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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部门预算贯穿“节约”理念 方震海本刊记者

2006年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公

用经费和经常性业务费一律以 2005年

为基数压缩 5%；

严格控制公 务用车的购 置，对

于公 务用车预算的编制严格执行 “满

编不得新增、超编不得更新、延长使用

年限” 的规 定；

暂停一年安排新增笔记本电脑、

高档数码相机、摄像机等高档办公 用

品的购 置经费，压缩不必要的出国经

费，从严控制会议 费、接待费和课题费；

实行项目支出预算的控制制度，

即2006年各单位编制的项目 支出预算

上报数控制在上年预算的 1 05% 以内，

不得突破；

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 范围，除

集中采购目 录外，限额标准以上的货

物、工程、服务也全部纳入政府采购 范

围，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杭州市为打造“节约型政府”连出

狠招，将“节约型政府”理念全面贯穿

到 2006年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

杭州市部门预算编制工作起步于

2001年，经历试点、扩大试点和全面

推广运行，实现了一年一大步，一年一

突破，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全市实际

的制度规范和操作程序。2005年，全

市 101 个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部门预

算已全部提交市人代会审阅，进一步

增强了部门预算的刚性约束，为部门

预算执行的依法管理奠定了基础。
日前，杭州市又提出切实树立节

约观念，推动节约型政府建设。为此，

杭州市财政局确定的2006年部门预算

编制工作的总原则是：综合预算，统筹

安排；量力而行，厉行节约；有保有压，

保证重点；公开透明，细化编制。
市财政局局长陈锦梅认为，在预

算安排上要全面体现财政的公共性要

求。财政支出范围必须依照政府职能

的范围适时调整，减少“越位”性支出，

加大对社会主义新农村、 就业与社会

保障、科技与文教卫、环保与生态、公

检法司、城市基础建设等社会公共领

域的资金投入，确保重点支出项目的

资金需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为充分运用财税手段促进资源的

节约和有效利用，继续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的思想，2006年的部门预算将

积极贯彻落实“三个三”的工作措施，

预算审核安排时，优化调整存量资金

结构，合理安排新增资金，具体落实

“三控、三压、三保”：一是控制三个过

快增长，即控制支出规模过快增长、控

制行政经费过快增长、 控制一般性项

目支出过快增长；二是压缩三项经费，

即压缩会议经费、压缩接待经费、压缩

高能源消耗性项目经费；三是确保三

类支出需要，即确保完成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项目和经常性、 阶段性项目

资金的需要，确保“三农”、社会保障、

科教文卫、 生态环保等重点事业发展

的需要，确保引导扶持第三产业，尤其

是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陈锦梅局长提出，根据杭州市的

实际情况，可以在四个方面推动节约

型政府建设：

一是推进政务活动的节约。重点是

完善公用经费定额科学化、标准化，调

整经常性业务费定额，确定办公设备配

置标准；提倡节水、节电、节能等节约

活动；大力推进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

切实解决购车养车经费年年居高不下的

局面；积极推进政府部门后勤管理社会

化改革，减少财政支出；进一步完善政

府采购制度，逐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
二是通过改革减少财政供养人员。

积极推行财政供养人员定额管理，加

快事业单位社会化改革改组改制，推

行政府职能范围内的社会事业单位的

政府雇员制和非政府职能范围内的社

会事业的企业化运作，解决财政供养

人员范围过宽、过多问题，改进财政资

金投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进一步推进财政支出管理改

革。继续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由国

库直接支付给商品或者劳务的提供者，

防止财政资金的不必要沉淀，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强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的管

理，统一建账、核算，统一登记、管理，

保证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做到节约使

用、合理使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四是加强绩效考核。对于财政预

算安排的项目，要从立项、执行、完成

全过程按相关绩效考核指标进行评审

和监督，实现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情况

与政府部门提供的管理服务挂钩，与

工作成效挂钩。同时建立相应的约束

和激励机制，调动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节约财政资金。

另外，陈锦梅局长还提出，要运用

适当的财税政策，规范、引导和调节企

业的经济行为，推进节约型企业建设，

促使企业更加注重资源、能源的使用

效率和节约合理使用。一是利用财税

政策扶持、鼓励企业提高资源、能源综

合利用率，节约土地、电力、水、原材

料等，同时对高耗能、高耗水、高用地

大户进行价格累进制征税收费。二是

对于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的企业

适当减免税收，进行财政贴息。三是运

用资源税、消费税等税收杠杆作用促

进企业改善经营，抑制资源和能源需

求过度增长。四是财政要安排资金扶

持引导环保产业、节约型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新技术等的开发、 生产和推广

应用。五是支持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教

育和培训，支持节约资源和能源的管

理监督体系建设，研究建立和完善资

源开发与生态补偿机制。在遵循间接

引导与直接激励相结合、鼓励性政策

与限制性政策相结合、 全方位促进与

多环节引导相结合的原则下，促进节

能投资、引导节能消费、调整节能产品

进出口以及鼓励节能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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