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 革 文 教 经 费 管 理  

不 断 提 高 经 费 使 用 效 益

吉林省财政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贯彻

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

支持文教事业的持续发展出发，以搞好生财、

聚财、用财之道和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强

调查研究，调整经费比例，改革管理制度，狠

抓基层工作，使文教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

重逐步扩大，各项事业收入不断增加，正常公

用经费略有节减，历史遗留问题陆续解决，专

业条件有所改善，促进了文教 事 业 的 正常发

展，初步改变了我省文教事业财务管理工作的

被动局面。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调整经费比例，管好重点费用，
支持文教事业的发展

为了切实解决文教事业费比例失调问题，
我们会同事业主管部门，在系统地调查研究文

教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

的基础上，狠抓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调整工作：

1 、调整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确保文教

经费的适当增长。实行“分灶吃饭”后，经费

指标已改为各地自行安排。由于种种原因，有

些地方很难保证文教经费的正常增长。对此，
我们除了通过各种会议反复宣传支持文教事业

发展的重要意义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

是每年年初，根据国家对文教事业费增长比例

的建议，结合我省的财力情况，适当确定我省

文教经费的增长比例，并按着各地的事业基数

和经省批准的事业发展计划分款分项下达参考

性的预算指标，基本上起到了“定调子”的作

用；二是全面审查各市县编报 的 年 度 预算草

案，发现安排不合理的，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三是对少数财力确有困难的市县，省在核定年

度收支计划时，对支大于收的差额适当确定补

助指标，使省核定的年度文教事业费指标基本

上有了资金保证。据统计，1985年全省文教卫

生事业费支出 达91，494万 元，比1980年 增 长

111.9%；占财政总支出 的比 重，也由1980年

的26.7%上升到30.2%。
2 、调整文教事业费内部的比例关系，尽

量增加重点费用。在文教事业费中房屋维修和

设备购置费对事业发展的作用大，弹性也大。
我们把它作为重点费用来调整。首先，在确定

包干基数时，就把重点费用的大部分集中在省

里掌握，并在每年的经费增长中保证这部分经

费的同步增长，既避免了资金分散和被挤，又

有利于逐步地解决遗留问题。其次，配合有关

事业主管部门，在全面查清文 教 事 业 房屋维

修、仪器设备现状及普遍建立固定资产档案的

基础上，研究拟订房屋维修、设备更新购置规

划。第三，在分配一次性经费时，不搞“一刀

切”，不撒“胡椒面”，而是采取鼓励先进和

分期分批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积极性高、自己

安排得好的地方，省里多给补助，先给解决，
防止“鞭打快牛”。第四，狠抓资金的使用效

果。比如：对中小学的校舍建设，每年组织一

次全面的检查评比，召开表彰会，交流经验，
奖励先进，并安排下步计划。采取这些办法后，
重点费用的使用效益明显提高。五年来，我们

采取国家补助一点、勤工俭学拿出一点、社队

自筹一点的“三股劲拧成一股绳”的办法，全

省共筹集资金59，000多万元，修建中小学校舍

206万平方米，使危房基本消灭，农村 校舍砖

瓦化程度达到90%以上。对文化事业安排维修

资金3，200万元，翻修文化馆、图 书 馆、剧团

排练场68个，占危房面积的74%。对卫生事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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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维修费、设备购置费10，900万元，翻修房屋19

万平方米，占危房面积的52%；按标准装备了48

个地、县医院，使医疗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二、改革经费分配方式，支持各部门

发展生产，增加事业收入

文教事业财务的大量 工作 虽 然在支出方

面，但收入方面的潜力很大，只有不断地增加

事业收入，才能补充经费支出的不足，保证事

业的正常发展。为了帮助各部门、各单位发展

生产，扩大服务，增加事业收入，我们研究探

索了经费分配方式和投资方 向方 面 的改革问

题。改革的重点首先是建立勤工俭学周转金，
支持教育部门搞好勤工俭学。在我省中小学的

勤工俭学中，一些校办工厂的资金不足，设备

陈旧，产品质次价高，竞争能力很差。针对这

种情况，我们拿出1，000万元作为 周 转金，本

着有借有还的原则，支持教育部门从三个方面

搞好调整：一是调整校办工业。先后新上项目

800多个，生产人民生活必需用品1，100多种，外

贸出口产品200多种，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5

年工业生产总值达到30，400万元，比调整前的

1980年增长51.6%；实现 利 润5，900万元，比

1980年增长69.6%。二是支持校办农场变单一

的粮食生产为多种经营。1985年我省虽然遭受

到特大自然灾害，但由于坚持开展“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一校多项”的勤工俭学活动，农副

业纯收入比上年增长6.2%。三是大 搞植树造

林。到1985年末为止，植树造林累计已达 3 亿

多株，其中成材近 1 亿株。1985年全省勤工俭学

纯收入达到10，840万元，比1980年增长80.7%。
其中用于教育事业的开支 4，986万元，占收入

总额的46%。
1980年以来，由于电影、电视的冲击和优

秀剧目减少，我省剧团的演出收入连续下降，
经济上越来越困难。对此，我们没有简单地采

取增加正常补贴的办法，而是把钱用在支持剧

团发展艺术上。从1982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安

排50万元，对连续上演五场以上的新编剧目，
除按规定定额发给作者创作奖外，还对首演剧

团给予定额补贴，调动了各地多编、多排、多

演优秀剧目的积极性。四年来，全省共创编、

排演剧情好、社会效果也较好的新剧目108个。
艺术生产的发展，促进了 演 出收 入的增加。
1984年全省国营剧团 的 演出 收入开始上升，
1985年又比上年增长20.5%，经费自给率也由

上年的28.4 %提高到29.5%。
三、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财务监督，

管好用好各项经费

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我们除

了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具体地帮助事业单位建立

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努力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

经费开支外，又重点抓了浪费较大、问题较多

的公费医疗和计划生育经费的管理工作。主要

做法可以概括为五句 话：定 点医 疗，专科专

医，定额包干，联审互查，评比表彰。
“定点医疗”，就是对享受公费医疗的人

员，本着就地就近的原则确定医疗点，其一切

医疗事宜都由定点医院负责。遇有特殊情况定

点医院不能诊治时，可经批准办理转院手续。
实行定点医疗，既堵塞了公费患者看病“满天

飞”的漏洞，又基本上防止了非公费患者冒充

公费看病的现象发生，更有利于发挥医疗部门

的作用和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是我省各

项公费医疗管理的基础。“专科专医”，就是

根据定点医院承担公费人数的多寡，建立公费

医疗专科或专医，专门负责公费人员的健康检

查和看病用药。如遇有特殊病症公费医生不能

诊断时，可以转诊，但其用药处方必须交由公

费医生审查签字。实行专科专医是公费医疗管

理工作的一种岗位责任制，其好处是，有利于

院领导检查、考核公费医生的工作情况，及时

做好思想工作；有利于医生掌握患者的病情，
坚持对症下药；有利于把公费医疗经费的管理

与使用统一起来，做到保证重点，兼顾一般。
“定额包干”，就是把公费医疗经费按享受人

数和预算定额分别包干到定点医院掌握使用，
原则上坚持“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具体措

施是：一是根据新的开支因素不断增加的实际

情况，确定考核定额（一般为年人均40元，高

寒山区50元），按考核定额水平实行包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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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财政上实行包而不死的明智政策。对包干结

余，全部留给医院，用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对超支的单位，具体检查分析超支的原因，属

于合理的部分，由财政上实事 求是地加以解

决。“联审互查”，就是根 据公费医疗管理工

作的反复性大和反映在经费开支水平上的“抓

一抓降一降，松一松上一上”的特点，我们建

立并坚持执行了“一年两次”的 联审互 查制

度。由省里统一部署和组织进行，对好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表扬，对突出问题给予批评，对情

节严重的进行严肃处理。“评比表彰”，就是

按既定的评比条件，对各地公费医疗办公室和

医疗单位进行考核评比，省每年召开一次表彰

会，对先进单位除发给奖状外，还奖给一定数

额的经费，用于改善工作 条 件和发展医疗事

业，并将受奖单位和主要事迹通报全省。
十年多来，由于我们逐步地研究建立了一

套带有综合治理性质的管理办法，收到了较为

明显的效果。在保证干部防病治病的前提下，
与全国人均开支水平比较，我省公费医疗每年

人均少支20元左右。
对计划生育经费的管理，是1982年从做好

整顿工作入手，采取健全管理制度、组织联审

互查、开展评比表彰的办法，逐步加强工作的。
从1985年的联审互查中看出，随着财务管理工

作的加强，违纪问题和浪费现象大大减少，四

项手术费占经费 总额 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

50%上升到70%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四、建立单位基金，加强经济管理，

促进各单位增收节支

为使各文教事业单位积极增收节支，不断

提高经费自给能力，我们配合事业主管部门，
在对各类医院和国营剧团实行经济管理工作的

同时，又对文化馆站开展了以文补文活动，对

广播电视台、体育场馆和科研单位改革了财务

管理体制，建立了单位基金（事业发展基金、
集体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制度，并帮助

各单位建立了比较明确的经济责任制，加强经

济管理和经济核算，较好地处理了国家、单位、
个人和责、权、利两个三者关系，调动了各单

位和广大职工群众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事业收

入大幅度增加。以1985年与1980年比较，文化

馆站以文补文收入增长四倍，广告服务收入增

长五倍，科研单位的技术转让等收入增长四倍

以上。由于事业收入的不断增加，在国家的正

常拨款略有减少（主要是部分科研单位和广播

电台）的情况下，多数单位都添置了一些专业

设备，改善了专业条件，促进了事业发展。
五、健全机构，培训人员，不断加强

文教行政财务的自身建设工作

文教事业财务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支出的

数额也比较大。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机构和人员

是很难做好的。为此，我们狠抓了队伍建设工

作。一是利用各种会议广泛宣传做好文教行政

财务工作的重要性，多次提出健全机构、充实

专职人员的要求；二是给各地、县安排布置工

作任务，并随时检查考核完成情况，促进其解

决机构、人员问题；三是借下去调查研究或检

查工作的机会，督促落实机构和人员，一个县

一个县地 解决问 题。效果 很好。到1985年

年末为止，全省52个地、县普遍建立了文财科

股，专职人员达到255人。同时，根据新 干部

不断增加，政治业务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我

们先后举办 4 期训练班，比较系统地讲授了文

教行政财务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工作任务

和工作方法，受培训人员达到204人，占应培训

人员的90%以上。目前，多数已成为工作骨干，
有的被提拔为科、股长，有的当了局长，这就

为做好文财工作打下了较好的组织基础。
为了调动各级财政部门做好文教行政财务

工作的积极性，支持文教科 学 卫生 事业的发

展，我们从1985年 开始，在 全省 范围 内 开

展了各级财政部门支持智力开发的竞赛评比活

动，每年年终检查评比一次。对评定的先进单

位，除以省财政厅名义发给奖状外，还奖给一

定数额的业务费，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这样，
进一步引起了各级财政部门领导同志对文教行

政财务工作的重视，也激发了文教行政财务专

职人员的工作热情，为做好今后工作打下了较

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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