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 来越 高。如果 这个问题得 不 到尽 快

解决，必 将 影响 工商行 政管理 服务 经

济社会发 展职 能作用的有效 发挥。

建立基于财政保障的
“以支定收”部门预算机制

（一）实行财权与事权相 匹 配的“以

支定收”。财权与事权相 匹 配，就是要

求财权提供的 经费保障必 须 适应 事权

履 行 职 能的要 求，也 就 是说做到“要

办 事，先 有钱”与“要 花 钱，先 有 事”

的和 谐 统一和 相 互 匹 配。工商部门 进

入“零收 费”市场监管 时代 后，一切 经

费均来自于部门 预算管理 下 的财政性

资金，随 着职 能 任务的 不 断 增 加 ，强

调财权提供的 经费保障必 须 适应 事权

履行 职 能的要求，从而 有效 解决 预算

编 制 方 法 落后、经 费总量 不 足、结 构

不 合 理 等 现 实问 题。这 就要求将“ 以

支 定 收 ，收 支匹 配”作为“两 费”停征

后 经费保障工作的总原 则。

（二）建 立健 全 适 应 履 行 职 能 需

要的预算管理 机制。一是 进一步健全

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两级经 费保障机

制 ，逐步提高工商部 门 的 经 费保障水

平。中央 财政应 继 续加大政府转 移支

付力度，制 定“两 费”停征后 中央 财政

弥 补省级财政转 移经费和 对工商部门

基层 建设补 助 经 费的 年度增长计 划，

同 时 对 中西 部 地 区、少数 民 族 地 区、

不 发 达 地 区的 办 案 装备 、信息化建设

等 专项 经费缺口 给予专项 补助。省级

财政应 建立正常保障工商部门 经 费的

供给机制 和 增长机制。对编 制内的人

员经 费，应 严格执行 国 家和省 统一政

策规定，并随 工资福利 的增 长 不 断增

加预算支出；对 开展市场监 管 和行 政

执法所需正常公用 经 费，建议按部 门

资产和 实 物 存量制 定科 学、合理 的 支

出标 准，并按照 高于一般行 政机关的

标 准核 定 ；对依照 职 能 确 定的执法办

案、信 息化建设和基 础 设 施等 方 面 的

专项 投入，建议作 为经 常性专项 业务

费项 目 纳 入省级财政项 目库，按年 保

障。同时，提高工商部门 预算中的基本

支出 定 员 定 额 标 准和 项 目支出占总支

出的 比 率，使项 目支出与基 本 支 出的

比 率达 到 1 ∶ 1 以 上。此外，认真解决

工商部 门 遗留的 历 史 包袱问题。进一

步解决工商部 门尚 未全 部解决 的市场

建设遗留债务问题；按国 家规定政策

落实工商干部的 医 疗保险 和 离退休干

部财政供养等问题；加快事业单位整

体改 革步伐，研究 解 决 消费者协会、

个 体劳动 者协会、工商学会等单位的

经 费保障问题。二是各 级工商部门 要

以 预 算管理 为核 心，把以 人为本、全

面协调 可持 续的观念融 入到预 算管理

中，大力 推 进 科 学化、精 细 化管 理。

要完 善基 本 支出定 员定 额 管理，切实

做好按单位“三 定”职能 细 化编制项 目

预算，努力降低行 政运行 成 本，调 整

优化支出结 构，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 的

使用效 率。要 创 新执法 手段、做好发

展规划，促进工商行 政管理 机关转 变

职 能、履行 职责和 实现科学发展。

（作 者单位：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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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军副部长率团出席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部长会议

10 月16 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部长会议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率

中国代 表团出席会 议。会议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机

背景下，中亚区域经 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与

会各方一致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区域经 济合作，

共同致力于实现“好邻居、好伙伴、好前景”的长远

目标，继续开展务实、以项目为基础的合作。

（本刊通讯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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