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5元，而且上海地区伙食标准規定，主食絕大部分

是大米、面粉，副食除每一学生每天保証有十两以上

的蔬菜外，每月还可吃到五斤至八斤的肉、魚、蛋等葷

菜。这样的伙食标准，显然是超过了当地劳动人民的

生活水平。据上海市統計局統計，該市职工（連家屬

在內）平均每人每月伙食費为 10.48元，职工的副食

品，一般也沒有达到学生的水平。
这样高的伙食水平，对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作风

幷沒有什么好处，同时也会助长他們留恋城市生活，
使毕业生的分配增加一些困难。例如华东 师范大 学

某毕业生分配到江都县中学当敎員，这个学生一直不

安心工作，并向領导上提出要牛奶、白糖、棕床等不

合理的要求。
根据以上情况，我建議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克服

助学金的浪費現象。（一）适当地紧縮助学金預算与

享受比例；（二）取消寒暑假发放助学金的規定，个

別学生确有必要回家且路費困难的，可酌 情給以 补

助；（三）过去有些学校領导上对助学金的管理重視

不够，特別在助学金的評定上，有的学校怕影响学生

团結，不敢讓学生民主評比，单純由学校管理人員确

定。今后应改变助学金的評定办法，可以在学生中进

行民主評比；（四）对学生加强艰苦朴素的敎育，坚

决批判那些乱花助学金的現象；（五）学校有关領导

（特別是总务长）要重視这一工作，要定期檢查。

关于河南省改进省和县市間的

財政管理体制問題
陈 淇河南省財政厅厅长

为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支范圍，使地

方能够有一定数量的机动权力来安排地方的各項生产

建設事业，以便进一步发揮地方管理財政的积极性，
去年11月間国务院頒发了关于改进財政管理体制問題

的規定。无疑，这一規定貫彻执行以后，地方財政在

組織收 入与节約支出方面，将更能发揮积极的作用，

地方財政工作将更能适应新的生产建設高潮，幷促进

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現在的問題是：省是否应該划分一部分权限給县

市，使县市也有一定的机动財力来安排县市范圍的生

产建設事业。河南省經过多次討論研究，認为是必要

的。从省級財政来說，实行新体制后，过去中央直接

管理的在地方的企业与事业，大部分要划归地方来領

导，那些不划归地方領导的大型企业，也要由地方来监

督，地方各項正常的事业发展与行政經費，将全部由

地方来安排，省范圍的財政、信貸、物資三者的平衡

工作也須加强，地方的責任确实是加大了，如果原来

屬于省管理的一些企业与事业不同时适当的划一部分

由县市来管理，省級的具体事务必然增多，不仅省級

机构难以精簡，而且存在于省級的某些主覌主义与官

僚主义也难于有效的克服。从县市来說，过去虽然也

有一些机动財力，如划归县市的有农业稅和工商业稅

附加，县市財政每年的年終結余大部分留归县市等，
但从实际情况看，县市預算的安排不是年初一次可以

定下来的，一般的情况是年初編一次預算，在年度預

算执行过程中，还要編造若干次追加預算，省級还要

自上而下地分配若干次支出預 。这样的財政管理方

法，不仅上下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繁杂手 續，而 且

县、市难以有計划地因地制宜的安排工作。为了减少

不必要的繁杂的事务手續，为了克服領导机关的官僚

主义与主覌主义，特別是为了进一步发揮县、市一級

財政的积极作用，使之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

形势，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在中央下放給省一部

分財政管理权限以后，省对县市，也应該同时适当地

下放一部分財政管理权限。
要下放給县市一部分財政管理权限問題确 定以

后，紧接着就是如何下放的問題，卽收 入划分什么，

支出划分什么，划分收入和支出时存在哪些問題，須

要研究解决。以上三个問題在河南省是这样考虑解决

的。
（一）对县、市划分收入問題，是否应該完全按

中央对省的办法，卽划分三种收入給县市呢？应該具

体分析一下：
首先，中央划給省的收入，有固定收入一項，省

对县、市有无必要确定固定收入？研究的意見是，必

要性不大。为了保証各級財政收入大体平衡增长，在
划分收入的时候，应該注意肥瘦配搭，一般說，农业

稅增长慢一些，工商业稅和企业收入增长快一些，其

他零星收入則仅能維持現状或略有下降，而且固定收

入中的地方各稅和其他收入两項，河南全省一年不过

3，000万元，仅占收入总額的 4 % 左右，占全省 正 常

支出不到10%，因此为了避免划稅工作中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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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保証各級財政大体平衡发展，省对县、市不再确定

固定收入一項。
中央划給省的企业收入，划不划給县、市？我們

曾經考虑过这个問題，意見是：国营商业利潤除煤建

以外，比較普遍的分散在各县市，且为数也較多，为

了加强县市对这些企业的监督，可以划給县、市。河

南計划按中央划給省的部分划給县、市50%，卽国营

商业利潤总額，中央80%，省10% ，县、市10%。中

央划給省的其他国营企业利潤，則不划給县、市，原

因是数字不多且比較集中，大部分在市，而原有市級

財政組織的收入是比較多的，市級財政的正常年度支

出，占原有收入总額的比例只不过12%，因此，不再

需要国营企业利潤来解决市級財政的正常支出。
中央划給省的調剂收 入比例是31.83% ，省对县、

市在划分收入时，是否要受这个比例的限制？我們研

究的意見是可以不受这个比例的限制。如果每个县、

市的調剂收入均不得超过31.83%，則全省将有 76 %
以上的县、市收入小于支出，必須由省另外 补 助 現

金，这样不仅增加了事务，而且不少县市自己組織收

入增长的部分，将难以保証正常支出必要的增长。同

时，从全省看，县級分成比例大于 31.83 %，市級分

成比例小于31.83%，全省算总帳大体接近中央 划 給

省的比例。
这样划給县、市的收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营商业

利潤固定比例10%，一种是調剂分成收入，包括农业

稅、商品流通稅、貨物稅、营业稅、所得稅、地方各

稅、企业收入（包括省营企业）、公債和其他收入。
县、市正常年度支出，除去划給的国营商 业 利 潤以

外，其余部分占县、市以上各項收入总額的比例，卽

为县、市的調剂分成收入的比例。如果个別地区收入

总額小于正常支出，在收入总額全部划給这个地区以

后，收入仍不足正常年度支出时，其不足部分，另由

省补助現金。但是，应該說明，这样划分收入以 后，

各县、市应該注意防止只抓大宗收入，不重視小宗收

入的偏向。为了增加財政积累，大宗收入不能放松，

合理的小宗收入也不应該忽視。小宗收入在一个县或

一个市来說，数字虽然不算大，就全省說，数字就很

可覌。其他收入是最零星的，但是每年全省約收1，000

万元左右，可以办很多事情。
（二）县、市正常年度支出数字如何計算問題，

河南省打算基本上按照中央对省的办法，卽按1957年

的支出預算减去特殊性的支出后，卽为正常年度支出

数字。屬于基本建設投資、自然灾害救济、堵口复堤

經費和其它一些特殊性的开支（如个別地区的水利糾

紛开支、烈士追認經費、灾区的修繕費等），均由省

另行撥款解决，屬于应該增加的流动資金，也由省撥

款或貸款解决。我們認为，正常年度支出 基 本 上 按

1957年預算数計算，对县、市来說，是有好处的，因

为实际支出数字，一般少于預算支出数字。但是計算

县、市正常年度支出时，在河南有两个較为突出的問

題，需要加以解决，一个是1957年发展的 敎 育 事 业

（卽增加的敎职員工）在支出基数中只有 5 个月左右

的經費，明年也須全年开支，这笔增加的开支，中央

对省不另外解决，由省从明年增加的收入中来解决。
鉴于县級收 入增长較慢，为了减少县級在这一方面的

困难，准备在計算1957年的支出基数时，加上这一笔

支出数字。另一个是新发展的城市，正常支出仍未稳

定，行政編制还可能有所增加，对这些市，在 計算

1957年的正常支出基数时，应該結合1958年发展情况

加以照顧。在解决了上述二个問題以后，县、市1958

年的正常支出，就有了比較可靠的保証。
省对县、市的收入和支出，按照上述办法划分了

以 后，准备三年不变。个別县、市由于收入总額不足

正常支出，由省另行撥款补助的，其补助金額，也三

年不变。今后三年，屬于正常的支出，均由县、市自

行安排。另外，从1958年起，县、市的年終結余，全

部留給县、市，由县、市在下年度安排使用；在三年

以內县、市自行投資举办的企业和事业，如有利潤也

全部归县、市。
（三）收支划分的原則定下来以后，在实际划分

收 入和支出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須要 加以 解

决。在河南发現比較大一些的問題，是：
（ 1）有少数县、市的工商业稅，按照国民經济

計划計算，1958年比1957年有所减少，也有些县、市

增长过多。为了保証县、市預算的平衡发展，我們对

这些增长过多和有所减少的县、市，均进行了适当的

調剂，卽在研究1957年收 入基数时，参照1958年的情

况加以增大或减少。
（ 2）1958年和县、市分成的企业利潤，有些单

位1958年收入比1957年减少。为了避免因下放企业造

成县、市困难，对这类企业，在計算1957年收入基数

时，一律按1958年計划数計算。另外，也有一些1958

年新开工生产的企业，划归县、市分成以后，也适当

地增加了1957年的收入基数。
（ 3）在解决了以上两个問題以 后，各县、市的

收 入增长比例，仍是不够平衡的。一般說，这种不平

衡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由于經济条件不同，其

收 入增长比例仍有过多和过少的現象。从河南看，有

一个县1958年增长40余万元，有一个县增 长 30余 万

元，另外有五个县只增长几千元或者不增长。为了保

証各县、市的收入均有增长，幷尽可能做到大体平衡

（絕对平衡不可能），我們实行了抽肥补瘦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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卽从富县抽回一些現金补助穷县。对收入增长超过20
万元，增长比例超过10%的县，抽回一部分現金，补助

那些收入增长不到 3 万元的县；对几个省轄市也个別

做了一些抽肥补瘦的工作。实行了抽肥补瘦以 后，各

县、市收入增长的比例，就比較的平衡了一些。从115
个县（市）看，1958年收入平均增长比例为 5 %，其

中增长10%以上的有11个县、市，增长 5-10 %的有

31个县市，增长3-5%的有46个县市，增长1-3% 的

有27个县市。从增长金額看，每县平均增长8.15万元，

最高增长32万元，最低增长 3.1 万元。从九个省轄市

看，1958年收入平均增长比例为11%。如果除去对几

个新市（三門峽、平頂山）的特殊照顧外，平均增长

比例为 7 % 左右，最高的市为11% ，最低的为 3 %。
从增长的金額看，平均增长37万元，最高96万元，最

低10万元。这里所說的收入增长比例和增长金額，都

是按1958年收入預算做計算的，实际执行的結果和这

个預計数将会有很大出入。因此，只要收入增长比例

大体平衡，就可以定案，同时，現金的抽补，只能暫

定为1958年。1959年以 后，还需要看看实际执行的結

果，另行具体研究。
財政管理体制改变以后，各地最大的顧虑是，如

果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以致影响收入不 能 保 証 支出

时，怎么办？我們研究的意見是：第一，农业稅依法

减免后，其实际收入达不到收入基数的部分，由省另

行补助現金，第二，由于灾情影响其他各种收入，县

、市收入总額不能保証1958年最低限度支出时，也由

省另行补助現金。
按照上述办法，划分省和县市的財政管理权限以

后，一般說，对县市一級財政是做了适当的照顧的。
是不是分散了資金，影响了省范圍內的重点建設？有

些同志很担心这个問題。我們初步核算 的 情况是：
1958年我省地方收入比1957年正常支出基数的增长数

額，县、市增长部分約占45.6%，省級增长部分約占

54.4%，从今后三年看，农业稅增长比例是比 較 少

的，而在县級收入中农业稅占的比例比較大，改革財

政体制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县、市增长的收入占全省

对“关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單位工作人員差旅

費开支的几項規定”的几点認識

余 进

最近財政部頒发了“关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工作人員差旅費开支的几項規定”（以下簡称差

旅費規定），于今年 1 月1 日起試行。这一差旅費开

支規定，是符合党和政府勤儉建国的方針和同群众同

甘共苦的精神的，幷且在改变过去差旅費中一些不合

理現象的同时，也适当照顧了出差人員的生活費用，

因而从目前情况来說，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适当的。
現在想就个人对其中一些問題的理解，提出以下几点

認識：
（一）差旅費开支規定，統一了国 家 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的开支标准。过去由于客覌 条 件的 限

制，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差旅費开支，都是

由各个地方和各个企业、事业系統根据具体情况，分

別規定的。这样就形成了地区之間、系統之間、上下

（中央与省、市、自治区）之間在标准上的不一致。
这种不一致，一般表現在：国家机关的开支标准低于

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又低于企业单位；同一地区的

工作人員到同一地区去出差，或者几个同类工資地区

的工作人員到同一地区出差，由于出差人員的工作部

門不同，而享受的出差待遇也不同。这是不合理的，
应当改变。差旅費規定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的差旅費开支标准作了統一規定，这就消除了过去地

区之間、系統之間和上下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基本上

解决了差旅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二）差旅費开支規定中明确了出差的范圍。过

去对出差的范圍沒有明确的規定，因而在差旅費标准

中要考虑一些本不必考虑的問題。这次在差旅費开支

規定中明确規定了“工作人員在外地进行工作，其工

作性質就是本身經常性的业务，不得視为出差”，这

是很恰当的。因为有些工作人員虽然在外 地 进 行 工

作，但这本来就是他們經常性的业务，如交通运輸部

門的火車、輪船、汽車、飞机的司机、駕駛人員和服

务人員，邮电部門的邮电递送人員，商业部門的推銷

人員以及基本建設、勘察部門的施工和野外勘探人員

等。他們是經常在外地工作，而在外地工作又是他們

本身的經常业务，所以不能認为是出差。至于对这些

經常在外地进行工作的人員，应否給予津貼，这不屬于

差旅費开支規定范圍內的問題。与此相反，有些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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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部分，可能要少于45.6%。为了照顧这个情

况，在改革財政管理体制的第一年，使县、市收 入增

长比例稍微大一点，我們覚得是适当的。如果計算今

后三年的收 入增长部分，大体是省六县四，卽收入增

长部分，省占60% ，县市占40%。这样，一方面可以

发揮县、市一級財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致于使資

金过于分散，影响省范圍內的重点建設。
改进財政体制以后，一般說，屬于正 常 支 出 范

圍，应該由各級財政自行安排，省和专区各主管部門

和县、市一級財政，不再发 生“条 条”关 系 了。但

是，各县、市应該保証国民經济計划中的各項主要建

設事业計划的实現，省級各主管部門还有监督檢查的

責任，同时，屬于各項事业費用的定員定額和开支标

准，仍然应該以省級各主管部門为主，会同財政部門

共同研究修改或重新拟定。至于在計划以外，省或专

区指定县、市必須举办的事項，則应該按照誰出主意

誰拿錢的原則，由省、专另行撥款。
財政管理权限的划分，是一項新的制度改革，从

中央到省、到县、市都无經驗，各項数字的計算，也

只是一个大体輪廓，和将来的收支实际，可能有較大

的出入。因此，管理权限划分之后，不应該定得那么

死，应該看一年再說，如果有較大的出入，第二年还

应該做一些必要的調整。
財政管理权限划分以后，不論省和县、市的权限

和責任都加大了，我們必須兢兢业业，認眞学习，把
工作做好。随着体制的改变，一般說，按照政策組織

收 入和合理安排与节約支出的积极性将得到进一步发

揮，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应当注意从整体出

发，防止可能发生的本位主义情緖和局部覌点。有計

划按比例的发展經济，是必須坚持的原則，省級应該

加强綜合平衡工作，县、市級应該服从国家的統一計

划，凡是屬于全国和全省的建設和事业发展計划，地

方应当保証实現；凡是屬于国家統一的規定和制度，
地方应当严格遵守；各地举办的基本建設項目，必須

报告省計委或轉报中央审核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保

持国民經济各个部門的协調和平衡发展。

員，虽然到外地出差的次数多、时間长，也应屬于出

差的范圍。如檢查、监察人員在外进行調查和檢查，
是要根据发生問題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出差的次数和时

間，虽然他們在外出差往往是次数多、时間长，但其

工作性質与上述人員不同，仍应屬于出差的范圍。
（三）差旅費开支規定中訂定的一些标准比較合

理。一般說来，这一規定在开支标准的訂定上是有好

些改进的，如途中伙食补助費的标准，規 定不 分 級

別，凡出差乘坐火車的，每人每日补助一元二角；乘

輪船、长途汽車和其他交通工具（步行同）的，按途

經地区的不同生活水平，而发給不同的补助。因为現

在通行火車的地区，物价相差不大，除乘輪船、长途

汽車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可以按途經地区的不同生活

水平而訂定不同的补助标准外，对乘坐火車出差的，

規定一个全国一致的标准，在計算上比較簡便，也較

合理。又如：住勤費标准也比以前規定得合理了，这

主要表現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按地区分类訂定不同的

开支标准，旣考虑到出差人到达地区的生活水平，也

考虑到出差人出发地区的生活水平，这比过去只考虑

到达地区生活水平的作法合理得多了；另一方面，住勤

費分在机关內搭伙或在农民家搭伙和在外买吃的不同

情况，而訂定不同的标准，这也是一种合理的改进。
因为出差人在机关內搭伙和在外买吃的花費 是 不 同

的，分別情况訂定不同的补助标准，不仅照顧了出差

人員的不同需要，而且也照顧了企业、事业人員出差

在外买吃較多的情况。
（四）几个值得进一步考虑的問題。差旅費开支

規定，如前所述，是解决了过去差旅費中存在的一些

主要問題，改进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而 是正确

的。但是，由于我国幅員辽闊，情况复杂，一个在全

国推行又适用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規定，
很难一下子就規定得十全十美，所以也还需要在实踐

中逐步加以改进。就个人所見，在試行这一規定时，
有以下两个問題还值得进一步考虑：

（1）执行差旅費开支規定后，上下之間标准上

的不一致情况还不能完全避免。由于差旅費开支規定

只規定到省境以外，省境以內的标准，还 需 由 各 省

（市、自治区）自行規定。这样，如果几个省的生活

水平相近，而差旅費标准規定得不同，那么外省人員

同省（市、自治区）內人員共同到一地出差，就可能

出現待遇不同的情况。这一問題，在全国統一規定內

是难以 解决的，主要还須由各省（市、自治区）在規定

本省（市、自治区）的开支标准时，多注意一下毗邻

地区的情况，使情况相差不多的地区，規定的标准大

体相平。財政部也可考虑在这方面多做些平衡工作。
（ 2）住勤費分在机关搭伙和在外买吃两种补助

标准，这是合理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这样規

定比較难于掌握，在財务手續上也要增加一些麻煩。
因此，个人認为，在具体执行中，一方面要靠出差人

自覚；另一方面，各地区、各系統和各单位也要制定

一些具体規定，幷多做必要的解释和說明，以便上下

認識一致，减少推行中的阻力。
以上系个人看法，不一定妥当，希望同志們批評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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