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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村级“零招待”
易仁俊

督；其次是审计部门处罚不力，区、乡

农经管理部门对村级的审计大多流于形

式，难以从严审计。

根据现在农村形势的发展变化，应

该重新审视村级“零招待”，深入基层开

展调查研究，重新完善既定的政策规定，

让群众能接受，让村干部好执行，让相

关部门好监督。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调整现行招待费管理政策。对

于招待费应该区别管理，明确列支范

围，对一些不可避免的、有规律性的招

待费应该本着尊重客观实际原则，加强

管理，制定标准，在一定范围内准许其

适度存在。

（二）科学分类，从属性上界定公款

招待的范围。根据现在农村形势的发展

以及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不宜搞“一刀

切”取消所有的村级招待。应该将村级

招待费用科学划分，区别对待。对于日

常工作和接待、上级部门下村指导工作、

村与村之间的联谊沟通、村干部自行安

排吃喝等事宜，一律不得公款招待，实

行“零招待”；因上项目、争取资金、兴

办公益事业等活动确需开支的招待费

用，可以在村级集体资金中列支，但必

须从严从紧掌握，实行限额控制。同时，

在管理费用中设置二级科目——“经营

费用”，将上项目、争取资金、兴办公益

事业中发生的招待费用列入“经营费用”

科目中核算。

（三）合理限额，从总量上控制公款

招待的标准。允许村干部在上项目、争

取资金、兴办公益的活动中使用“经营

费用”，并不等于默许村干部以此为借口

大肆浪费集体资金，应该对这类费用实

行限额，从严控制。控制数可与村集体

经济收入挂钩，按一定方法规定支出限

额。村级“经营费用”年度限额标准，可

根据各村人口规模和上年度村集体经济

收入核定基数，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按

人口核定基数，二是根据上年度村集体

经济收入在核定的基数上适当上浮。由

于村级“经营费用”的资金来源主要是

村集体收入，所以必须实行以收定支，

支不得大于收，村集体无收入的一律不

得列支“经营费用”。各村具体数额应该

一年一定，并报农村财务代理中心等部

门备案。确因推进村内重点项目需要增

加“经营费用”的，各村可根据本村工作

的重点、难点，由各村党支部、村委会以

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研究同意后，凭

“经营费用申请追加审批单”追加适当限

额并纳入当年“经营费用”总额。 

（四）严格程序，从环节上规范公款

招待的运作。一是编制预算。上年末当

年初，各村应根据本村实际，提出上项

目、争取资金、兴办公益需要的“经营费

用”开支标准，经村“两委会”、村民代

表讨论通过。二是必须履行民主审核和

财务公开，接受村民监督。三是统一核

算。在农村财务代理中心进行会计核算

时，凡村级上项目、争取资金、兴办公

益活动中必须发生的招待费用都要进入

“经营费用”账户，统一核算，确保招待

费开支的全面、真实。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东城试验区财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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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到20世纪90

年代，实力不断增强，农村财务管理却

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富裕

后，公款吃喝之风逐渐流行起来。为解

决这一问题，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关

于加强村级招待费管理的相关规定，制

定招待费限额。早在2004年，湖北省就

直接取消了招待费，规定实行“零招待”。

但是，一些村干部又想出了“隐性招待”，

会计凭证的真实性大打折扣，给会计管

理、审计等工作带来很大难度。据湖北

省宜昌市夷陵区东城试验区财政分局对

辖区内的村（场、社区）和村属企业进

行财务审计和清产核资发现，所属的村

（场、社区）都存在大量报销招待费的问

题。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招待费到底应

该怎么管理才最恰当？

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主要问题

如下：一是直接报销招待费。个别村在

乡镇农村财务代理中心的默许下，公然

直接报销招待费。二是假账报销招待费。

许多村不是在控制招待费上下功夫，而

是在账务上做手脚，巧立名目，虚增、虚

列一些工程项目、办公费用等，将招待

费用通过虚假工程项目报销，将烟酒、

礼品以及慰问金等在假办公费或其他费

用中支出。三是坐支报销招待费。一些

村私设小金库，采取收入不入账的方式，

直接把一些土地发包收入、机动的粮食

直补款等隐藏起来，作为招待费资金来

源，在有招待费发生时直接支付招待费。

四是监督处罚无关痛痒。首先是各村的

民主理财小组名存实亡，不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监督不到位，或根本就没有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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