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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 务司

今年年初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压缩行政经费任 务下

达后，我们结合中央国家机关的实际情 况，制定了压

缩行政经费的具体方案，对1987年的行政经费进行了

合理分配，并下发了《 关于增收节支、控制行政经费

支出的通知》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的这项工作正在

深入地健康地发展。今年 1 — 5 月份，中央国家机关

的行政经费支出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44%。我 们的主

要做法是：

一、严格按编制控制人员，不拨超编人员经费。

这几年人员经费占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的比重不断

上升，已由1979年的28.7% 上升到1986年的39.4%。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超编现象比较严重，预算认可的

超编人员占国家批准编制数的7.1% ，在预算认可的超

编人员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超编人员。为了 彻底解

决超编人员挤占行政经费，促使各 部 门 清 理超编人

员，我们规定对所有超编人员一律不拨经费。这一规

定在中央国家机关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多数单 位存在

超编问题，涉及到几千人的经费来源，有的一个部就

超编一、 二百人。根据这一硬性规定，大多数单 位都

提出了解决超编问题的意见。比如航 天部、交通部、

经贸部、林业部、劳动人事部、文化部、国家民 航局、

国家旅游局、国家建材局等单位，采取不从外单 位调

人，急需人员由部内调剂解决；不调非专业人员；非

经财务部门同意调入的不 给 经 费；由 部领导 “一支

笔”审批人员调入等措施解决超编问题，减少 行 政经

费开支。
此外，对部分单位人员控制的比较好，行政编制

不满员的，我们在管理上采取相应的鼓励措施，按照

编制数核定经费预算，不扣减缺编人员的经费，鼓励

他们采取少用人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这种

做法是正确的，单位是欢迎的。

二、转变机关作风，严格控制会议费开支。中央

国家机关各部门每年召开的会议很多，会议开支大，

浪费、超支严重。开展双增双节运动以 来，中央国家

机关各部门都把压缩会议、转变作风作为控制行政经

费支出的重点之一， 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办法，使

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第一季度的会议费支出比去年 同期

下降了20%。国家建材局转变机关作风，取消了一年

一度的全国建材行业工作会，由局长带队到 基层召开

只有三、四十人参加的几个座谈会，直接与基层的同

志对话，气氛轻松自然，双方易于沟通，问 题研讨得

深入，改变了召开大会的呆板形式， 受到了基层部门

的欢迎，会议费也由原计划的12万元 减少到 5 万元。

为发扬这种好的工作作风，国家建材局党组最近 又作

出决定，今后召开任何会议都要严 格 控 制规 格、规

模，凡是能通过区域性片会解决的问题，不召开 全国

性会议；凡主管工作的同志参加就能办的事，不要牵

动部门领导；不准将会议费摊派转嫁给企业，企业可

以拒绝摊派，并可以越级向上反映；基层单 位可以拒

绝参加不必要的会议。还决定将今年计划的54万元会

议费压缩到20万元。

三、实行出差住宿费包干，控制差旅费开支。这

几年，中央国家机关差旅费增加很快，1986年差旅费

支出比1984年增长了39.2 %。针对这一问 题，我 们从

1986年12月 1 日起，在中央国家机关全面试行了出差

住宿费限额包干办法。这个办法改变了三十多 年来实

报实销的传统做法， 对限制高消费思想和讲排场、摆

阔气起了积极作用；出差住宿费上升过快状况 得到了

控制，住宾馆、饭店的人少了，住招待所的人多了，

出差人员的自我约束力显著 增 强；限 制 了宾 馆、 饭

店、 招待所不考虑消费能力而进行改造、 提价的思想

和做法。今年第一季度，中央国家机关有21 个单位的

差旅费支出比去年同期下降，其中下降20% 以上的 有

15个单位。经过努力，差旅费开支特别是住宿费增长

过快的趋势得到了控制。

四、减少水电消耗，节约办公费用，控制长途电

话费支出。中央国家机关的水电费、办 公费、邮电费

支出占公用经费的比重较大，为了节约这几项费 用，

各部门从 “一 滴 水”、 “一 度 电”、 “一张纸”、

“一次电话”入手，抓点滴节约，培养节 约思想，让

勤俭办事的思想变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广播电视

部印发了《 关于节约用水的 规定》 ，提 出了14条要

求，结果今年第一季度比计划指标节水4 万多吨，比

去年同期节水 5 万多吨，节省水费开 支9000多元。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电比计划指标少16万度，比去年同期少20多万度，节

省电费开支10万多元。在节约办公费方面，各部门想

了很多办法，主要体现在一个 “包”字上，即对办公

用品实行费用指标定额包干。铁道部机 关按每人每月

1.5元的定额包干使用，并采取代用券形式管理，领用

办公用品时交代用券。据 4 、 5 月份统计，执行效果

较好，各司局都没有超过定额指标。中央国 家机关的

邮电费预算达1 400多万元，长途电话 费 占的比重较

大，是节支的重点项目。冶金部机关近年来一直注意

抓长途电话管理工作，使这项费 用由1978年的122万

元，减少到1986年的24.8万元，下降了近80%。今年

1 至 5 月，他们又节约了长途电话费6 000多元。

五、严格审批社会集团购买力，开展修旧利废工

作。今年第一季度，中央国家机关的社会集团购买力

支出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8% ，减少支出200多万元。今

年我们规定对专控商品一般不批准购买，各部门都自

觉执行，除特殊情况外，都不提出购买专控商品的申

请，因而控制得比较好。另一 方 面，在 设备 购 置费

上，我们一直采取严格控制增加的做法，1987年，设

备购置费预算仅占行政经费的0.9% ，有效地约束了购

买力的增长。为充分发挥物资、设备的使用效益，我

们要求开展清仓查库和修旧利废工作，提高固定资产

利用率。国家教委机关将库存的150件旧 家具 翻修后

使用，节省购置费 2 万多元。

六、控制汽车报废更新，节约交通费支出。中央

国家机关已有汽车几千辆，其中，有1 100多辆汽车达

到了规定的报废年限，如全部更新需要近亿元资金，

这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向国务院专题反映了情 况，

要求延缓报废，控制更新，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有关部

门的支持。近几年，我们严格汽车编制管理，从1983

年定编以后就没有调整过，如按现行有关规定 调整，

要增加600多辆汽车编制，需要购车款4000多万元。开

展增收节支工作后，我们对汽车问题又作出了 严格规

定：（ 1）严格控制汽车编制，除国务院批准新成立

的机构外，一律不增加汽车编制；（ 2）汽车 超编单

位不批准购买汽车；（ 3）经批准更新 汽车的，严格

控制车种和价格，大客车只批准购买价格在10万元以

内的国产车；小汽车只批准购买国产、国内 组装或从

苏联、东欧进口的汽车。这些措施执行后，刹住了中

央国家机关相互攀比购买高级汽车的现象。由于汽车

多，用于汽车的日常开支也大。虽然交通费预算已占

公用经费的6.9% ，但仍是超支项目。为了节省交通费

支出，一些单位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了措施。比 如，

国家计委、航天部等单位采取公里定额包干办 法，将

定额指标分给各司局，各司局在指标内 安排用车，车

队对超指标的不供车。国家体委车队几年来一直实行

经济管理，积极组织收入。1986年总收入 达118万元，

做到了以收抵支。由于车队上交收入的一部分冲减行

政经费支出，使国家体委的交通费结余七、八 万元，

占交通费预算的5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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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增收节支  实现粮食企业扭亏为盈

河北省财政厅企业二 处

多年来，粮食企业是我省亏损企业大户，年亏损

额高达一亿多元，成为省财政的一大包袱。在不断加

强企业财务管理中，我们看到了粮食企业损失浪费问

题的严重性和增收节支的巨大潜力。近几年，我们与

粮食主管部门密切配合，在粮食企业扭亏增盈、增收

节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1984

年起实现了连续三年扭亏为盈。据有关部门统计，1986

年我省粮食企业补贴前盈利额居全国第一位。

一、实行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严格控制平价粮

油亏损。为了解决粮食部门政策性亏 损掩盖经营性亏

损，以及粮食财务“死指标”与粮食经营的“活任务”

之间的矛盾，尽快实现粮食企 业扭 亏 为盈，我省从

1981年起对粮食企业实行了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盈

利行业利润留成，补贴前总额减亏分成的办法。经测

算，省财政对省粮食局核定销售万斤粮油 补 贴为160

元。补贴的范围，主要是粮食、 食用油脂统购价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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