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活事业的关键是扩大单位自主权。由于市场是千变

万化的，要想使事业单位在市场中得到生存、发展，就

必须减少对事业单位的行政束缚，给事业单位相应的

自主权。应允许事业单位在国家总的方针、政策指导

下，自主安排各项事业发展；允许事业单位在统一的财

务制度规定范围内，自主安排各项经费的使用。在给予

事业单位自主权的同时，加大单位的经济责任，给予单

位相应的经济利益，实现责、权、利相结合，搞活事业，

促进事业发展。

第三，建立健全经济监督体系，保证各项事业健康

发展。事业单位有了业务、经济自主权，怎样保证其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执行，自觉遵守各

项财务会计制度，确实是个现实问题。当然，选好法人

代表，实施思想教育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

经济监督体系，实施法制管理。对合法经营服务者予以

保护，对违背国家法令规章者予以严厉处罚。监督可分

三个层次，一是单位自我监督，由单位经济监督检查部

门实施；二是社会监督，由公众和注册会计师实施；三

是政府监督，由财政、审计等部门实施。由此形成单位

自我监督，财政、审计监督与社会经济监督相结合的经

济监督体系，促使事业单位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

规，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财务管理

加大行政费改革力度

  控制会议费过快增长

黑龙江省财政厅文行处

控制会议费历来是行政经费管理中的一大难题。

1989年至 1991 年的 3 年间，黑龙江省省本级会议费年

均支出 453 万元，年均递增 14.5% ，高出同期全省财政

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增幅 6 至 7 个百分点。这不仅增加

了财政支出负担，加大了资金供需矛盾，而且也给转变

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带来一定影响。从 1992

年起，我省财政厅针对“三多”（即人多、车多、会多）经

费居高不下的实际，把促进精简会议作为解决“三多”

的突破口，建议省委、省政府在省级实施会议费改革，

收到了明显效果。1992 年，会议次数比上年同期减少

35% ，会议人数减少 31% ，经费下降 13.9%。今年前 4

个月，会议费支出仍然保持了较低的增长幅度。

一、实行领导控会责任制。为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把省级几年居高不下的会议费控制住，我们在深入实

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几次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协

商，联合制定了《省委、省政府领导控会责任制》，在省

五大班子和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局开始实施。《责

任制》规定，省委、省政府常务副书记、副省长负责领导

并主管省委、省政府及直属单位的精简会议工作，凡以

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必须由省委、省政府常

务副书记、副省长一支笔审批，并在会议规模、规格、会

期、经费等方面予以把关。省委、省政府秘书长向常务

副书记、副省长负责，两个办公厅负责做好本级及直属

单位的精简会议工作，审核百人以内会议，报常务副书

记或副省长审批。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主管政务工作的

副主任向秘书长负责，审核省委、省政府及直属单位的

会议计划，提出拟办意见，报秘书长或常务副书记、副

省长审批，同时，负责组织办公厅、财政厅、审计局等有

关部门对精简会议工作实施检查。省委、省政府各直属

单位领导为本单位精简会议负责人，向省政府负责，严

格审核上报省委、省政府的会议请示并签署意见，按规

定程序申报，并责成办公室每年年底向省委、省政府书

面报告本单位全年精简会议情况。

实践证明，改革会议调控方式，形成了上下共同控

会的新格局，有效地控制了各类会议及经费的过快增

长。1992 年，省委、省政府及直属单位共召开会议 132

次，参加会议人数 25 199 人次，会议费支出 449.7 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会议次数下降 35% ，人数下降

31% ，经费减少 13.9% ，实现了年初确定的会议次数、

人数比上年各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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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会议分类管理。为改革过去会议难砍，人

数难减，经费难控的状况，我们根据各单位职能，按会

议内容的重要程度，将省委、省政府每年要开的会议划

分类别，区别对待，统筹考虑。对属于关系到全省经济

和社会发展全局的综合性会议，确定有 12 个，如计划、

财政、工业、农业工作会议等，只限每年召开一次，并规

定只开到地市和省直厅局；需要扩大到县的，报省长或

常务副省长审批，会期一般不得超过 3 天，人员不超

200 人。对属于系统性的工作会议，确定为 25 个，如人

事、公安、物价、文化工作会议，控制在 2-3 年开一次，

只开到地市主管部门，会期 3 天，人员控制在 50.名以

内。对属于分配落实计划、项目、物资和资金的业务会

议，确定为 21 个，如物资、税务、统计等工作会议，只开

到地市一级主管部门和省直有关单位，会期 2天，人员

不准过百人。对确需召开而内容相近的会议一律合并。

实行分类管理和会议次数、时间及人员“三定”之后，不

但压缩了会议，节减了经费，而且减轻了参会人员的负

担，促进了机关作风的转变。

三、实行会议费包干管理。1992年，我们确定了会

议费管理的基本原则，即量入为出、量钱办会、超支不

补、节余留用。年初会议费预算指标，按既定会议次数

一次下达包死，并规定会议包干经费是各单位本年度

会议专项经费，不得串项和挪用。会议费包干指标年初

由财政厅下达后，由办公厅根据会议审批规定，提出分

配计划，按程序报批。各单位会议包干经费按批准召开

会议预算核拨，超过部分一律不予追加。分配给各单位

的会议经费，节余留用，并可按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的奖

励基金用于公益事业。

四、实行严格审批制度。在严格会议审批把关上，

我们强调，凡是 50 人以上的工作会议、80 人以上的业

务会议以及请基层领导参加的会议，均需报请省委、省

政府批准后方可召开；会议审批坚决按“一支笔”、“一

个漏斗”的程序办理。对不按规定程序办理或没有会议

包干经费预算以及超标准的会议，既不批准，也不安排

经费；不准将会议费转嫁给基层，未经批准的会议，地

市县有权拒绝承办，并要直接向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反

映。省财政对凡未列入会议费预算的单位，其开会问题

一概不予受理，完全归口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办理；对

确属非常情况而需开会的，与两个办公厅协商后给予

适当照顾。这样做，既缓解了矛盾，又有利于少花钱多

办事。

五、实行会议监督管理。我们密切配合省委、省政

府办公厅及审计、监督、纪检等部门，对会议召开和经

费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

见，并每月向有关方面领导通报一次控会情况。对大型

会议，我们与有关部门共同派人进行全过程的检查监

督，有违反规定的，拒付经费。同时建议审计部门把会

议费开支列为审计监督重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审计，

并及时通报审计情况；纪检、监察部门把控制会议和压

缩会议费开支作为端正党风、严肃纪律的重要任务之

一，定期检查，发现违纪问题，严肃处理。目前，我省控

制会议费支出已经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对我们进

一步做好压缩会议费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六、实行综合配套服务。会议费包给省委、省政府

办公厅后，省财政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从更高的层次

上加强管理，提供服务。一是年初确定会议费支出基数

时，我们主动向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征求意见，听取全

年会议计划安排情况，对安排中确有实际困难的，考虑

省级财政承受能力，给予适当照顾；预算执行中遇有特

殊情况，我们也主动予以配合，以减轻省委、省政府两

个办公厅控制会议费的工作压力。二是强化日常管理，

经常到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调查研究，发挥财政部门信

息灵通的特点，介绍一些外省控会的好经验，帮助他们

改进办会方法，促进提高办会质量。三是落实定点开会

制度，支持办会单位把省政府招待所作为定点开会场

所，既方便了会议，又节省了资金。四是促进事权与财

权衔接统一。去年实行会议费改革办法后，为尽快实现

事权与财权的衔接与统一，我们多次到“两办”帮助整

章建制，完善财务制度，辅导财会人员，顺利完成了财

权的交接过渡，进一步增强了用钱单位的责任感，有效

地提高了会议费的使用效果。

简讯·书讯·文摘奇趣的国外新年礼物

送煤炭：在英国的苏格兰，人们习惯用煤作为新年

的礼物，送到亲朋好友家中，以 祝贺他们在新的一年里

日子过得红火。

送石 头：希腊克里特岛居民，新年带给亲朋好友的

礼物是一块大石 头。意思是说：“愿您家有一块象石头

一样重的金子”。

送鸡尾：东非岛国马达加斯加人在新年这天，夫妇

要向双方的父母赠送鸡尾，表示 尊敬；并向同辈赠送鸡

腿，表示友好和关心。

送小 猪：匈 牙利人新年忌赠送会“飞”的物品，一般

都是赠送小 猪和扫烟囱工人的瓷像，以 表示祝福。

送毛巾：日 本人给 亲友拜年时，习惯赠送一条 写有

自 己名字的毛巾，以 给 对方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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