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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给多少是多少”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
存。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一般享受供给制，而旧有人员包
括工人、店员、技术人员、教师、
职员等，则享受工资制。当时，全
国的工资等级没有统一体系，并行
的工资标准多达数百种。

195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包干费标准和
有关事项的规定》，将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工资，包干费级别，进行
重新调整，并以“工资分”的形式
计算。工资分由伙食分、服装分、
津贴分几部分构成，按29个等级重
新评定标准。这就是很多老干部说
的最早挣的“工分”。

当时有不少干部长期习惯于供
给制生活方式，迟迟不愿选择工资
制，对革命队伍里管吃管穿的供给
方式有一种极强的安全感，生怕实
行了工资制，将来组织上不管自己
了。有的老干部开玩笑说：“上级
给多少是多少，多数人心里想的只
有工作。”

毛泽东也要交房租

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
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
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
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

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
幕。

1955年8月31日，周恩来签发
《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
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
命令》，将现有的一部分工作人员
所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
制待遇。这次改行工资制待遇后，
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
均由个人负担。

同时，这次改行工资制待遇
后，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
公家家具、水电，一律缴租、纳
费。当时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
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
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
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
日用开销 33 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

到 1968 年，日用开销才涨至 92 . 96
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毛泽东
(404 . 8 元)和江青(243 元)工资的总
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
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
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

行政分成三十级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
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把干部分为 30 个行政级；企业工人
分为 8 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
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
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
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
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

政 8 级；高教 8 级相当于行政 17 级
等。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
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
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
正部级3级～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
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级～8级，
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
副部长，定 6 级；正局级 8 级～ 10
级；副局级 9 级～ 12 级等等。最高
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
21∶1。

这次评级，担任重要职务的党
外人士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甚
至被高评。正部级均在 3 、 4 级上
下，副部级可评到 5 级。广大党外
人士对共产党的胸怀普遍赞赏，并
欣然领受。一些曾是民族实业家的
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
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当时
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
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
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 1100 元，却甘
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 336 元。实
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
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
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
人却选择了行政级。这除了当时
“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
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
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
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
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
政 10 级， 209 . 9 元，而他同时可
以评文艺 2 级，可拿约 280 元，赵
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
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
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这个
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
100元～200元者，少拿1%。一位党员
老教授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据《五十年代的工资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向记
者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
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
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根据特
首办的数据，四年来，曾荫权外访
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
元(港元，下同)，其中机票费用为54

万元，另有44.7万元为其他支出。

40次外出仅8次赴国外

这份精确到元的外访开支单，
显示了曾荫权这四年来外访的一些
颇有意思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反映出曾荫权的一些外访特
点。首先，从外访次数来看，曾荫
权的外出活动频率似乎与宏观经济

形势紧密相关。在2008年，他外访
16次，但在金融海啸之后的2009
年，出行次数骤降至只有11次；到
了2010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
曾荫权外访次数微升至12次。

不过曾荫权的外出活动看来都
是“直奔主题”，平均在每个地方

停留时间不超过三天——— 特别是去
年，有三次外访活动均是当天就往
返香港，其中包括去年10月20日，
赴上海主持世博会香港活动周的闭
幕仪式。

在过去四年的40次外访中，曾
荫权仅有一次远赴美国。在2008年6
月13日，他在前往美国休假期间，
顺道为香港驻旧金山经济贸易办事
处主办的大型宣传活动担任主礼嘉

宾。而特首办的备注显示，这次活
动的机票钱是曾荫权自己掏腰包
的，这或许与其赴美期间正值个人
休假有关。

从特首办的备注来看，曾荫权
在32次内地的活动中，大部分活动
的住宿费用均由主办单位负责，特

区政府仅支付机票及部分“其他费
用”。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
会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时，仅
花费420元。

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

相对于内地，香港可谓富庶之
地。但作为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
一的香港，一直以来还以其政府的

廉洁与高效而闻名。香港的廉洁和
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
在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在制订的过
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
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如此
往复。一般性的公众咨询会提前3～
4个月，于前一年年底全面展开。

在香港，财政预算的审批由立
法会进行，对特区政府构成制约。1
月份，香港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政府
申办2023年亚洲运动会的60亿元拨
款申请，出席的55位议员，14位投
赞成票，40位投反对票，否决了香
港特区政府申办亚运拨款的动议。
在审批通过之后，特区政府的预算
将由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通常
会每年两次披露其审计结果，包括
香港特区政府各个部门的费用开支
情况，以及是否合理等。这些报告
会悉数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供所
有市民阅读。过往每次审计报告出
台，均会吸引大量的传媒报道。

(据《现代快报》)

建国之初的工资改革

▲解放初期颁布的《湖南省政府薪
资标准暂行标准草案》。

档案馆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解放
初期长沙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册。

（资料图）

曾荫权40次访问花费不足百万

当年很羡慕李白，不用上
班，不用种地，也不用开店做
生意，一把剑一壶酒，天马行
空无拘无束，想去哪儿就去哪
儿，丝毫不考虑存款买房按揭
还贷父母养老孩子上学那摊烂
事儿，满眼都是琴棋书画诗酒
花，真是神仙日子。羡慕的同
时我也奇怪，李白啥都不干，
哪来的钱呢？

读的书多了才知道，李白
趁了个好爸爸。有哥们儿已经
考证出来，李白他爹李客是个
大老板。李白还趁了个好媳
妇。李白 27 岁那年入赘到许
圉师家里，这许圉师是前朝宰
相，李白到他家做倒插门孙女
婿，好处自然是大大的。

李白自己也能挣钱，他给
文人写过序，也给商人写过
碑，还到做官的朋友那里打过
秋风，这些都是来钱的渠道。
您知道唐朝文盲太多，文化人
属于稀缺物种，像李白那么有
名气的文化人更是稀缺物种，
他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人来
一篇序文或者墓志铭，那报酬
之高肯定惊人。比李白晚一个
时代的诗人韩愈给某将军写过

一篇很短的马屁文章《平淮西
碑》，曾经换来 500 匹绢的巨
额稿酬，折成铜钱约 1 0 万
文，折成人民币约 20 万元，
李白的名气比韩愈还大，稿酬
标准自然更高。

另外李白还拿过国家奖
励，就是唐玄宗召见他那回，
召见完了“赐金还山”。皇帝
“赐金”，肯定不“赐”三块
五块的，出手就是百八十万。

坦白讲，唐朝的房价也高
过，不过李白活着的时候并不
怎么高。我见过唐玄宗时期朝
廷拍卖国有房产的碑文拓片：
一座拥有房屋 39 间、占地 2 . 9

亩的大别墅，拍卖成交价只有
138 贯。138 贯就是 13 . 8 万文，
这个时候东都洛阳斗米(约 10

斤)10 文，1 文铜钱的购买力相
当于人民币两块钱，13 . 8 万文
还不到 28 万元。花二三十万就
能在首都买套大别墅，放到今
天您想都别想。照这种房价水
平，李白买房应该不成问题吧？
我觉得李白要是始终没有买房
的话，应该不是因为买不起，而
是因为不想买或者花钱太散
漫，没有留下买房的钱。

花钱散漫是李白自己说
的，他说自己去扬州玩一年，
“散金三十万”。 (齐鲁)

李白真的

买不起房吗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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