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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级财务制度更加规
范、监督更加有力，近年来一些
基层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的情
况明显减少。记者近期走访发
现，受疫情影响，刚过去的 2020
年，各地各部门年底扎堆培训开
会，“突击花钱”歪风有所抬头。
专家及一线基层干部建议，一方
面要狠刹歪风，一方面要根据实
际情况完善经费管理办法。

上半年忙疫情
下半年忙开会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
各类线下活动大幅减少。临近
2020年年底，一些地方财政支出
进度较慢，一些原本用于差旅、
会务或培训等线下活动的预算
还“趴在”账上。

记者在中部某省采访了解
到，截至2020年11月底，全省只
有1/3左右的县区财政支出达到
时序进度要求。进度最慢的县只
完成 58.5%，这意味着如果要完
成年度预算支出，这个县需要在
1 个月内花掉全年预算四成的
钱。

一般来说，每年 10 月份是
地方举办各类会展、论坛的高峰
期。但记者在中部某省采访时发
现，2020年这个省举办会展、论
坛的高峰期竟然一直持续到了
年底。

同样，部分高校也存在年前
以密集讲座、各种会议等形式

“突击花钱”的情况。
北京某 985 高校一名受访

教授告诉记者，随着 2020 年下
半年疫情防控形势好转，2020年
11月、12月各类会议特别集中，
包括学术研讨会、交流会、讲座、
论坛等，主要以线下形式为主，
线上也有。尤其是有头衔、有职
务、有身份的资深教授，各类学
会会长、副会长等，基本上每个
周末都在赶场参会，“天上飞，地
上跑，年底忙得不得了”。

“很多评选按年度来计算，
一些工作和项目有论证环节，涉
及评估、考核、专家评审及鉴定，
还有各类评奖。其中不少会议都
是临时召开的，没有提前计划。”
这名受访教师说，这是导致年底

“突击花钱”的重要原因，包括专
家费、劳务费、交通费、食宿费

等。
以各种会议、培训形式进行

的“突击花钱”，让基层干部疲于
应付。一位基层干部吐槽，各级
财政要求单位账户零余额，年底
为了“突击花钱”，各部门开始疯
狂培训，有的培训前一个刚结
束，下一个紧随其后。同样的培
训班，省市县都在办，基层干部
只能一遍遍重复学习。

一位基层干部抱怨，年底工
作本就繁忙，叠加各类培训、会
议、评比，忙得焦头烂额，甚至对
过去颇受欢迎的外出培训等活
动，大家都避之不及，相互推让。

花钱变成“技术活”？
突击花钱危害多

“有钱不花，过期作废”“今
年花不完，明年就减少，还可能
翻倍扣除”“不把核定的钱花完，
说明今年工作没干好”……受访
人士指出，这些经费使用过程中
的潜规则是各地各部门的“紧箍
咒”。

“2020年参与的一个科研项
目，原定邀请多名国外专家来学
校作讲座，但受疫情影响，只有5
名专家采取线上方式授课，一共
花费 6万元。由于差旅费、餐补
等费用都没有了，经费实际执行
度只有 20%，远低于预算的 30
万元，剩下的钱我们也拿不到。
虽然给上级部门写了情况说明，
但还是担心可能影响学院以后
再申请此类项目，或被压减经
费。”一名高校教师说。

此外，多位受访教师介绍，
由于大部分科研经费、项目经费
下发时间晚，有的甚至到下半年
才发放给学院，这相当于把原本
一年的经费压缩在半年甚至几
个月来花完。“上半年忙着垫钱，
下半年忙着报钱”，一年到头围
着钱转，花钱变成了“技术活”。

据了解，为加快花钱进度，
有的学校会采取多种变通方式。
例如，学校会将讲课费提前支付
给专家，约定好在第二年春季学
期来学校开讲座；还有些会议沦
为高校、院系之间的“人情往
来”，双方相互邀请，为彼此花钱
找出路，但实际意义不大，造成
学术资源浪费。

对高校而言，年底过于频繁

的培训、会议挤占了教师相当一
部分时间和精力，学生的课程可
能因此不得不调整，或者让其他
老师或博士、硕士研究生来代
课，给科研进度和教学质量造成
影响。

有些人甚至年底专盯预算
有结余的企业、单位“找活儿”。
一位省属国企工作人员说，不久
前他们承办了一场大型行业会
议。往年开幕式主要是领导讲话
和签约、发布等仪式，2020年在
主办方的要求下，签约仪式后特
意增加了歌舞表演环节。不到 1
个小时的演出，就花出去 300万
元。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其实在
签约仪式结束后，不少人就陆续
走出了会场。

把阶段性考核
变成日常“晒账本”

中部地区一位副县长表示，
年底预算资金结余下来的钱，大
体可分为结转资金和结余资金。
结转资金可以转到下一年度接
着花，但结余资金一律收回，还
会影响到下年预算。他建议在
2021年财政预算管理中，综合考
虑疫情影响因素，进一步保证财
政支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部分基层干部建议，资金监
管考核除了阶段性的进度考核
外，也需要重视对资金使用效率
的考核，给予基层落实者更多宽
容。他们希望能出台相关政策，
加强对项目大项的考核，放松对
具体小项的限制，让资金使用更
加灵活，加强运管资金占比，为
项目建设和基层治理加上“润滑
剂”。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水雄建议，
对于基建、维修、设备采购等有
较长周期的经费，逐步推进 3年
预算滚动支持等举措，实现年度
经费之间的合理调配。

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根除
年底“突击花钱”的关键在于优
化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和公开制
度，提高经费开支的透明度，把
阶段性“突击考核”变成为日常

“晒账本”，让政府花钱行为置于
群众的监督之下。

据《半月谈》

年底“突击花钱”歪风抬头

花钱变成“技术活”？

据新华社北京2月1
日电 中国银联 1日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98%受
访者将移动支付视为最常
用的支付方式，“每日三
付”则是平均水平。在疫情
影响下，更多线下支付场
景向线上迁移，移动支付
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银联近期联合
17 家商业银行及支付机
构，根据6.5万份有效问卷
分析了 2020 年我国消费
者移动支付安全行为，并

发布了《2020移动支付安
全大调查报告》。调查结果
显示，2020年，98%的受访
者将移动支付视为最常用
的支付方式，较上年提升
了5个百分点。其中，二维
码支付用户占比达 85%，
较上年增加了 6 个百分
点。

“每日三付”是 2020
年移动支付的平均水平，

“95 后”则是高频支付的
主力军，特别是“95后”男
性，平均达到了“每日四
付”的支付频次。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行动方案》，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方案明确，除超大、特
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
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
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
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
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
人口落户。

方案提出，要全面实
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
当竞争行为。加强平台经
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
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规制；稳步推进股票发行
注册制改革。

坚守科创板定位，突
出“硬科技”特色，评估完
善注册制试点安排，深化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
发行注册制改革；严格实
施退市制度，对触及退市
标准的坚决予以退市，对
恶意规避退市标准的予以
严厉打击；有序扩大金融
服务业市场开放。

中办、国办印发“方案”

按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即将试行

移动支付成为人们的常用支付方式

平均“每日三付”
“95后”男性“每日四付”

为保护学生视力，让
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近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
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要求，中小学生
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
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
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
进校后应将手机由学校统
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通知》强调，学校要
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

管理，制定具体办法，明确
统一保管的场所、方式、责
任人，提供必要保管装置。
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
话、班主任沟通热线等途
径，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
需求。不得使用手机布置
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
完成作业。

《通知》指出，学校要
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
导，让学生科学理性对待
并合理使用手机，避免简
单粗暴管理行为。

据教育部官网

教育部：

中小学生原则上
不得带手机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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