 我们认识到，没有

看到自身知识 更新的 任 务， 没有意识到这个任 务的紧

迫性，就是 满足 于现状，思想老化的一种反映。
对我们老的 专管员来说，知识 老化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什么 地方呢？

首先，从知识结构来看。象我们这些新中国的第

一代财税专管 员，由于历史的 原因，有一个共同的弱

点，那 就是在文化基础上存在“先 天不足”的问题。
在我们中间，除少数大专 学生外，多数是 工 农和店 员

出身。在党的 培养教育下，边工作，边补习 文化课，.
一部分同志还上了夜 大学，文化和专业知识水平都有

很 大的提高。但是，总的 来说，基础 理论和专业理论

都不够扎实。在 知 识结构上，语文和会计稍有基础，

数、理、化和外语就 差劲 了。由于我们长期以 来学具

体实务多，学系 统理论少，因此，对 经济、财政、税

收、 会计方面的问题，往往 知 其然，而 不知其 所 以

然。例如，我们的会计知识，主要 是在多年来的查帐

实践中学来的，有的 还是 “查帐里 手”。可 是，由于

缺乏 系统知 识，又 无做帐经验，所以.在企业财 务整

顿过程中，要 帮助 企业 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成本管理

制度和成本核算规程，就 感 到“本 钱”不 足 了。再

如，由于我们的数学 基础比较差.在推动企业财务部

门应用线性 规 划提 高经济效益以 及进行量本利分析等

方面，也 感到力不从心。至于电子计算机在企业管理

——包括财务成本 管理 上的应 用，就 更 是 一 筹 莫展

了。由此 可 见，我们熟悉的东西，远远不能适应当前

四 化建设的需要 了， 而 我们 不太熟悉或根本不懂的东

西，客观上正 在逼着我们去学习。我们应该看到自己

正 面 临着知 识 更新的迫切任 务。

其次，从工作要求来看。随着党的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政策的贯彻以 及 利改 税 步伐的加快，许多新情

况需要我们去调查、反映；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

究、处理。例如. 对外 经济往来发展以 后，在审核引

进项目的贷款时，由于我们在可行性 研 究方面知 识 贫

乏，工作中就感到 吃力了；在审核补偿贸易、来料加

工收益的税收征管和 留利时，由于外文 基础差，许多

合同就看不懂。又如. 在促进 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工

作中，我们 习惯于就财务成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找差

距，而对目前企业比较 普遍应用的价值工程分析以 及

目标 成本、目标 利润管理等，也常常感到似懂非懂，

更谈不上给以 辅导和帮助 了。再如，我们习惯于根据

规定“把 关守 口”，而对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些财务

制度规定和税政法令，与 经济变化后的新形势不相适

应的情况，则调查研究很 少。这就 要求我们努力学习

党的各项 经济、财政政策，认真调查研究，提出相应

的改革建议。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应当跳

出“旧 框框”，从有 利于 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

角度，来考虑企业财务和税收 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第三，从形势发展来看。到本世纪末，国家的经

济建设将有更大的发展，财政 为国家 提供建设资金的

任务将 越来越重，企业将有更大的自主权。形势的发

展，对财政的监督作用和 税收的杠杆作用必将有更高

的要求。过不 多久，现在的青年同志都应是财税战线

的主力军。而这些青年专管 员，现在要靠我们这些老

专管员来“引路”。如 果我们自己不 自 觉地 更 新知
识，还是 用 “老 章法”、“老把式”进行传帮带，那

就很难出得了“高徒”！

陈云同志 关于财经 干部知 识要更新的指示， 及时

地给我们指明 了努力的方向。不仅 我们 自己要学习，

要 帮 助青年专管员提高对知 识 更新紧迫性的认识， 扩

大知识 面，以 便 胜任在新的 形势下面临的繁重任务。
这也是历 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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