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教行政财务
狠 抓 重 点  突 破 难 点

南漳县节减行政经费效果显著

蔡 文 才

加强和改革行政财务管理，有效地控 制行政 经费

的增长，是当前摆在各级财政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任

务。去年，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在行政财务管理上狠

抓重点，突破难点，强化财政预算手段， 采 取了 “一

压”、 “两清”、 “三控”、 “四改” 的措施 ，使全

县1987年行政费支出在人民武装部划 转、 调 整工资等

客观增支因素影响下，仍较上年下降6.8%。现 将南漳

县控制和节减行政经费的做法介绍如下：

“一压”就是压缩过热空气，节减行政费 指标。

南漳县在安排1987年行政费预算时，认真贯 彻财政部

《 关于控制行政费问题报告的通知》 精神，坚持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 ， 量力而行的原则，在保工资、保个

人福利、保正常公用经费开支的前提下， 采取过硬措

施，对行政支出狠砍了一刀，要求在1986年 预算的基

础上，重点压缩公务费、会议费、房屋 修 缮费，压缩

幅度达20% 至30%。全年共压缩行政费用支出指标为

48万多元。

“两清”是清理财务和清理干部职工借支 ，查补

漏洞，针对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加以改 进。一是清

理财务。在市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该县 财政部门

组织了41人的班子，对全县26个行政单位 1986年以来

的行政支出执行情况和各项管理制度进行了一次认真

清理，查漏洞、摆问题、找原因、订措施，先 后制定

下发了《 改进机关作风，切实减少会议文件 简报和音

像报道的规定》 和加强邮电费、 水电费、房租家具管

理费，公务费、业务费等15项支出的 管理办法。同时

各行政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都相应地 制定了 具体严

密的措施和管理办法。县财政部门还将管理办法整理

成《 南漳县双增双节文件汇编》 和《 南漳县行政事业

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汇编》 两本册子，供各单 位互相参

照学习，做到了遵章而行，令行禁止。二是清理干部

职工借支。在清理财务的同时，还对 全县行政干部借

支进行了一次清理，他们采 取 清 收结 合 ，定还款时

间，定还款金额 ，发工资时分期分批扣款的办法 ， 已

收回现款4.5万多元，占借支总额的99%。

“三控”是针对难点实行控制。首先是 控制 机构人员

编制。他们配合组织、 劳动、人事、 编制 部门对全县

行政机构人员进行了清理，建立了 《 编制管理卡片》，

作为人员增减，申报调配，安排预算，拨 付经费的凭

证。凡未经批准，超过编制的人员，编 委不 列编制，

财政不安排经费。由于加强了编制管理 ，1987年全县

行政单位增编3 4人，比 1986年减少28人 ，清理辞退计

划外临时工132人，有效地控制了行政 人 员 的 增长。

二是严格控制购买高档商品的社会集团 购买力，切实

加强检查监督。对高档专控商品，从1987年元月起，

一律停止审批，撤 除 专控商 品购 置 计划 15项，金额

23.4万元 ，对一般的购置费从严掌握，促使各部门修

旧利废 ， 调剂余缺。特别是对小汽车 从严控 制，他们

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组成整顿 “小汽车” 专班 ，对 全

县小汽车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登记。 县政 府 作出了三

条决定：（1）对少数工作特 殊的 单 位 配 车不 超过两

辆，其他单位只准配一辆或两个单位合用一 辆；（ 2）

对超编的小汽车根据情况 实行 报 废、 封 存、 调剂；

（3）全县三年内不添置小汽车 ，少数 单位 确 需 购买

的 ， 用超编的小汽车调剂。三是严格控 制非 生产性基

本建设。他们和县计委、建行、土地管理局等部门对

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摸底，报经 县委常委会讨论

决定，对原计划新建的七个基建项目，实行停建或缓

建：对有些项目投资进行了压缩，1987年 全县行政单

位共压缩非生产性基建投资83万元。同 时 ， 对房屋修

缮费也加强了监督检查，对各 单 位要 求修缮的 房屋 ，

派人到现场察看，对明修暗建的不 予审批；对确 属危

房的从实际出发，本着节省开支的原则，量 力考虑，

不增新缺口。1987年房修费支出21万元，比1986年节

减 30% 。

“四改”是推陈出新，改革完善行政经费管理办

法。一是改革会议伙食补助办法，严 格会议伙食标准

和报销范围 ， 精简会议，缩短 会期，控制会 议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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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会议费预决算制度。在就餐方式上，除大型会议

外，改包席就餐为份餐零餐，补助到人，购票就餐，

超支不补，节约归己。同时，他们还配合物价、接待

办，对招待所、宾馆、旅店的收费 进行了整顿，统一

了收费标准，制止了滥收费的现象，保证了会议费改

革办法的顺利实施。二是改革机关人员出差住宿报销

办法，实行按职级限额包干。他们根据财力，对住宿

费最高限额在省财政厅规定的标准上分别降 低 2 — 3

元，超过上限的部分，个人自理，低于下限的 节约部

分，按不同比例奖给个人。三是改进机关作风，压缩

文件简报，解决公文旅游、 录 像报 道 过多 ，浪费人

力、财力、物力的弊端。县委、县政 府决定，会议解

决了的问题不发材料，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县

直部、办、委、局要严格控制文件的印发期数和发放

范围，工作简报除县委办公室、政研室 等11个单位外，
其他单位一律不办简报。压缩 简报、情况反映21种。

四是改变过去行政经费拨付与管理相 脱 节 的现象。
1987年，他们和审计部门一起，对行政费实行按月审

计，发现违纪问题，及时纠正解决，抵减下月经费，

寓管理于日常工作之中，堵塞了管理中的漏洞，收到

了明显效果。

文教行政财务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 行政

机关 “预算包干” 办法》简介

夏智华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深化文 教行政财务

改革，从财务管理上理顺国家预算同事业单位、行政

机关的经费分配关系，促进责、权、利的结合，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水平，更好地完成各项事业

计划和工作 任 务，财 政 部于今年 5 月27日重新制订

颁发了《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行政 机关“预算包

干”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办法》 分预算

包干的范围、级次、主要方式以及经费的 核定、使用

和管理。现把该《 办法》 产生的背景和主要特点作一

简要介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教行政财 务改革首

先在改革预算管理形式上展 开。1979年，配合财政体

制改革，财政部颁发了《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行

政机关 “预算包干”试行办 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

法》 ），规定从1980年起，在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

和行政机关全面试行预算包干办法，这是文教行政财

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改革实行几年来，对改

变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模式，扭转国家统得过多、过

死的状况，调动单位和职工当家理财的积 极性，防止

年终突击花钱，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起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实践表明：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行政机

关实行预算包干办法，是贯彻增收节支精神、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搞活事业、促进各项事业发展、保证行

政工作任务完成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形式。但《 试行

办法》 在执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研究改进。一
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事业体制改革的发展，事业单

位在面向社会、面向 经 济建 设、开放搞活的新形势

下，各单位业务活动的不同特点更加明 显 地 表现出

来。在这种情况下，再用一种包干模式去套用，既不

利于加强财务管理和预算包干办法的实施，也不利于

事业本 身的 发 展。另一方面， 《 试行办法》 仍是以

“基数加发展”这一资金分配方式为基础的，由于短

时期内全面铺开，许多基础性的工 作还没跟上，缺乏

科学的定额管理，包干基 数不尽合理，因此，程度不

同地存在着 “苦乐不均”、 “包而不干、”“鞭打快

牛”等问题。随着事业单位放开搞活和行政 机关定员定

额工作的开展；随着把责、权、利三者的统一关系引

入事业行政财务管理，这些问题就显得 更加突出。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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