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约经费 开支  支援重点建设

本刊评论员

最近，财政部根据 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大

力节减行政事业经费，要过三年紧 日 子 的 精

神，发出《 关于控制行政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

费开支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通

知精神，研 究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发动群众，
认真贯彻执行，尽可能地 多节约经费开支，支

援国家重点建设。
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

发展，行政、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费开支适当增

加一些，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有些费用

增加得过快过猛，行政管理费开支 的 增 长 幅

度，超过 了工 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 入的增长速

度。1982年与1978年相比，工 农业总产值和国

民收 入分别增长32.6% 和27.8%，而行政经费

开支却增长68.1%，且有继续增长之势。这是

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这几年，很多地方

和部门根据 国务院 关于严格控制经费支出的精

神，在经费管理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 了管

理，有的费用有所节减，但也还存在着控制不

严，用钱不 当的现象，有的还比 较严重。有的

单位人员增加过多，失去控制；有些单位用公

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挥霍国家资金；还有

些单位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不讲资金使

用效果；有 些 单 位 巧立名目，滥发奖金、津

贴、实物等；贪污盗窃、私分公物的现象也屡

有发生。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仅增加国家财

政负担，影响四 化建设，还将损害党和政府同

群众的关系，腐蚀干部职 工 的 思 想。大家知

道，现在我们是在财政比 较困难的情况下进行

四 化建设的，过几年紧日子，把节省下 来的钱

支援国家重点建设，发展国民经济，这是全局

的需要。生产建设开支要注意节约，要克服重点

建设重点浪费的现象。非生产性开 支，包括行政

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费中的相当的部分，尤其

应当注意节约。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职工

进行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思想教育，另一方

面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进一步控制行政、事

业经费和企业管理 费开支。
加强编 制管理，严格控制人员经费和奖金

发放，是节约经费开 支的重要方面。1982年行

政经费全国平均每人开 支 二 千 多元，这就是

说，多增加一个人，国家每年要 多开支二千多

元，如果把人员编 制压缩到最低限度，一年就

可 以 节减大量的经费开支，用来支持国家的经

济建设。同时，还要看到，人员偏多，编 制失

控，不仅增加经费开 支，也不利于提高工作效

率，改进工作作风。因此，编 制工作应 当在搞

好行政、事业 单位 定编工作的基础上，切实加
强日常编制管理工 作。各级行政、事业单位，

都 应 当 结 合管理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实行

定编 定员，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要严格按照

批准的编 制执行，不能擅自和 变相增加编制和

人员。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编 制人数核

拨行政、事业经费。各单位还必须切实执行国

家规定的职工 奖金、津贴、补贴、福利制度，
凡是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扩大发 放 范 围 和项

目，提高发放标准的，都要坚决纠正。
公 用经费和企业管理费还大有节约潜力可

挖。行政、事业单位的公用经费和企业的管理

费中，有些是工 作和生产所必需的，应当予以

保证；有些是属于行 政 性 开 支，应当进行压

缩。据 了解，这几年行政管理费中公 用部分的

开 支比 重，已超过“人头费”，这种情况是过

去所没有的，其中有合理的部分，但也有不 少

是可花可不花的，甚至有漏洞和浪费现象，如
果再不严加控制，将更加剧国家财政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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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政部发出的《 通知》要求，1984年行

政单位的公 用经费，除业务费外，其余部分要

比 1983年实际开支压 缩10—20%；事业单位的

行政性开支，也要根据各自情况进行压 缩；企

业的管理 费，除工资、职工 福利基金、工 会经

费、折旧 费、生产性修理费等可按国家规定提

取和开 支外，其余项目应 当 比 上 年 实际开 支

压缩20%。只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压缩不必

要的会议，节约使 用公 用经费，整顿宾馆和招

待所的收 费标准，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

玩水，等等，压缩开支的要求是可以 实现的。
另外，为 了保证行政、事业单位正 常经费的需

要，任何单位都不能挪用行政、事业费去搞基

本建设。
加强物资管理，做到物尽其用，是提高资

金使用效果，节约经费开 支的重要措施。要挖

掘物资使用方面的潜力，能不 购置的，就 不要

购置，以 减少闲置积压。对于行政、事业单位

购置消费性的高级家具、设备，要从严控 制，

严格审批。对业 务需要的各种设备、材料的采

购，也要有计划地进行，防止重复购置。对大、
中型设备要提倡专管共 用，有些设备本单位利

用率不高的，可面向社会，对外开放，长期闲置

的，应设法调出。为 了摸 清家底，各单位应当进

行一次 清仓查库，建立、健全各项 管理 制度。
控制经费开 支，还必须加强定额管理、预算

外资金管理和差额预 算单位的收 支管理。科学、

合理、先进的定额，是分配资金，检查资金使

用效果的尺度。各级财政部门要配 合 主 管 部

门，尽快制定和调整经费预算定额。凡是已经

有定额的 支出项目，要按 定额核拨经费。一时难

以 制订定额的项目，或者不能按 定额核算分配

经费的，要重新审定预算基数，预算基数过高

的要减下 来。在预算执行中，事业计划、工作

任务有较大 变动的，也要及时调整预算。目前

不少单位的预算外资金 管 理 混 乱，开 支有浪

费，有必要进行一次 检查和整顿，切 实加强管

理。按规 定应纳入预算内的收 入，都要纳 入预

算管理。预算外资金应 当主要用于事业 发展和

改善工作条件，真正 起到补充预算资金不足的

作用。各单位所有的预算外收入，都要通过财

会部门统一管理，坚决取缔“小钱柜”。实行差

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要合理组织收 入，节

约使 用资金，严禁乱收费、擅 自 提 高收费标

准。凡 未报经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

收 费办法，都要停止执行。
控制行政、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费，是关

系到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项重要工

作。建国初期，毛泽东同 志 曾 把“国家机构

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作为获得财政经济情况

根本好转的三项 条件之一。当前，在国家建设

资金还不 充裕的情况下，每一个干部职工都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
为四 化建设贡献力量。要大力表扬遵守财经制

度，节约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也要认真

查处严重铺张浪费，违犯财经纪律的案件，决

不让那些违犯纪律的单位和个人在经济上占到

任何便 宜。我们相信，随着整党工作的深入开

展，必将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加强纪律，克服浪

费，使控制行政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 费的工 作

取得良好的成效。

问题解答

职工可否用国库券抵还借欠公款？

关于职工用国库券抵还所欠公 款的 问 题，财政

部、人民银行去年 曾 联 合下发（83）财综字16号和

（83）财综字53号两个通知。通知明确规定：过去职

工借欠的公款，原则上应当归还现金，但对调离本地

区和本部门的职工确实拿不出现金归还的，经本单位

领导同意后，可用职工本人购买的国库券抵还所欠公

款。职工抵还的国库券，可连同已到期的利息，一并

计算折还。利率按国库券条例规定的利率计算，满一

年的算一年，不满一年的不算利息。各单位收回抵还

职工借欠公款的国库券，由本单 位自行保存，到期兑

取本息，在会计帐务上，一面核销职工欠款，一面增

加库存国库券，

各单位对此要严格掌握， 不调离本地 区 和本部门

的职工，一律不得用国库券抵还借欠的公款。抵还借

欠公款的国库券，只限本人购买的，不能用 亲友的国

库券抵还借欠公款。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债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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