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规介绍中华全国总工会、财政部、国家统计局

发出《关于重申按工资总额组成规定拨交

工会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本刊讯：最近，中华全国总工会、 财政部、 国家统计局以工总财字〔1987〕 1 号文件联合发出 《 关于重申按

工资总额组成规定拨交工会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现全文刊载如下；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第二步利改税的实行，一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用工制度、 工资形式、 收

益分配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少数单位和地方对计拨工会经费工资总额的理解和执行上不一致，出现了一些漏项少

计或增项多提的现象。为正确解决拨交工会经费中存在的问题，现根据财政部、 全国总工会 《关于恢复企业 、 事

业、机关的行政方面拨交工会经费的联合通知》 重申如下：

（一）所有成立工会组织的单位计拨工会经费的工资总额，一律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暂行规

定》 、《 劳动工资统计主要指标解释（1985年 9 月）》 等有关规定执行。即：不论是进成本（费用）的，还是企、

事业留利或其他资金中支付的工资、 奖金、 津贴， 属于工资总额组成范围的，一律计拨工会经费， 国务院及财政

部、全国总工会另有规定者除外。

（二）实行多种形式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单位，如商业、饮食服务以及农、林、 牧、渔等企业，应按承包 单位

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计拨工会经费；难以 计算的，可以按发包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的工资总额计拨；无

论何种承包形式，都应将工会经费承包进去。

（三）实行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建筑、安装、施工企业，实行 “吨煤工资含量包干”的煤矿企业以

及按收入提成工资的单位，均应按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总额计拨工会经费。

（四）文化、 教育、卫生、科研等事业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无论是由事业费开支的，还是由事业收

入中发放的， 属于工资总额组成内的工资、 奖金、 津贴等，均应按规定计拨工会经费。

（五）集体所有制单位凡有工会组织的， 无论是税前由成本（费用）中列支的，或是税后由企业留利和其他

资金中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劳动分红）、 津贴等，属于工资总额组成内的，均应计拨工会经费，并按税收

有关规定列支。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总额组成按国家统计局统一规定执行。

（六）企业、事业、 机关、建设单位、 施工企业、地质勘探单位的行政方面拨交工会经费的帐务处理，按财

政部有关规定在 “企业管理费” 、 “商品流通费” 、 “经费支出” 、 “地质工作费”等科目的有关细目中列支。

（七）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总工会、 财政厅（局）等有关部门， 可根据本通知的规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

况制定补充规定。

法规介绍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出《关于1 987年

中央级基本建设单位若干财务问题的通知》

本刊讯：为了加强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计划，切实搞好增收节支，努力降低工程造价， 保

证建设资金合理使用，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最近发出 《关于1987年中央级基本建设单位若干财务问题的通知》 内容

如下：

一 、 各部门应根据国家批准的年度基本建设 计划认真编报年度基本建设财务计划。 各部门和建设单位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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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投资额，必须控制在国家 计划确定的年度计划指标内， 不得突破。 1986年应完未完工程， 在1987年继续施工

的，必须纳入计划，统一安排。

二、 各部门上年结转的拨改贷指标， 应在1987年计划安排的拨改贷指标中如数抵顶，纳入当年计划（建设单

位上年结转的建行基建贷款指标亦应纳 入当年投资计划，如数抵顶当年贷款数）。少数建设项目1986年计划投资

已报全部完成，因未及时结算应付未付 工程款形成年终拨改贷指标结余， 1987年不再安排预算投资的，由经办行

签注意见后上报主管部门汇总， 由主管部门报送建设银行总行正式批复后给予办理用款手续。此项工作限在1987

年 6 月30日前办理完毕， 逾期不予办理。

三、各部门应将年度基本建设计划报送建设银行总行。在国家年度基建计划尚未确定前， 可先提出第一季度

用款计划安排（不包括新建项目），并抄送给项目所在地区经办行（建贷项目还应抄送省分行）， 据以下达第一

季度拨款限额和贷款指标（计划）， 掌握拨（贷）款支出。
四、实行拨改贷的建设项目， 应按国家计委、 财政部、 建设银行计资（1985）2062、（1986）1826号文件规

定抓紧与建设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即总合同）， 据以明确经济责任， 供应和使用资金。由于特殊原因，签订借款

合同确有困难的， 经建设银行总行同意后， 可根据设计任务书等文件先签订临时借款协议，同时根据批准的年度

基建计划签订年度借款合同。凡是没有办理借款手续的，经办建设银行不得贷款。

五、 实行建设银行贷款的建设项目，应按照建设银行（86）建总信字第 199号 文件规定，与建设银行签订借款

合同，并将产权属己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或由具有支付能力的法人提供担保， 据以取得并支用贷款。凡是没有提

供或办理贷款担保手续的， 经办建设银行不得贷款。
六 、 实行拨款的建设项目，应按照规定的范围和项目管理权限， 大中型项目在国家计划中确定；小型项目由

各部门在国家核定的拨款投资内安排，并需经各地建设项目经办建设银行审核确认， 各级建设银行应严格按照国

家计划、建设程序、 财政预算和工程进度办理拨款， 加强监督。

七、 各部门和建设单位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必须控制在国家核定的计划指标之内，其资金应当专户

存入建设银行， 实行先存后批、先批后用、 存足半年才能使用的原则，由建设银行进行拨款监督。

八 、 1987年基本建设储备资金的管理，根据谁给投资谁解决储备和支持国家重点建设的原则，优先安排国家

预算内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家预算拨款、 拨改贷项目资金的需要， 在资金尚有余力的前提下， 对国家计划利用建设

银行信贷资金等安排的建设项目 可以酌情给予储备贷款。

建设项目为以后年度储备设备材料所需资金， 应首先动员内部资源解决， 资金不足的， 编制年度基本建设储

备贷款计划并附基本建设储备清单， 送开户建设银行审查签注意见后上报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统一平衡并根据

实际需要编制部门年度基本建设储备贷款汇总计划， 报送建设银行总行审核。

九、基建贷款项目在合同确定的还款期内， 应分别编制基建投资年度与季度还款计划和基建储备贷款还款计

划，经开户建设银行签证后上报主管部门审查汇总， 报送建设银行总行。

开户建设银行应按照有关规定，督促贷款项目 按期归还贷款， 执行还款计划。 贷款项目按照规定用于偿还贷

款的各项资金，不得挪作他用。

十、从1987年起， 不再核给停缓建项目维护费。停缓建单位要积极开展生产自立，以收抵支，努力减少支出，

其所需的维护费用由自有资金解决。

十一、 1987年各部门和建设单位按规定实现并应当上交财政的投资包干结余和基建收入， 应通过当地建设银

行及时上交，不得随意挪用坐支。各级建设银行要加强对投资包干结余和基建收入的催交工作，督促及时交库。

十二、 各部门应对现有竣工收尾项目进行一次清理检查， 凡已符合验收条件又不及时办理验收手续或已承担

生产任务的建设工程， 一切费用不准继续从基建投资中支付，并取消单位和主管部门的基建试车收入分成，由建

设银行监督全部上交财政。

十三、 各部门和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严肃财经纪律，健全各项规章，节约使用投资，

努力降低造价，杜绝损失浪费，确保投资合理使用。对于违反国家规定的各种不合理摊派费用，有权拒绝付款。

十四、有关基本建设贷款指标、 拨款限额管理及建设单位固定资产折旧、投资包干结余和基建收入分成的处

理，以及国家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问题等， 均按现行办法执行。

十五、 由总行专用投资室经办的中央预算包干补助地方 “拨改贷” 和 “煤代油”投资管理的有关问题，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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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另文通知。
十六、各部门汇总的财务计划，应在三月底以前送建设银行总行，
十七、 地方级基本建设财务计划等问题， 由各地自行规定。

法规介绍《高等学校财务管理改革实施办法》简介

魏 伏 生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 《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 在完善和加强国家对高等学校的宏观指导和管

理的基础上，扩大高等学校的财务管理权限，进一步促进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国家教育

委员会、 财政部于1986年10月15日联合颁发《 高等学校财务管理改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 从

1987年 1 月起，已在全国高等学校施行。现将《实施办法》 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 改革了核定高等学校年度经费预算的办法

核定高等学校年度经费预算，过去采用的是 “基数加发展法”和 “单项定额法”。这两种办法都存在着许多弊

病。例如， “基数加发展法”是以上年核定的经费预算数额作为基数，加上按本年事业发展计划的净增学生人数

和其他新增项目计算出的经费增长额，作为本年度的预算指标。这种方法虽然计算简便，但很不合理。拿中央部

门所属高等学校来说，由于1978年以来大批学校上划时，学校的经费基数参差不齐，每生平均费用开支水平差别

也很大，加之新增学生经费又给得少，按照这种办法分配经费，造成了招生越多而经费相对越少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新的 《 实施方法》 规定：“高等学校教育事业费预算，由主管部门按照不同种类、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和

学校所在地区的情况，结合国家财力的可能，按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办法进行核定。”综合定额是把学生的全

部支出项目包含在一个定额标准之内，并按不同科类确定不同的定额标准。对因学校地理位置和某些特殊专业而

造成的经费支出的差别（如冬季取暖费和特殊专业伙食补助费等），采用增加综合定额系数的方法给予调节。综

合定额包括教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学生奖学金（人民助学金）、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其

他费用和差额补助费等。这部分经费由主管部门按照定额标准和学生人数核定下达。对一些变动较大，而又不便

于用固定定额计算的经费支出项目，则在定额经费之外，采用增拨专项补助费的办法，予以合理解决，如长期外

籍专家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和特殊项目补助费等。专项补助经费由主管部门按照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核定下达。

核定高等学校年度预算办法的上述改革，为学校在核定的预算总额内尽可能合理安排经费创造了条件，同时

也克服了经费分配中苦乐不均的现象，使同类学校的正常经费水平基本相当，有利于加强计划管理和预算管理，

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二、改革了高等学校内部预算管理办法

随着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 深 入 进 行，不少高等学校对学校内部的预算管理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

试，如对校内后勤单位试行各种承包制，合同制等，收到了一定成效。在总结这部分高等学校预算管理改革试点

工作的基础上，遵照《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关于 “改革教育体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精

神， 《 实施办法》 进一步明 确 和 强 调了在认真贯彻勤俭办学方针，严格遵守国家财务制度的前提下，高等学校

有权按照 “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自求平衡”的原则，自主统筹安排使用主管部门核定的预算经费。
并具体规定了管理学校后勤单位和校办工厂的两种办法：

1 、对主要为校内服务而又无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膳食部门、房修部门和汽车队等内部单位，可以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在保证提高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和不增加国家开支的前提下，实行定额承包或其他形式的经济承包责

任制。

2 、对既为校内服务又为社会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并有稳定性收入来源的校办工厂、出版社、招待所、劳

动服务公司等内部单位，在首先保证校内教学、科研等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独立核

算、 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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