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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要花在“刀刃”上
今年继续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
专家：下一步须建设效能政府，适当通过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根据预算安排，在连续多年
严控中央部门支出基础上，今年
继续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
出。同时，全力保障部门履职需
要，教育、科技不纳入压减范围。

此次各部门的预算公开信息
体现了上述要求。比如，国家体
育总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22
年预算数比2021年执行数减少
了40%，体育训练、体育竞赛等非
刚性支出均有大幅压减。中国银
保监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压减

500万元，减幅33.3%。

“节用裕民显得更为重要”

今年102个中央部门全部以
文字形式说明了贯彻落实过紧日
子压减支出等情况。“加大项目支
出预算公开力度，有利于督促各
部门改进预算编制、优化支出结
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也有助于
集中财政资金办大事，更好服务
党和国家大局，更好保障基本民

生。”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院长白彦锋说。

过紧日子，多部门压缩一般
性支出，压减空间从何而来？

白彦锋告诉记者，今年我国
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尽管去年
全国税收收入大增，绝对值增幅
为11.9%，但相对增速仍较缓慢，
尤其是税收负担在逐步走低，财
政收支矛盾较大，“这种情况下需
相应控制支出增速，以保证财政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央部门保
障重点支出，继续严控一般性支
出，节用裕民显得更为重要。”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公经费”今年仅压缩
5000余万元，同比仅降1.1%，几
乎已接近压缩临界点，今年中央
部门大幅度压缩一般性支出、非
刚性支出，未来中央部门经费压
缩还有多少空间，如何进一步节

流成为必须面临的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白景明分析称，今年中央部门压
减一般性支出力度较大，多个部
门财政拨款收入较去年下降，但
一味压缩也并非出路。他强调，
在当前财政收支为紧平衡状态，
收支矛盾较大的状态下，把钱花
在“刀刃”上更为重要，下一步必
须建设效能政府，适当通过绩效
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才能
达到少花钱多办事的效果。

》》解读

压减“三公”经费十多年后 中央部门今年再压减1.1%

37个中央部门继续压减“三公”经费

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
管理的“三公”经费，指中
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2016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各级政府坚持过
紧日子”后，“三公”经费一
直 是 主 要 压 减 的 支 出
之一。

今年有102个中央部
门公布了2022年预算，数
个部门的“三公”经费变化
情况也反映了收窄趋势。
与去年相比，压减“三公”
经费的部门从87个下降到
37个，有59个部门“三公”
经费与去年持平。此外，
增加“三公”经费的部门数
与去年相同，均为6个。

观点：
压减经费前提是
保持政府正常运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白景明认为，“三
公”支出是政府运转中的
必要支出。“确实有些部门
与去年是持平的，但这也
是正常现象。”白景明说，

“有些部门每个年度具体
情况不一样，可能今年恰
好用车多了一些，恰好因
公出国的任务多了一些，
那么‘三公’经费压减的空
间 可 能 就 不 大 ，或 者 持
平。”

白景明认为，压减经
费的前提是保持政府正常
运转，政府需要多少钱就
花多少钱，严格管理。

两部门“三公”经费压减超千万元

今年对“三公”经费的
压减，主要来自37个部门。

37个部门中，有2个部
门压减幅度超过千万元，
分别是应急管理部消防救
援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注：
中国人民银行不使用财政
拨款，其“三公”经费预算
属于非财政拨款三公经
费）。有14个部门压减幅
度在100万-600万元间，
有11个部门在10万-100
万间，还有10个部门压减
幅度低于10万元。

从压减幅度看，有4个
部门“三公”经费降幅超
40%，分别为北大荒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100%）、国
家能源局（52.61%）、国家
铁路局（42.72%）、中国作

家协会（42.02%）。而在
去年，降幅超过40%的部
门有10个。
分析：
“三公”经费降幅最大的
为公务接待费

总体上看，今年中央
本级“三公”经费降幅最大
的 为 公 务 接 待 费 ，下 降
2.8%，减少0.08亿元。其次
是因公出国(境)费，下降
1.6%，减少0.11亿元。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下降
0.9%，减少0.4亿元。需要
说明的是，因中央派驻地
方机构经费保障体制改
革，部分地方经费基数上
划中央，调整后2021年同
口径预算数为53.59亿元。

6部门增加“三公”经费
多与外事活动有关

在压减“三公”经费的大
背景下，每年也会有个别部
门因实际工作需要增加经
费。据记者梳理，今年有6个
部门“三公”经费增长，分别
是科学技术部、中国工程院、
中国红十字会、国家外汇管
理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
广电总局。

其中，科学技术部、中国
红十字会和国家医保局“三
公”经费上涨多与外事活动
有关。例如，中国红十字会
解释，“三公”经费增加，主要
是参加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全体大会。国家
医保局也解释，增加的“三
公”经费主要用于保障疫情
形势好转后医保领域重要国
际会议等活动从线上转为线
下，保障重要出访任务。

中国工程院和国家外汇
管理局增加“三公”经费，主
要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有
关。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
称，拟更新一台非执法执勤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中国工
程院情况特殊，其2021年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使用结
转资金安排，2022年恢复使
用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
因此呈现增长态势。

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三
公”经费较去年增加5.25万
元，达到3150.58万元，该部
门称“与2021年基本持平”。
观点：
不能“一刀切”
钱要用在“刀刃上”

从当前数据看，经历了
十多年的持续压减，“三公”
经费的压缩空间已趋于有
限。近年来不断有观察人士
谈及，“三公”经费并非越少
越好。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于洪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不能“一刀切”认为“三
公”经费多还是好或者少还
是好。“钱要用在刀刃上”，只
要能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就
应予以保障。

据新华社、《南方都
市报》

在连续十多年压减后，今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压减幅度已大幅收窄。3月24日，中央部门2022年预算集中公开，据报道，2022
年安排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53亿元，比2021年同口径减少0.59亿元，下降1.1%。与之对比，2021年降幅为6%，2020年降
幅达到30.1%。

在公布预算的102个部门中，与去年相比，压减“三公”经费的部门从87个下降到37个，有59个部门的“三公”经费与去年持平。此
外，增加“三公”经费的部门数与去年相同，均为6个。

这或许意味着，在多年的持续压减后，“三公”经费剩余压减空间已接近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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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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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今年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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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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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
消防救援局
（今年比去年少
1282.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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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
消防救援局
（今年比去年
少1282.65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
（今年比去年
少1164.40万元）

中国科学院
（今年比去年
少573.22万元）

中国
民用航空局
（今年比去年
少507.81万元）

国家能源局
（今年比去年
少484.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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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
农垦集团
（今年比去年
降100.00%）

国家能源局
（今年比去年
降52.61%）

国家铁路局
（今年比去年
降42.72%）

中国
作家协会
（今年比去年
降42.08%）

中国证监会
（今年比去年
降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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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
（今年比去年
增312.50%）

中国红十字会
（今年比去年
增150.59%）

国家外汇管理局
（今年比去年
增97.80%）

中国工程院
（今年比去年
增70.67%）

科学技术部
（今年比去年
增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