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

因公牺牲、病故一次抚恤金标准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对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因公牺牲、 病故一次抚恤金标准进行调整，现通

知如下：

一、从1986年 7 月 1 日起，军人、 机关工作人员、 参战民兵民工因公牺牲、病故的一次抚恤金，分别按下列

标准发给：

（一）军队干部、志愿兵、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的一次抚恤金，按其牺牲时的20个月工资计发。

（二）军队干部、志愿兵、机关工作人员病故的一次抚恤金，按其病故时的十个月工资计发，但其最高数额

不得超过三千元。

（三）义务兵、参战民兵民工和工资低于所在部队23级正排职干部的军队院校学员、志愿兵因公牺牲的一次

抚恤金，均按军队23级正排职干部的20个月工资计发；病故的一次抚恤金，按军队23级正排职干部的十个月工资

计发。

二、被军委或大军区授予英雄模范称号的军人因公牺牲或病故，增发应领一次抚恤金的三分之一。荣立二等

功以上的军人因公牺牲或病故，增发应领一次抚恤金的四分之一。

三、离休、退休的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或病故的一次抚恤金标准，也按上述规定执行（退休人员按

本人退休时的全额工资计发）。

四、上述规定适用于1986年 7 月 1 日以后（含 7 月 1 日）因公牺牲、病故人员，凡1986年 7 月 1 日以前因公

牺牲或病故的，其一次抚恤金仍按原规定标准执行。

五、调整因公牺牲、病故一次抚恤金标准所需经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财政解决。

财政法规
财政部关于出差人员乘坐京沪直达特别快车不坐卧铺如何计发补助费

和工作人员调动使用集装箱托运行李如何报销行李托运费的规定

1986年 7 月25日  （86）财文 字第498号

最近，有的部门和地区询问，北京～上海13/14次、21/22次直达特别快车票价提高后，出差人员不坐卧铺补

助费如何计发以及工作人员调动工作可否使用集装箱托运行李问题。经研究，规定如下：

一、关于出差人员乘坐京沪直达特别快车不坐卧铺如何计发补助费问题。

为简化手续，乘坐北京～上海的直达特别快车暂按乘坐一般特别快车不坐卧铺补助的规定执行，即按硬座座

位票价的45% 计发补助费，因使用空调设备而另外加收的费用不计入座票票价之内。

二、关于工作人员调动工作可否使用集装箱托运行李问题。

工作人员调动工作可以使用集装箱托运行李、家具等。但是，报销的金额应以现行规定行李重量（每人不超

过250公斤，经调出单位领导批准，不得超过规定重量的一倍）的运费为限，超过部分自理。集装箱内如装有个人

的书籍、仪器，因其运费无法分开计算，所以不得作为限量之外报销。

本规定自文到之日起执行，以前未按本规定办理的，不再重新处理。

观的归途中，让我们这些客人顺 便领略了一点日内瓦

的风光。当时车上有位客人游意未尽，竟冒昧地问起

名城洛桑在哪里，而精明的主人答道： “希望下次你

再来”。

从这些细微之处，我们 可以 看到一种可贵的理财

精神。在瑞士，人们习惯于精打细算，习惯于按计划

行事，习惯于节制开支。挥金无 度，被认为是不守社

会道德的行为；节俭办事，被认为是 民 族 的优良传

统。所以一位牙买加朋友钦佩地说：“瑞士真不愧为

西方世界理财冠军，难怪它如此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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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之窗
瑞 士 人 怎 样 花 钱？

武 盛 源

瑞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 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在1983年就达到16，290美元，仅次于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和科威特，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瑞士人在花

钱方面并不追求富翁派头，而是处处精打细算，精心

地花每一文钱。下面，我用瑞士一个小公司举办国际

谈判讲座作窗口，看看他们是怎样花钱的。

这是一个知识型公司，只有一位经理、三位职员

和四位秘书。他们除 进行科研、整理和发表一些文

献、资料外，每年还要组织一次有 关国际谈判的讲

座，邀请几大洲 的四 十余人参加。组织这样一个讲

座，工作量是很大的。在举办前要发信给有关国家物

色推荐合适的人选：然后对申请参加讲座的人员一一

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的即发出邀请。同时，要为

与会人员订好机票，并 及 时 准 确地送到与会人员手

中。对与会人员撰写的文章，对从国外聘请的讲课人

员的讲稿，也要认真审查，审查定稿后的文章、讲稿

以及其他预习材料也要在会前准确而及时地送到与会

人员手中。此外，还要做好其他服务工作，如安排食

宿、租用会议厅和交通工具、去机场接送人等等。

一个仅有几个人的小公司为什么能承担这么大的

工作量呢？主要是他们有高人一招的用人之道。这个

公司平常只配备最少的人员，一俟办 讲 座 忙不过来

时，就从日内瓦大学请来四名大学生做帮手，主要是

做些跑腿打杂的工作。这样，既办了事，又省了钱。
学生付出了劳动，公司要付给他们报酬；学生在服务

过程中听了课，看了材料，学到了知识，公司要向他

们收费，听一次收一次。该付的就付，该收的则收，

算得清清楚楚。

为与会者提供的机票，是讲座开支的最大项目，

这个公司每次都要作一番精打细算。首先是考虑如何

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航班，使可以收回的外汇尽量收

回来。尽管瑞士是中立国，手中掌握着世界上许多富

豪的巨额存款，但瑞士人对外汇仍十分珍惜，总是力

求点滴不丢。由于旅馆费也要由公司提供，所以 这个

公司要在机票花费和旅馆花费方面做出最佳选择，取

最省的机票和最短的住宿天数，使客人不早到也不晚

走。因为这个公司的职员不大熟悉这方面的业务，他

们就把这些事委托给专门的服务公司来办，一直算到

不能再省为止。

发给与会者的文具也有严格的限量。铅笔每人一

支，记录纸每人一本，如不够用，由与会者自行解决。
讲座地点也是精心选择的。在国际 活动繁多的日

内瓦，要找到一个能容纳五十多人的会议厅，一用就

是半个月，不仅要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和疏通，而且要

付出十分昂贵的费用。为了节约支出，这个公司安排

这次讲座时，巧妙地错过会议最多的季节，选中了国

际劳工大厦的一个会议厅，不仅租金低，而且可以吃

午餐，公司补贴的伙食费也最少。

在国际劳工大厦吃午餐，也有明确的免费限度。
每次吃饭之前，主人都要点准人数，一份也不浪费。

你可以在一张“万国”菜谱上列的三、四种菜中任选

一种，由主人负担。想吃菜谱之外的菜，可以自便，

但费用自理。对于有民族特殊饮食习惯的人，可以另

行照顾。饮料也有明确的免费界限，想喝自己适口的

饮料，要自备现款。
在下榻的旅馆用早餐，也有一个“万国”通用食

谱，由主人付钱。但除了服务员端上的一份外，吃了

别的东西，计算机马上就把这些额外花费一笔一笔地

记在你的帐单上，临行之前结总帐，一文不少收。有

一位非洲朋友，临行之前对着长长的帐单，摸着自己

的口袋，不知如何是好，但 机 灵 的服务员马上就表

示，“这是主人给你的特殊招待”，为他解除了尴

尬。晚餐费 发 给个人掌握，标准比我们国内订的还

低，但由会花钱的瑞士人帮助安排，也够用了。

主人提供的工间茶，也有严格的限量。茶票发给

个人，凭票取茶，每人一杯。茶票丢了不补，要喝自

己掏钱，想多喝一杯，也要自己付钱，即使对那些远

道而来的教授也不例外，因为这是主人预算外的事，理

应由教授从自己得到的讲学收入中开支。采用这种办

法，教授不觉得有失大雅，主人也不觉得小气吝啬，

习惯成自然，谁都不见怪。
主人租用的一辆大轿车，司机精确 地按照钟点

走。每天下午五点车准时到达会场，到点开走。丢下

的乘客，哪怕是集体误车，只能自己掏钱乘车回去，

主人不负任何经济责任。
在两周的会议期间，没有 举 行任何宴会和招待

会，也没有任何礼品和文艺观赏。只是在一次实习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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