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完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百元 产值工资含

量包干办法，调动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但还应进

一步完善，还应与其他指标 挂 钩，特 别 是 与利润挂

钩，防止高产低利问题发生，多 为国家创造财富.要

协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建

设成本，要在压缩过热空气中，求生存、求发展、求

实效。

与此同时建设银行内部也应努力 节约各种开支，

降低银行成本，增加收入， 为国 家创造更多的利润。

总之，建设银行在开展 “双增双节”运动中是大

有可为的，只要各级行， 每个同志都动脑 筋想办法，

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从 大量的拨、 贷款业务中为国

家节约大量资金，保证国家重 点 建 设 项 目 资金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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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财政支出中的

行政事 业 经 费 支出增长很

快，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

越来越 大，而 且是 上升趋

势，严重地影响财政收支平

衡。为了确保财政收支的基

本平衡，从而达到社会总供

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使

国民经济能够稳定协调地发

展，就必须压缩和控制行政

事业经费支出。但是，我们

不能不看到，压缩行政事业

经费 支 出 还 面临着许多困

难。

一、人员经费所占比重

大，难以压缩。据有关部门

测算，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 平 均 每 人 每 年 开 支约

2 000元左右，其中工资、补

助工资及职工福利费等人员

经费 部 分 约 为 1 400 元左

右，占人均总开支的70%。
根据 “保吃饭”和人民总体

生活水平不能降低的原则，

压缩、控制行政事业经费支

出只能在占人均总支出30%

左右 的 公 用 经费部分打主

意。由于公用经费所占比重

小，其绝对数也就小。因此我

们在压缩行政事业经费上的

回旋余地显得有些狭窄，难

以做出大文章。

二、物价 上升。近 年

来， 我国物价指数上升幅度

较大。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

使人民实际收入不致降低并能有所提高，财政就要增

加人员经费的供给，也就是说要相应地增加行政事业

单位人员的工资或补助工资；同时，受物价指数上升

的影响，许多开支标准也随之提高，导致公用经费中

的公 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等都有不同

程度的增长，增加了公用经费的支出。

三、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增加较多。中央虽一再

强调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提高工作效 率，但目前

各地因人设事，人员超编，机构臃 肿重叠的现象仍较

普遍。一些地区在核定编制时，没有从 严掌握，过宽

过松，以致许多单位人浮于事。由于编制 控制不严，

就相应增加工资支出和添置办公 桌椅、宿舍等等。每

增加一人，一年就要多花两三千元。

四、机动车辆增加较多。近 年 来，一些行政事业

单位互相攀比，多购车、 购好车，使小汽车的拥有量

急剧增加。买一辆小汽车，少则三四万元，多则十多

万元。另外，还要配司机、 建车库、 耗 汽油， 每年还

要花费几千元的维修、保养费 用。据测算，一辆小汽

车一年的花费将近一万元左右， 相 当于一 个单位增加

五个人员所需的经费总额。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压缩、 控制 行政 事业费支出

必须正视的困难。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些困难，达到

压缩行政经费、 控制事业费支出的目标，应该从以下

几方面着手。

首先，加强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宣传和教育。通

过 “双增双节”的宣传教育，使行政事 业单位人员树

立起勤俭建国、艰苦奋斗为荣的 观念，自觉地搞好一

厘钱、一度电、一 张 纸 的 节约，积少成 多，聚沙成

塔。要把 “双增双节” 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而不能把

它视作应变的权宜之计。

其次，改革行政事业费的分配办法。过 去我 们习

惯于沿用“论堆法”、 “基数加发 展 法” 等。这些方法

的弊端主要在于忽略了单位实际情况的 发展变化，不

以实际需要为依据，而是简单地以上年实际支出数或

执行定额数为基数， 在此基数上 再 增加一块资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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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来，行政事业费支出的曲线始终呈 上升趋势。近

年来，一些地方实行“零 基 预 算 法” 、 “绩 效 预算

法”以及“综合定额加专项”等新的经费分配方法，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应 加 以 推 广。所谓“零基预算

法”，是指在安排本年度预算指标时，不 以上年的实

际支出数为基数，而是根据各单位实际 情况和需要，

重新测算，即从零开始测算单位的经费需要量。所谓

“绩效预算法” ，是指在实行零基 预算的基础上，把

经费分配同单位工作成果和经济效 益挂钩，使经费供

给同工作成果、 经济效益共消长，有利于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益。所谓 “综合定额加专 项”，就是 把单位的

经费需求分为两部分：一是正常性经费需求，按其基

数（如学校按学生人数， 医院按病床 数等）测算一个

综合平均定额，然后在综合各种因素影响的基础上，

对综合定额进行修正。正常性经费= 修正后的综合定

额 ×实际基数。正常性经费由单 位包干 使用。二是专

项经费的分配，根据财力可能，结合单位 实际需要，

由财政部门和需要单位共同协商核定，不列 入单位包

干范围，专款专用。这几种新的经费分配 方法有一定

的科学性，有利于节减行政事业经费支出。

第三，实行多样化的财务管理形式。为了控制事

业费的支出，要改变过去财政对事 业单位不分有无收

入或收入多少一律包下来的做法，针对各 事 业单位的

不同特点，分别实行“全额预算管 理”、 “差额预算管

理” 、 “自收自支管理”和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等财务管理形式。具体如下：一是对有收 入或仅有少

量收入的单位，实行全额预算管理，将 其收入和支出

全部纳入国家预算，实行预算包干、超支不 补、结余

留用的办法。二是对有稳定业务收 入 但其收入又不足

以抵补支出的单位，实行差额 预算管理。实 行差额预

算管理的单位，要认真编制详细的 财 务收支计划， 报

经主管部门 和 财政部门 核 定后，根据单位的不同性

质 、 类型、 任务和事业规 模以 及 收 支 状 况等， 采取

“核定收支，差额（或定额、 定 项）补助，增收节支

留用， 减收超支不补”等管理形式。三 是对有固定收

入 ，在经费上能够或逐步能够做到自 给的单位，采取

自收自支的财务管理形式。这 又 分 为两 种 情 况：其

一，对经济上已完全自立的单位，财政 部门不再拨给

经费，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 亏；其二， 对经过努力

能够在短期内做到经济自立，但目前改成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尚有困难的单位 ， 财政部门要积 极 为他们创

造有利条件，制定过渡办法，确定 经 济自给期限和经

费补助数额，尽可能逐年减少 事 业费补助， 使其在规

定的年限内达到经济自立。四 是对 在财务上有条件实

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对这类单位，

财政部门不核拨经费， 按国 家 对企 业的 有关规定执

行。

第四，建立健全财务格章制度，加强财务监督。为

有效地压缩、控制行政事业费支 出，要建立一套完整

合理的财务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

时要加强财务监督， 对擅自提高开支标准和扩大开支

范围，以各种名义乱增加支出、乱开增支口子的，要

追究当事人的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

第五，控制行政事业单位任意增设机构、增加编

制。要做好这项工作，就要对各种临时性机构 进行清理

和整顿，能合并的要合并，该撤销的应撤销，建立健

全单位的定员定额制度。对精减国家机关 和事业单位

人员，除了采取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外，还应采取经

济手段，鼓励各单位主动裁减冗员。如有些地方试行

的行政编制经费包干， 实践证明 是一 个较好的办法。

其具体内容是，财政部门按各 个单位核 定的人员编制

拨给经费，超编的不多给，缺编的不减拨。各单位因

减人而节约的经费， 由国家和单位按一定比例分成，

单位分成的部分，可按一定比例用作集体福利和支付

因减人而增加劳动强度的工作人员的 报酬。

另外，要严格控制社会集团 购买力，把控制指标

落实到单位，国家规定的专项控制商品 特别是小汽车

等要严格按程序报批，有关 部门 要严格把关。

简讯
襄樊市财政系统举行

首届文艺演出汇报会

1987年 2 月22日晚上，湖北省襄樊市财政系统首

届文艺演出汇报会在解放军某部礼堂 举行。业余演员

们激情奔放，载歌载舞，扬社会主义财政之声，造社

会主义财政之型，博得了观众的 拍手叫好。

在汇报演出的25个节目中，财政干部自编自演、反

映财政工作新貌、歌颂 财政干部事迹的有16个，尤其是

《东歌西曲颂模范》 、 《错看财神》 、 《 苦中乐》 、

《 过关》 、 《改革 之 花分 外 红》 、 《 只愿香甜满人

间》 、 《 生财 之道》 、 《 所长让房》 、 《财政工作十

新》 等节目，内容丰富， 生动 活拨，表演艺术也比较

好， 使大家受到了一次具 体的增产 节约、 增收节支的

教育。

（吴高升）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关于控制行政事业经费支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