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建立基金，合理使用。为规范支出行为，克服

使用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充分发挥国有土地有偿使

用收入的使用效 果，应建立基金制度，即每年征收的上

述收 入，除按 2% 比例提取征收业务费外，其余部分分

别按 70% 、20% 、10%的比例建立城市维护建设基金、

土地复垦基金 和地方预算调节基金，专项使用，不得挪

作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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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会议泛滥成灾，致使会议费呈直线上升趋

势，已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所提供的最大负荷。究其原

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

现实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会议组织不力，缺乏科学管理。会前由于对什么

会 该 开，什么会不该开，会议内容、规模、地点安排不

妥，资料印刷到位不及时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会议秩序

混乱，小会成 大会，短会变长会，不仅会议效果差，而且

增加 了会议费 支出。

2.监督 不严，管理松弛，违纪与会伴生。由于人们

对会议认识不高，总把会议当成“唐僧肉”，人人都想尝

一口。于是，有的利用开会巧立名目，滥发津贴、纪念

品，甚至有的趁开会之便为单位、个人购置物品、开假

发票、出伪证据等，手段各异，使开会成了一些单位或

个人捞一把的良机。

3.制度不全，相互攀比，会议有增无减。国家或地

方没有对会议费支出给予确切的限制，这就给贪利者

可乘之机。即使作了些规定，可有些单位或个人仍我行

我素，把有关规定当成一纸空文。致使会议越开越勤，

越开越火，经费超了又超。

4.管理不规范，转嫁会议费负担普遍。一些主管部

门由于频繁召开会议，使得会议经费提襟见肘，无奈只

好将会议费转嫁到下级，或者“轮流坐庄”开会，以求其

所谓“平衡”。造成会议费一片“红”。

根据上述问题，笔者认为：

1
.
从根本上看，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只有把各类型

会议支出从法律上给予明确规定，对会议组织单位或

会议参加者经费支出给予限制，对违反规定及超支的，

要追究会议组织者责任，并视其情节分别给予罚款、降

职或撤职等处分。以增强用钱的责任感和风险性。

2.完善归口包干，加强自我控制。根据各部门的职

能，结合历年会议费支出基数，细致分析，认真研究，对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年会议费给予定量限制，定项使

用。年初预算时一次性包给各部门，分线管理，定期定

项拨款，计划使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奖惩分明。切

实维护会议费包干严肃性，使之自觉节支理财，减少浪

费。

3.健全制度，单独审计，一是收紧会议审批权力，

坚决按一支笔，一个“漏斗”程序办理。并实行会议次

数、时间及人员“三定”，不得任意升格。做到先批后开，

摒弃先斩后奏恶习。二是严格执行会议补助标准和收

费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三是会议期间严禁开支

照像、录相、游览、加餐宴请、购置设备等费用。此外，还

要加强专项审计，首先会后进行内审，然后由审计、财

政部门联审，新闻舆论部门也要开辟“会议”宣传专辑，

针对会议开支问题公开曝光，形成一个齐抓共管的监

督网络，以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4.科学分类，重点向“间接会议”倾斜。对会议性质

和内容进行研究和分类，建立会议新秩序。改单一会为

综合会，改直接会议为间接会议，诸如“广播会、电话

会、电视会”等，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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