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回的房租只有3，700万元（只相当于房 屋维

修费的一半左右），国家补贴了31，000万元，

占应收房租的90% 左右。平均每个居民享受61

元。当然，由于住房水平很不平衡，居住面积

低的住户享受补贴少些，住房多的户享受的补

贴就多些。
3.文教卫生费用开支。初步计算，1980

年全市文教卫生经费支出共为98，500万元（已

剔除农村经费部分）其中教育事业费（包括教

育经费和校舍折旧维修费）41，500万元，卫生

事业费（包括公费医疗费）31，000万元，文化、
体育事业费8，000万元，托儿所、幼儿园 等其

它集体福利经费18，000万元。平均每人享受193

元。
4.城市公用事业开支。1980年城市维护

（包括道路、供排水、煤气热力、供电、通讯、

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和公用设施折旧等共

为35，100万元，平均每个城市人口69元。这部

分费用，有些同每个居民的直接关系比较小，
但也都是用于城市居民的。

（北京市计委供稿）

简 讯

焦作市针织厂主动进行纳税检查

河南省焦作市针织厂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

《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八条

决定，对1980年纳税工作进行了检查。他们本

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成本列支问题上，把费

用划分清楚，把材料出库划分清楚，把工资总

额划分清楚。根据税收政策和财务规定，逐笔

逐项地进行查证落实。查出不应进成本的基建

支出、大修理费用、洗理费等 5万余元，按财

务制度作了处理，交回税款15，400多元。

（焦作市税务局）

财政史话

秋
时
期
的
理

财
家

管

仲

兆

宏

管仲（生年不

可考，死于公元前

645年）名夷吾，
字仲，颖上（今安徽

颖上县）人。他早年

贫困，曾经过商，游

历过很多地方，积累

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公元前 685年，被齐

桓公任命为相。由于

管仲的辅佐，使原来

衰弱的齐国成为“九

合诸侯，一匡天下”

的中原霸主。在我国

历史上，管仲的理财

思想，对后世起了积

极的影响和作用。
管仲在理财中，

提出了“治国必先富

民”的思想。他说：“凡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

则难治也。”①他认

为治理国家，必须先

使人民丰衣足食，人

民丰衣足食了，国家

就好治理了。如果人

民吃不饱，穿不暖，
国家是治理不好的。

他在担任齐国宰相的四十年内，采取了一系列

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民经济

生活的理财措施。
一、奖励生产 发展农业

管仲理财，首先重视发展生产。他指出：“不

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②

只有按照客观规律，适合时宜地耕种，发展生

产，国家才能富裕起来。他认识到，调动人民生

产的积极性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条件。他说：“欲

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

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③ 他打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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