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行比例加价后，无论农民向国家交售粮

食的数量多少，都按比 例负 担一定的统购价

粮，其余才能卖超购，农民所得加价款收入同

交售粮食的数量成正比例。这样，就可避免农

民所得加价款收入的苦乐不均，有利于调动商

品粮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有利于稳定国家财政负担。现 行 超

基数加价办法，国家财政开支的加价款同粮食

的收购量不是按同一速度增长，而是以累进的

速度增长。因为粮食征购基数是一个固定不变

的量，粮食收购量增加的部分全部加价收购。
实行比例加价以后，国家财政开支的加价

款同粮食收购量可以同步增长，水涨船高。农

民向国家多交售的粮食同样要按固定比例结

算，而不是全部加价。因此可以相对减少加价

款开支。
三、有利于简化粮食收购和结 算 手续。

随着农业生产形式的变化，粮食收购和价款结

算由生产队变成了千家万户，由原来每个生产

队开一张收购结算单据变成 每 户开一张或几

张；同时，每个农户的售粮卡片上不仅要划分

不同品种和等级的粮食，而且还要划分粮食征

购基数，手续十分繁琐，使粮食部门的工作量

增加几倍以至几十倍。实行比例加价，农民交

售的粮食，经过检验等级后，可以直接按固定

比例计算超购数量和所得的 加 价 款，边 交边

结，随交随结，手续简便易行，有利于缓和农

民卖粮难的矛盾。
四、有利于堵塞加价款开支的漏洞。现行

超基数加价办法，有的人将粮食交到已完成征

购基数的农户名下，有的将一户或几户的粮食

都以一家的名义交售，加大超购数。结果国家多

支了超购加价款，并没有多得到粮食。实行比

例加价，可以避免串户冒名顶替交粮等弊病，

使国家支付的加价款真正用于奖励多交粮食的

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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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是基础

教育，只有办好小学和

中学，才能创造条件提

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

平，才能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

设，提供强 大的 原 动

力，为提高高等教育的

质量打好基础。设计中

小学教育经费定额，就

是加强经济核算，讲求

经济效果，提高管理水

平，用较少的经费，培

养出更多的一代新人。
一、设计中小学教

育经费定额的指导思想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

规模很大，需要筹集相

当数量的资金。但是，
目前我国财 政 还 有 困

难，如何从实际出发，

解决 好 中小学教育经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总结建国三十五年来的经验，发展中小

学教育事业，完全由国家包下来是不行的。在

我国，广大群众有自己办学的好传统，愿意在

可能的条件下集资办教育。但是，把中小学教

育所需的经费，完全让群众去负担，也是不行

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应该坚

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通过多种渠道筹集

中小学教育经费。看来，对县以下中小学，国

家原来拨的教育经费照拨以外，不足部分由乡

人民政府统筹解决的办法是可行的。因此，设

计中小学教育经费定额，既要考虑到学校的合

理需要，又要照顾到财力的可能；既要有利于

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要贯彻少花钱、多

办事的原则。
二、设计中小学教育经费定额的原则

在设计中小学教育经费的定额标准时，既

要以现行统一规定的有关开支标准为依据，又

要进行物价变动情况的对比分析，并对城市、
县镇、农村以及重点学校、一般学校要有所区

别，力求把工作做细做好，制订出不同的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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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同时，还要测算出全省、市、自治区的

平均定额。用杂费收入解决的开支，从长远考

虑可不列入定额标准之内，但应注明抵支哪些

费用和抵支数额。中小学勤工俭学收入按照国

家不抵减学校经费的原则处理。
三、中小学人员编制和工资方面的定额

关于中小学人员编制，1971年以后，国家规

定的教职工与学生编制比例为：中学按1：16，
小学按1 ：29。1983年实际为：中学1 ：1.34，
小学 1 ：22.8。目前，在中小学人员编制方面

还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人浮于事，二是存在

着师资短缺，一时又很难从根本上加以调整。
因此，要尽快制定适应新情 况的人员编制定

额。目前可以采取同时核定几种不同的人员编

制的方法：

一种是正式人员编制，亦可称标准编制。
对这种编制要严格按教学业务工作量和以人员

符合标准为前提加以核定。
另一种是标准编制之外的临时编制。这种

编制主要用于一时无法安排的多余人员包括某

种特殊情况如尚未离任的不宜继续在本单位工

作和将要离退休的人员，以及急需调进一些必

要的人员等。对这种编制要控制在一 定幅度

之内。随着处理多余人员条件的不断成熟，临

时编制应逐步紧缩，虽然多数单位最终仍可保

留一定限额，但对这部分编制也应相应地由适

当降低人头费，改为由单位自筹解决。
对中小学现有在册人员的工资和个人部分

经费定额，从实际情况考虑，都应按照实际年

平均工资水平和个人部分经费（即占标准工资

的百分比）列入预算。
四、关于中小学公用经费的定额

根据国家财政决算的统计数字，平均每个

中小学学生的年公用经费定额，1983年比1965

年分别增长了30%和220%。从增长幅度上看，
增加的比较多，但造成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增

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据辽宁、湖北、江苏、
北京等省、市财政、教育部门调查，涉及教学

用品的物价因素上涨了45-60%；修建材料，
平板玻璃、松杂木、钢材、水 泥 上 涨一至二

倍；实物消耗量增加，扩大了开支范围，如教

室照明增加支光；过去大部分学校用河水、井

水不花钱，现 在城市、县 镇学校普遍用自来

水，很多农村集镇也有自来水；过去学校很

少有电话，现在农村中心小学以上都装上了电

话；教职工和学生订阅报纸杂志也有增加，编

写 补充教 材，印发复习资料，增加了纸墨开

支。因此，开支大大增加了。在设计拟订公用

经费的定额标准时，一定 要考虑物价变 动因

素，要使定额能够满足中小学教学工作的正常

需要。
五、关于中小学教学设备费和房屋修缮费

定额

要办好中小学教育，必须具备基本的办学

条件，要按照不同类型的学校，根 据教学计

划，教学质量的要求，配备适当的教学仪器。
如中学理科（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地理）教学仪器配备项目，按照教育部1978年

12月25日的规定，以平行班六个班，每班50人

为标准计算，按定额配备的教学仪器折价：县以

上重点中学46，120.45元，一般中学21，978.75
元。如按五年更新，则每个学生每年的教学仪

器设备费为：重点中学30.74元，一般中学14.66
元。小学数学、自然教学仪器的配备，按照教育

部1984年 5月 4 日规定，以平行班六个班，每

班45人为标准计算，配备教学仪 器按定额折

价：县以 上的实 验小学 或 城 市中心小学

3，162.65元，区、乡中心小学和城镇一般小学

1，911.82元，农村其他不同形式的小学539.16
元。如按五年更新，则每个学生每年的教学仪

器设备费分别为2.34元、1.42元、0.40元。
校舍规划面积定额，按照教育部1982年 4

月16日的规定，城市一般中小学每个学生应占

有的校舍建筑面积为：完全中学（18-30班）4.7

- 5 m 2，初级中 学（18-24班）4.6-4.8m 2，
小 学（18-24班）3.6-3.8m 2。定 额的上限

适用于规模较小的学校，下限适用于规模较大

的学校。中小学规模小于18班的，定额可适当

提高。县镇和农村中小学的 校舍规划面积定

额，应低于城市一般中小学每个学生应占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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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建筑面积。根据国家城建总局1980年 7月

10日关 于 房屋维修费每年每平方米2.1元的规

定，适当考虑近几年木材、水泥、玻璃、钢材

等维修材料的价格上涨，如按每年每平方米2.5
元计算，则城市一般中小学每个学生占有的校

舍建筑面积维修费 为：完全中学11.75-12.5
元，初级 中学11.5-12元，小 学 9-9.5元。

所以，对中小学教学设备费和房屋修缮费

定额，应从实物需要量考虑，即按实物定额标

准，再以货币金额计算。
六、关于中小学教育经费定额核算的计量

单位

目前中小学教育经费定额核算的计量单位

很不一致，同一种费用有的地区按人计算，有

的按班计算，由于每班学生名额有多有少，很

难有个统一标准。因此，我认为，人员经费部

分应以教职工与学生的编制比例，核定定额为

好，公用经费部分以学生人数为单位计算为好。
关于计算费用的时间，按照现行中小学校

历，教职工人员工资按十二个月、公用经费按

十个半月计算。
七、关于制订定额的权限

按照“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

体制，对中小学教育经费定额的制订权限，不

宜搞全国“一刀切”的定额，应根据各地的实

际情况，采取分级制订的办法，即经费由哪一

级拨，定额由哪一级定。但上级财政部门要有

原则规定，并负责组织协调。

问题探讨

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标志是什么？

编者按：从党的十二次 代表大会到下一次 代表大会的五年间，争

取实现国 家财政经济状 况的根本好转，是新时期总任 务的要求。明确

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标志，有利于正确部署近期的财政经济

工 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尽快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为此，本刊从这一期起陆续刊登探讨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标志的

文章，并开辟为 实现财政经济状 况根本好转献计献策专栏。希望 大家

深入探讨，积极献 策。

最近，国家计委研究室邀请有关部门的一

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讨论了实现国家财政 经 济 状 况根本好转的问

题。大家认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

转是“七五”计划的一项重要任务，“七五”计

划的指导方针和准备实行的政策措施必须体现

这个任务的要求。但对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

好转的标志是什么，则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

转的主 要 标志 有三：一是财政、信贷实现平

衡；二是产业结构合理，能源、交通和原材料

供应紧张的问题得到解决；三是经济效益有明

显提高，工业生产实现利税与产值同步增长。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次财政经济状况根本

好转的主要标志应当是消灭财政赤字、消灭通

货膨胀，实现财政、信贷平衡。他们认为，即

便是适度的、轻微的通货膨胀，也不会有什么

好处，而且会加剧现存问题的严重性。有的同

志进一步指出，消灭财政赤字要在财政收入增

加，必要的开支得到保 证的 情 况下实现。因

此，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主要标志，应当

是国家财政在保证重点建设和保证人民生活水

平继续得到改善的前提下实现收支平衡。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在好多问题出在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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