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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 汽 车 定 点 修 理 管 理  
节 减 费 用 支 出

江苏省徐州市财政局行财科

为了加强行政事业单位汽车修 理管理，节省修理

费用支出，以及防止和纠正汽车修理中的不正之风，

从1989年起，我们对市属行政事 业单位汽车实施了定

点修理管理，取得了显著成绩。1990年，经我 们审核

送定点厂修理的汽车为1 457辆（次），其中两保以上

汽车148辆，共开支修理费用104.52万元，平均 每 车开

支7062.16元，比上年下降60% 以 上，较单位申报修理

费用削减50%左右。
随着经济和事业的发展，行政 事 业单位的汽车数

量逐年增加。据调查，1989年底，徐州市属行政事业

单位汽车已达683辆，每年递增幅度较大的维修费用支

出，既令有关单位不堪承负，也日益成为 财政部门甩

不脱的沉重包袱。1988年我市平均 每 部车的年修理费

用已达2 936元，为1986年的1.68倍。1989上半年申请

大修一部车最低则需1.2万元（以 较低价计算），有的

竟达 6 万元。究其原因，除受物价上涨等客观因素的

影响外，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主观因素合力 造成的结

果：1.修理厂服务观念淡化，单纯追求经 济效益。一是

乱收费。根据测算一般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 20—50 %；
二是修车质量差，停厂车日长.2.回扣或者赠送纪念品

现象严重。近 年来，汽车修理行业中不良风气较为突

出，搞回扣、 赠送纪念品成风，很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某委汽车修 理材料费用中列支了茶具 一 套115元，

地毯800多元、人造革 360多元，但均未用在修车上。

3.单位对车辆的保养管理不善。没有建立必要的技术

档案。平时只顾使用而不注意小修保养，造成车辆失

修，不仅一次性修 理费用增大，而且缩短了车辆使用

寿命。

我们在调查剖析的基 础上，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

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市属行政事 业单 位汽车实施定点

修理管理。

（一）确定定点修理范围，收费标 准实行优惠.
我们规定，凡需修理的行政 事 业单位汽车都必须到财

政部门指定的汽车修理厂修理。所需 汽车配件、机油

和附属设施也要到财政部门指定的厂、店凭 “购置材

料优惠卡”购买和制作。只有因受本市技术条件限制

经批准外出修理的汽车，在保修期内的新购汽车，以

及在外地途中发生故障的汽车方可在外地修理。同时

还规定，对按规定进定点厂修理的修 车材料管理费用

及工时费，厂方在国家规定收费标准范围内 分别给予

优惠 5 %。这不仅平抑了全市汽车修理价格，并提高

了修理厂的知名度，附近省、市、县的 车辆及 非定点单

位车辆到定点厂修理次数日益增多。

（二）成立汽车修理鉴定小组，严把修车关。为

更有效地提高修车质量，定点伊始，我们便会同交通

局、物价局等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了汽车修理技术审查

鉴定小组，定期对市属行政事业单位申报修理的汽车

进行现场技术审查鉴定，确定修理项目和内容，并签

发《 修车通知单》。在审查过 程中，坚持“宜修则修，

宜配则配，不符合条件 拒绝受理”的原则，力求修车

项目定得快而准。既保证了车辆的修理质量，也缩短

了停厂车日。

（三）促进汽车修 理厂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修车

质量。我们经常深入各修理厂及车间，根据《 汽车维

修保养工艺规范》 有 关 规 定，实 地 考察修理是否到

位，要求厂方按照修车通知的内容进行修理，做到无

漏项，不拖延停厂车日；在汽车修毕出厂时，坚持厂

方与车主单位验收签字 后出厂；修理的车辆年检时要

保证合格，如不 合格，复检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

厂方负担；厂方要提供车辆的主要技术数据，协助修

车单位建立车辆技术档案。这样，一方面促使了厂方

进 一步重视修车质量，使车辆完好率较往年度有了大

幅度的提高，并积累了大量技术档案资料，为贯彻车

辆正常保养制度，实施车辆管理奠定了基础。另一方

面，促进修理厂优化了劳动力的组合，加强了技术培

训，并从配件供应、 生产， 技术三个环节入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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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有关规章制度，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

（四）建立费用审核制度，严格费用支出范围。
我们规定，在费用结算上，厂方开具修 车发票时必须

附有材料汇总单及出库单，用以备查，而且厂方不得

以任何借口和任何形式在修理费用中搞回扣或赠送纪

念品等不正之风，具体执行过程中，我们建立了严格

的费用审核制度，指定专人对修 车 所 列费用逐项审

核，发现不合规定或虚列的费用，予以剔除。如某定

点厂在修理一部上海轿车时，未按照鉴定小组签发的

修车单的内容进行修理，擅自更换了基础件、总成件，

违反《协议》规定多支出修理费用5 000多元，我们在审

核中坚决予以剔除，减少了财政支出。实施汽车定点

修理管理后，也曾有个别单位驾驶员仍继续向厂方索

要纪念品或回扣的现象，但因我们 对修理项目、经费

审查严格，在厂方的积极配合下，使这种风气基本刹

住，使汽车维修费用真正 用在修车上，堵塞了支出的

漏洞。

文教行政财务
加强管理  严格控制公费医疗费用支出

山 东省 莱西市财政局

山东省莱西市从1988年 8月 起，对公费 医疗 管

理办法进行了改革，制定了《莱西公费医疗管理暂行

规定》，实施了以 “源泉控制，系统管理”为核心的

公费医疗管理办法。实施两年多来，全市公费医疗处

方平均金额由改革前的12元，下降到 5元左右.1989

年在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增多，药品调价，治疗费用标

准提高的情况下，公费医疗费用比上年减少10万元，

下降8.2 %；人 均 支 出101元，比 上年减少15元；按

改革前的增长速度计算，一年可节省开支69.9万元.
1990年市直属单位公费医疗支出又 比 上 年 同期下降

10%。从而摆脱了多年来公费医疗费用大幅度增长的

局面。改革的具体内容是：

一、设置公费医疗专职机构。莱西市成立了以分

管市长任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公费医疗管

理委员会，统一协调、管理公费医 疗改革。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负责编制公费 医疗经费预、决算及预算执

行情况报表，定期组织公费医疗检查。

二、确定合理的经费定额。过去人均定额只有45

元，大大低于实际支出，经费定额 年年突破，丧失了

定额的严肃性。新的改革办法规定，在职人员年人均

60元，退休人员 年 人均100元，离休及二等 乙级以上

残废军人年人均140元。

三、采取了“源泉控制，系统管理”的办法。所

谓 “源泉控制”是指将公费医疗金额拨给医疗费发生

源 头——医疗单位统一控制使用。 个 人看病一 律交付

现金，回单位报销后，由单位将个人发生的 医疗费汇

总，定期到医疗单位结算，医疗单位 相应核减享受单

位的经费指标。这样医疗单位就能对各单位的公费医

疗费用给予监督和适当的控 制。所谓 “系统管理”是

把与公费医疗有关的管理部门、医 疗单位、享受单位、

享受个人四方全部置于公费医疗管理系统中。一是建

立了指标控制系统。管理部门控 制医疗单位或自管单

位的公费医疗指标，医疗单位控制享受单位的公费医

疗指标，享受单位具体控制每一名享受人员的公费医

疗指标。二是建立了经费核算系统，逐级设帐，逐级

核算。公费医疗办公室核算到医疗单 位，医疗单位核

算到享受单位，享受单位则按享受者设立明细帐，逐

个核算其医疗费用的支出和指标的超余情况。这样层

层控制，层层负责，加强了各方的责任 和义务。

四、医疗费用与各 方 利 益 挂钩。一是与个人挂

钩，按年龄组即35周岁以下、 36—50周岁、50 周岁以

上分不同比 例 与 个 人挂钩，门诊费自负比 例分别为

15% 、 10%、 5 %，住 院 费 自 负比例 分别为 9 % 、

6 %、 3 %。年终门诊费指标如有结余，分别按其节

余额的30%、20%、10%给予奖励。二是与单位挂钩。

单位如突破指标，超支部分由单位自己负担50%，如

有节余，按节余额的10% 给予奖励。三是与医疗单位

挂钩。如医疗单位超过指标，由医疗单位负担50%。
反之，结余部分全部归医疗单位，按六·四比例分别

用于建立公费医疗基金和职工集体 福利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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