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儿所开办费摊派、地方文娱活动费摊派、街

道文明费摊派、其他办公费摊派等等，有的还

巧立名目向企业收费 或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以上种种摊派有 几 个 特 点，一是摊派面

大，在调查的企业中都有不同 数 字 的 摊 派开

支，越是小企业相对的负担越重，街道企业重

于市属企业，集体企业重于全民企业。二是摊

派单位，要 么是被摊派单位的上级，要 么是关

系户，都是对企业能卡得住的单位。三是摊派

往往助长懒、贪、馋等不正之风，往往摊派单

位并不因有了摊派就减缩 人 员 编 制和经费开

支，相反却把摊派的钱不少用于吃喝和发放奖

品方面。
近几年来，一再强调禁止摊派，为什么摊

派之风刹不住呢？其原因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一是“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还未完全改变。
企业主管部门习 惯于家长式的管理，对企业自

主权尊重不够，往往随意向所属企业平调和摊

派；企业的经营成果同职工的收入没有直接挂

钩，职工感 觉不到摊派是摊在自 己头上，又怕

得罪顶头上司和关系户，因而抵制无力。二是

禁止摊派的措施不力。被摊派的企业往往把摊

派列入生产费用，财税部门在查征所得税时予

以剔除。但这只能保证 应上交国家的收入不受

影响，而不能避免企业受害。对摊派者目前还

没有制裁的有效措施。三是企业抵制摊派往往

会受到打击报复。有的企业不接受摊派，其结

果是，职工孩子进不了当地小学者有之，运货汽

车不准驶到商店门口者也有之。向有关部门反

映，也得不到解决。四是有些人对摊派抱温情

态度，主张对所谓合理的摊派给予支持。
眼下在推行利改税和企业内部承包责任制

中，企业和职工强 烈 要求禁止对企业的各种摊

派。摊派之风不止，势必影响经济责任制的推

行。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利 改税中加速改 革“大锅饭”的经

济体制，进一步推行和完善企业内部的经济责

任制，使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的盈利水平挂

起钩来，以便全体职工起来抵制各种形式的摊

派，使摊派在企业中无立足之地。

二、对摊派者应制订有效的惩罚措施，包

括责令其退赔、作出检查，情节恶劣的，给以罚

款和纪律处分等。只有这样，才能禁止摊 派。
三、禁止摊派不能留尾 巴。如果把摊派分

为合理或不合理，这极易引起对摊派性质的错

误认识，导致摊派的合法 化，不 利 于 禁止摊

派。今后地方的一些开支，有关方面应 予以妥

善解决，不要再用摊 派 的 办 法。地方公益捐

献，不得强加给企业，如须捐 助的，应由企业职

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由企业自有资金中列支。

财政论坛
填平补齐小议

贾复文

这里所说的“填平补齐”，是指企业因生

产中的某些部位、环节，不协调，不配套，影

响了正常生产，或达不到预定的生产能力，为

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均衡生产，提 高 生 产 能

力，所进行的必要的革新、改造或添置。搞填

平补齐项目，可以挖掘企业现有设备能力的潜

力，用较少的投资，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

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它是一项增产增收，对国

家、对企业、对职工都有利的好的措施。
但是，搞填平补齐项目能不能取得好的效

果，还要看在具体工作中是不是真正地从现实

的“不平”、“不齐”出发，该填的填，该补

的补，坚持平衡原则，不节外生枝，始终把实

现均衡生产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是这样，而是

借填平补齐之名，行扩大基本建设之实，只顾

上项目，不管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平衡，那 么，

就会“按下葫芦瓢起来”，总是填不完的空，
补不完的缺，老是处于被动的局面。有一个企

业，本来只需要增加一台四吨的锅炉，就能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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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因此，在采用经济

办法的同时，还必须用思想教育以及必要的行

政办法相配合。行政办法，主要是依靠行政组

织，运用行政命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发挥

纪律、法制等方面的作用，制约人们的行为，

达到预期的目的。行政办法与经济办法殊途同

归，相辅相成，都是不可缺少的。实践证明，

用行政办法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有利于节约

资金，效果是好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讲这种办

法不符合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要求。

有的同志主张，在 专 项 控 制商品的管理

上，凡与民争购的商品应该控制，不与民争购

的商品应该通过国家计划从生产环节控制，比

如小汽车，按国家计划生产出来了，就不应再

控制购买了。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今后应该

注意通过计划生产去指导消费。但有一个问题，
从生产到消费，中间还有交换和分配两个环节。
产品生产出来了，归谁消费还有个分配问题。
“控购”工作是属于分配环节。如果自由购买，
有一个消费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如果由计划部

门或物资部门承担分配职能，那还要解决资金

的分配问题。同时，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和生

产、消费相互制约的原理，从消费环节制约生

产，第一，它不仅制约国家的计划部分，还制约

市场调节部分；不仅制约国内贸易，还制约对外

贸易。第二，可以使生产部门增强生产的目的性

和计划性，也有利于走向国际市场。第三，可

以促进生产部门改善经营管 理，提 高 产品质

量，降低消耗。

平供气不足的缺口，可他们却上了一个十吨的

锅炉；十吨的锅炉上去了，出现 了 大 马 拉小

车，造成能源的浪费，必须再投资填平其他设

备不平衡的缺口；其他设备上去了，厂房又过

于狭窄了，还必须再投资扩建 厂 房。这 样 下

去，水多加面，面多加水，何时才能实现均衡

生产？怎么 能够提高投资效益？
我们有些企业的负责同志有一种不正确的

认识，以为年年上项目，年年增加生产能力，
就能使生产步步发展，经济效益节节提高。所

以他们总是干着一个，抓着两个，盼着三个，
把增产 增收的希望寄托在搞新建、搞扩建上。
其实，事情绝非那 么简单，先不讲外部条件，
就拿企业内部来说，也有一个相互衔接，综合

平衡的问题。没有长远规划，不作全盘考虑，
今天上一个项目，明天上一个项目，厂房扩大

了，设备增加了，但形不成生产能力，需 要填

平补齐的缺口一大堆。再者，企业领导的精力

大部分用在上项目、搞填平补齐，哪里还有时

间抓改善经营管理，结果忙来 忙去收效甚微，
有时还会得不偿失。例如山东某糖厂，原设计

能力是日处理甜菜200吨，投资400多万元。投

产后只生产了一个糖期，就说是生产不平衡，
只要 “略加”改造，就可以日处理甜菜300吨，

于是投资80万元。改造项目还没有完工，又提

出利用糖蜜上柠檬酸的项目，年产柠 檬 酸400

吨，需要投资180万元。柠檬酸的项目刚上去，
1982年又提出再改造一下上啤 酒，还 要 投 资

400万元。改来改去，这个厂投 产 以来，不但

免税后的利润162万元一分 钱 也没上交国家，
还欠下了 一大笔专项贷款。真可 谓连年投资无

效益，职工劳累没甜头，严重挫伤了职工群众

的积极性。
还有的企业在进行填平补齐项目时，对市

场情况不作认真的考察、分析，不 搞 经 济 预

测，“坐井观天”，以为只要是紧俏商品就可以

上，而且“胃口”很大，投资越多越好，不管

工期长短。等到项目上去了，产品 生 产 出 来

了，市场却发生了变化，紧俏商品变成了滞销

商品。
总之，搞挖潜改造、填平补齐项目，是好

事，但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要做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盲目上项目，不讲综合平

衡；多要投资，不讲经济效益；抢热门，不用

战略眼光搞预测；其结果事与愿违，对国家、

对企业、对职工都不利。对于这样的“填平补

齐”，有关部门不但不应支持，还 要 加 以 限

制，使其不搞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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