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来信 “办案（专项）经费” 增长过快  必须引起重视

编辑同志：

近几年来，在 “一手抓 经济，一手抓 法 制”的方

针指导下，各级 政府和财政部门，为解决有关 司法部

门、监督部门办案工 作后 顾之 忧，先 后 实 行 “办案

（专项）经费”单列，采用 “实报 实 销”的办法。但

在施行过程中，出现 了“办 案（专项）经 费”增长过

快的现象。江苏省射 阳县 有 一 个部 门1990年 “办案

（专项）经费”实际 支出是1989年支出数的206.7%。
这一方面是近年来（ 1）各 项 费 用定 额 不断 调高；

（2）党和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实 行综合治理整顿、

反对腐败等各项措施落实，各种案件 聚增。另一 方面

还要看到一些非自然增长因素。从我们调查 审计的有

关部门 “办案（专项）经费”在使 用中违反有关规定

的情况看，一是乱发补贴，有一个单位 除正 常报支出

差补贴外，还巧立名目，采用每月每 人多报支20天出

差补贴的方法，补贴基层办案人 员50元；二 是擅自提

高补贴标准，出差补贴 规定县内2.50元/天，县外4.00
元/天，可有的单位借口 出 差多用 钱，县 内就按4.00
元/天，县外就更多；三 是 将 “行政 经费”放 在“办

案（专项）经费”中夹支，有些办 案机关 将超支的行

政经费放在 “办案（专项）经 费”中央 报；四 是虚报

冒领，私设“小金库”，将 “办 案（专项）经 费”放

在帐外乱 支滥用，有的办案部门虚报支 出，将资金放

在科室，用于所谓“不好开支费用”。出 现这些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办案机关（人员）财经 纪律观念

淡薄，认 为自己工作辛苦多花点钱，没什 么，同时与

检查、监督工作不力也有关系，有 的地 方的 财政部门

认为“办案（专项）经费”反正实报 实 销，核不核一

样，放松 了对这项经 费 的检查。

因此，我们建 议必须 重 视 对 “办 案（专 项）经

费”的审查管理工作。首先，要 制定 有关规章、制度，

使‘办案（专项）经 费’使 用、管 理有 章 可 循。其

次 ，加强宣传教育，使 办案机 关（人 员）确立 艰苦奋

斗，勤俭 节约，少花钱多办事（案），过 几 年紧日子

的思想。第三，经常对办 案经 费审核、监督，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第四 ，对哪些 违反 财 经纪 律，屡 查屡

犯，除经济上不能让其占便宜 外，情节严 重的，建议

有关部门给予必要的党政纪处分。

（陈振福  潘安艳  严 东亚）

简讯·书讯

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工具书

—《财经大辞典》介绍

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陈如龙任编 委会主任，

何盛明任主编，刘西乾、沈云任副主编的工具书 《财

经大辞典》 ，今年初已正式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当人们查阅这部500万字的 大 辞 典 时，会发现它

具有的三个鲜明特色：一是 “专而全”。从读者对象

来看，本辞典主要是面向财经部门工作者和财经院校

广大师生的专业工具书，但从学科的领域来看，它基

本适应了现代科学理论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特征，

知识容量大，它 包括：经 济 理 论，计划、劳动、工

资，财政、税收，金 融，价格，基 本 建设及投资经

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贸易经济，统计，会计。
审计，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经济法律，世界经济与

外国经济学说，中国 经 济 思想史，经济史等17个分

编。凡财经领域有检索价值的名词、术语、人物、学

说都有涉及。二是 “博而精”。本辞典在 注意了财经

领域各学科齐全的同时，主要突出 计划经济、财政、

金融、会计、审计、投资经济等具有综合性质或应用

性较强的学科。这是《 财经大辞典》 与其他大型经济

辞典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对重点学科，在

收词上强调了要有一定的广度，无 论古今中外，凡能

收集的基本名词术语，尽量收录；对其它学科，则精

选常用的、基本的词目。三是 “严而新”。本辞典在

坚持严谨收词释文的原则下，注意在内 容和形式上体

现新颖性，吸收了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新的知识。
此外，本辞典在编辑定稿时，正值党中央对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又作出了深刻的

总结和阐述，从而使本辞典的编纂有了更加明确的准

绳，科学地阐述了财经科学的有关内容，释义更加准

确，也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这三个特点在《财经大

辞典》 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为读者掌握科学的概念

和比较系统的知识提供了诸多方便，是广大读者学习

和掌握财经科学和专业知识的良师益友。

（陈洪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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