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管理
加 强 预 算 定 额 管 理  

提 高财 务 工 作 水 平

吉林省财政厅文教行政财 务处

经费预算定额，是衔接事业计划与经费预算的纽

带，是分配预算指标、考核预算执 行 情 况 的基本依

据，也是文教行政财务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多年来 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注意加强 了这方 面的 工

作，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一、总结经验，加深理解预算定额管理的重要

性。1972年以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省

财务管理偏松，监督不力，文教行政费连 年超支，严

重地影响了全省财政预 算的 平 衡。为了改变 这种状

况，我们组织人力，对部分市县文教行政费的预算执

行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通过 调查发现，文教

行政费的超支，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预算定额管

理制度不健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市县由于

不搞预算定额，只好按上年实际支出水平分配预算，

形成“鞭打快牛”，挫伤了单位和群众节约开 支的积

极性，经费超支情况日趋严重。同时也发现，延吉市

和浑江市不仅注意加强定员管理，而且认真执行了预

算定额管理制度，坚持按定额分配预算指标和考核执

行情况，使得行政费的支出连续多年没超支。正反两

方面的典型事例告诉我们，搞定额和不搞定额情况大

不一样，若要切实地扭转经费超支不断增加的局面，

必须在预算定额管理上狠下功夫。于是，我们连续抓

了三件事：一是召开全省文教行政 财务工作会议，学

习推广了延吉市、浑江市加强预算定额管理工 作的经

验；二是组织人力，调查拟定了定员定额管理办法，

省政府及时批转各地执行；三是逐步地调查制定了全

省和省级行政费、教育经费的预算定额，并坚持按定

额分配预算指标和检查预算执行情况。这样，就较为

有效地控制了超支，全省文教行政费出现了逐年下降

的好势头。
二、制定定额时注意体现预算定额的科学性。文

教行政费门类繁多，涉及面广，情况比较复杂，其支

出水平又受物价、费用开支标准等诸因素的 影响而不

断地发生变化。因此，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各

地、各项费用的不同情况和特点来制定预算定额。然

而，我省文教行政费指标一直偏紧，平均每年的增长

速度又低于事业发展速度，需要与可能的矛盾比较突

出。由于财力情况的制约，多年来我 们一直是根据财

力可能来制定预算定额的，所以存在着定额偏低、偏

粗的情况，只能作为分配预算的依据，难以起到考核

工作好坏的作用。为了制定出一套比较科学的、合理

的预 算定 额，1984年年初，我 们 组 织 人 力，对 开

支 数 额 较大的 行政 正常公用经费、中小学正常公

用经费的预算定额，重新进行了 调 查 制 定工作。这

个预算定额，是 以 实 物 构成为 基 础，本 着 保证必

需、坚持规定、统一标 准、力 求 合 理的 精神 制 定

的。

“保证必需”，就是本着既防止浪费又保证必需

开支的原则确定预算定额水平。按照这样的原则确定

预算定额，能够接近于客观的实际需要，便于从人、

财、物、事等实物构成算起，有利于体现预算定额的

科学性，它可以作为检查预算执行情况和考核工作好

坏的尺子。在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分配预算时可

按比例相应地压缩定额水平，随着 财力情况的好转，

还可以逐步恢复其定额水平。
“坚持规定”，就是在制定预算定额过程中，要

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各项规定。对中小

学预算定额，我们本着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精神，适

当地提高了定额水平；对改善办学条件有直接关系的

教学业务费和一般仪器设备购 置费，提高的幅度更大

一些。对行政公用经费，则是本着厉行节约的原 则，

把会议费、长途电话费按实支水平压缩 5 %；对一般

设备 购置费，原则上只限于购置桌、椅、床、柜和油

印机、打字 机、金库等的设备。同时，凡是国家有统

一规定的，就注意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制定定额。比

如：对会议 伙 食补助费和差旅费中的各项补助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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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财政部的规定精神计算的；对小汽车的编制，是根

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和我省的补充规定确定的。

“统一标准”，就是对客观 条件大体相同的地方

和单位之间，确定同样的消耗定额。比如：在同一类

地、县之间，行政单位人均实有房屋面积相差悬殊，

低者10米左右，高者竟达到40米以 上，如果不确定一个

统一的标准，就无法体现房屋维修费、公用取暖费预

算定额的科学性。因此，对同一类地、县，我们确定

了统一的人均房屋面积。

“力求合理” ，就是预算定额 要 尽 可能地 符合

各级、各地的实际情况和各项费用的特点。主要考虑

了三种情况：一是业务繁简。对行政机关的发文量，

是按省、地、县三级分别确定的；并 照顾了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实行两种文字的特殊情况。对业 务费和仪器

设备费，是根据各部门、各单位的 工作需要分别确定

的，并考虑了公检法机关和重点学校的特 殊需要。二

是距离远近。对长 途电话费，按空间距离计算；对煤

炭和维修材料的运输费，按 铁路或公路的里程分类型

计算。三是所属单位的多寡。对会议费，是以1981、

1982两年地、县级的平均实支数（剔除浪费系数）为

基础，按各地、县所属县、乡的多少分别核定。

为了说明预算定额的计算过程和方法，现以行政

公用经费中有代表性的三项费用为例：

办公费。分两个部分计算：一是办公、清扫、饮

水等各种用具费，省、地、县三级均以每 3 人一个办

公室确定配备量、年平均每人损耗量，以市场零售价

格求出每人每年合计消耗金额。二是纸张、油墨、订

书钉、信封等发文用品费，是按业务繁简分级计算：

以管理较好的同类典型地、县的发文量、发文份数、

平均每份页数、损耗量为依据，加上铅印文件费用，

即为各该级的发文用品费金额，再以实有人数求得平

均每人发文用品费。最后，将以上两部分相加，即为

办公费预算定额。

会议费。各地、县开支会议费的多少，除公杂费

外，基本上是由所 属 县、乡 的 多 少 决定的。因此，

地、县两级会议费预算定额，是以1981、1982两年平

均每年的实际支出数为基础，剔除 5 %的浪费系数，

扣除10%的公杂费，并考虑提高会议伙食补助标准和

误工补贴标准等因素，根据所 属县、乡的多少分别计

算的。
差旅费。差旅费的预算定额，是通过对管理水平

较高，又有一定代表性的若干个省、地、县、乡典型

单位的实际调查，根据各地的出差量大小、出差距离

远近等具体情况，并考虑了乘坐不同交通工具的不同

因素，按到省、地、县、 乡等不同去向，分车船费、

途中补助费、住勤费、宿费和市内交通费等五个部分

计算的。

三、在执行中积极维护预算定额的严肃性。为了保

证预算定额的执行，我们有重点地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1 、调整整顿定员定编。定员是 设 计定 额的基

础，又直接地影响着定额的执行，不解决定员问题，

再好的预算定额也会流于形式。为此，我 们坚持对定

员、定额一起抓，在制定预算定额的同时积极调整整

顿定员编制。各地要发展事业、增加人员，必须逐级

报省批准；否则，省不核给当年经费，以后也不承认

基数。同时，又与省编委和各有关主管 部门 共 同商

定，省在核增各地人员编制时，必须由省财政厅首先

落实经费来源，然后再下达增编文件。这样，就基本

上保证了事业计划、人员编制与财力情况相适应。

2 、狠抓两头，严肃财经纪律。以前，我省的财

经纪律比较松弛，乱拉资金、转嫁支出的 现象比较严

重，经费开支渠道比较混乱，实际 支出与预算定额的

范围和口径很不一致，影响着预算定额的 执行。针对

这种情况，我们先后采取了四 条措施：一是清理、疏

通经费开支渠道。对挤入 行政费开支的10，000多名企

业、事业人员，分别列入企业、事业编制，从行政费

中划转出去。对会议费，坚持按会议性质划分开支渠

道，并坚持哪一级开会由哪一级拿钱.不准转嫁支出。
二是在每年开展的联审互查工作中，既着重检查提高

开支标准、扩大开支范围的问题，也把转嫁支出、互

相挤占经费列为必查的内容。三是开展 评比竞赛，表

彰先进单位。对中小学、医院、剧团、文化馆站等事

业单位，省里每年年终都组织评比表彰，对认真执行

财经纪律、增收节支成绩显著的单位给予奖励。四是

为了统一各项费用的列支口径，我们调查拟定了公用

经费开支范围和内容的具体规定，下发各地各单位按

照执行。
3 、狠抓队伍建设，充实培训文教行政财务专职

人员。加强预算定额管理后，文教行政财务的 工作量

增加了，要求更高了。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

们狠抓了文教行政财务的队伍建设，逐步充实培训了

专业人员。截至1984年年底，全省各地、县普遍建立

了文教行政财务科、股，共配备专职干部217人。在新

成分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省统一 举办了两期文教行政

财务专职干部训练班（共100人参加），讲授了文教行

政财务的基础理论和定员定额、预算分配、决算汇总、

开支标准、财务管理和监督等课程，提高了他们的业

务水平，基本上适应了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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