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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干部职务消费是老百姓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控制它是考验执政党的一大难

题。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下决心支持和

推广这项改革。高校因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应率先积极

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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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加大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一些腐败现

象仍然比较突出，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

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高校亦非完全的净土，胡

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

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防范腐败的体制和机

制”。笔者认为，就高校而言推行“干部职务消费

货币化”，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

项重要措施。

一、如何有效地控制干部职务消费是

考验执政党的一大难题

“干部职务消费”亦可称之为“官员职务消

费”。何谓“干部职务消费”？就是干部因工作、职

务关系而发生的消费。此种消费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个人职务消费，包括招待费、交通费、通讯

费、差旅费、学习考察费等；一类是公共职务消费，

包括会务费、公务招待费、公共关系费等。干部职

务消费是老百姓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果各级干部

将职务消费控制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度”内，老

百姓是可以理解和认可的；如果干部随心所欲地

奢侈浪费、挥霍公款，老百姓就会怒目而视，斥之

为腐败，群起而攻之。关于控制干部职务消费，至

今尚未有完整的、权威性的文件法规。正因为如

此，少数干部任性而为，讲排场、摆阔气，追求豪华

奢侈，追求个人享受，任意挥霍民脂民膏，败坏了

党风和政府声誉。古人云：不患贫则患不均。你

当官的花天酒地、脑满肠肥，而老百姓食不裹腹、

衣不蔽体，不造反才怪呢。此所谓“官逼民反，民

不得不反”。古今中外，因政府腐败、官员奢侈糜

烂而激起民变，导致当权者垮台的事例不胜枚举。

因此，长期以来，如何有效地控制干部（官员）职务

消费是考验执政党（或统治集团）的一大难题。

($&$ 年 ,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

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的

前夕，毛泽东同志为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

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在党的七届

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 (&,$）。这就是“两个

务必”的著名论述。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

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

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

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

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

建国的方针”［!］（-.,$$ +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各

级党委和政府按照“两个务必”的要求和勤俭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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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教育、管理党员和干部，党风廉政建设的总

体情况良好，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满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逐渐富裕，人民的

物质文化生活逐渐好转。这时，少数党员干部忘

记了“两个务必”，逐步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受封建

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官僚

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追求物质享受，贪

图个人安逸，大手大脚，用公款铺张浪费，搞高消

费。少数干部的腐败，既挥霍浪费了国家财产，又

严重地损害了人民公仆的形象，引起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愤慨。邓小平同志在 !"#" 年就严肃地指

出：“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

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江泽民同志 !"") 年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

神》一文中提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

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

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

为耻。对于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来说，这也是对

政治 立 场、政 治 观 念、政 治 鉴 别 力 的 一 种 考

验。”［*］（%&+*,）

中央三代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艰

苦奋斗、勤俭朴素，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文件发了一道又一道，但仍

然有一些党员干部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利用职务

之便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财产。一是建造豪华的楼

堂馆所，将办公楼、办公室装修得如同宾馆。报纸

上曾披露水利系统有人挪用上亿防洪、抗洪经费

建造办公大楼。能挪用这么多钱的人当然不是一

般干部。二是小题大做，借用各种名目搞什么庆

典、仪式，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前不久报载原安

徽省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当年为庆贺登上市委书

记的宝座，竟举行一次亳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

兵仪式，场面十分壮观，犹如国庆检阅一样。为搞

这个仪式，阅兵操练补助加班费就耗资 +’’ 多万

元。三是超标准配置小汽车，不该配专车的配了

专车，有的地方乡（镇）长、书记都拥有专车；不该

享用高档汽车的用了高档汽车，有的干部相互间

不是比贡献，而是比享受，看谁坐的小车豪华，如

果因规定不能购买高档车，就向企业借用或叫企

业捐赠高档车。报纸上曾披露有的地方官员胆大

包天，竟动用救灾专款购买高档汽车；有的地方没

有钱发干部、职工工资，却有钱购买高档汽车。四

是公款大吃大喝，有名目要吃，没有名目找名目

吃；有钱要吃，没有钱赊账也要吃。报纸上曾报道

某乡政府因欠饭店吃喝钱太多无力还账而被债主

封堵大门；某村几个干部一年竟吃喝掉几十万元

公款。五是公款旅游，借用学习、考察、研讨等名

义，国内、国外游山玩水。据报道，我国职务消费

已经占到了全部财政支出的 $#-以上，严重挤占

了财政资金，成为各级财政经费支出的一大负

担［+］。假如能从中节省 !’-用来搞经济建设，那

该取得多么巨大的效益啊！实事求是地讲，受社

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高等学校也不是净土一方，

上述种种现象在高等学校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据了解，在一些高校，花在干部职务消费方面

的经费占有不小的比例，铺张浪费、奢侈挥霍的现

象时有发生。有的高校虽然办学经费短缺、办学

条件较差，却在出行、接待等方面要面子、讲排场，

大手大脚，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高校是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培养

和造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园地，高校的管理干部应当树立廉洁奉公、勤俭

朴素的良好形象。因此，有效地限制干部职务消

费是高校领导者们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什么铺张浪费、挥霍公款的现象屡禁不止，

甚至在有的地方愈演愈烈呢？笔者认为原因大概

有三点：一是关于干部职务消费没有刚性的制度、

标准约束，二是少数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差，三是

监督、查处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制度

和标准的约束。因为没有刚性的制度、标准，思想

素质差的人就会钻空子、打擦边球，监督、查处也

就缺乏依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思想

政治教育不是万能的，要有效地控制干部职务消

费，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规章制度约束有机地

结合起来，德治与法治并举才能奏效。

+’’+ 年 !+ 月 ( 日，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

锦涛总书记即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赴革命

圣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申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两

个务必”的重要论述。+’’$ 年初，胡锦涛总书记

在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

调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明确了具体任务和要求。这表明以胡锦涛同

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是反腐

防腐之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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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堵塞干部职务消费方面的漏洞，中央和各

级党政领导机关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和改革，

取得了初步成效，如对干部、职工住房进行货币化

改革，对领导干部的通讯费实行货币化补贴等，这

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节约国家开支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但这些改革还是单项的，未能全面地、系

统地解决干部职务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几年

前，报纸上曾报道有一地级市推行干部职务消费

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这一

概念，其内涵是根据干部职务的高低、工作职责和

范围的大小等因素，确定各级干部职务消费的货

币标准，包干使用，超支自付，结余归己或滚存到

下年使用。印象中该市的改革主要涉及干部的交

通费等，如将交通费补贴按月发给个人，取消专

车，要用车请机关车队派车，按规定标准付费。后

来，未曾看到该市此项改革的后续报道，不知他们

的改革成效如何、能否坚持下来。

!""# 年 $ 月 % 日，《农民日报》介绍了湖北省

老河口市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做法，

《报刊文摘》作了转载。该市从 !""& 年 % 月开始

在仙人渡镇试点，!""! 年 &" 月在全市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全面推开。具体做法是各单位按照领导

干部的职务分工和实际工作量，核定每位领导干

部的“职务消费”标准。招待费、差旅费、学习考察

费均定额到人，包干使用，超支自负，节余滚存到

来年或按比例奖励给个人。通讯费和交通费则进

入实质性货币化发放阶段，节余全部归己。该市

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运行一年多来，全市 &"
个乡镇办事处和市直 % 个试点单位改革后的职务

消费总额比 # 年前平均值下降了 &% ’ ()，减少开

支 !*" 多万元。

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是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其益处可简

要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限制了干部职务消费的

额度，可大幅度节省国家开支。比如，为一位领导

干部配备一辆专车，购车费至少得二、三十万元，

每年折旧费为二、三万元，司机每年的工资加补贴

得三、四万元，加上耗油、维修、保养，每年起码要

消费七、八万元。如果给这位干部下达交通费定

额三万元左右，还可节省四、五万元。这个数字还

是比较保守的算法。况且，交通费只是干部职务

消费里的一个项目，招待费、差旅费、学习考察费、

会务费、公共关系费等项目压缩的空间也非常大。

其二，促进干部养成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习惯，

遏制少数干部在职务消费方面不断膨胀的欲望，

捆住他们大把消费公款的手脚。从正面的意义上

讲，也是爱护干部，防止少数干部因职务消费不受

制度约束而滑向腐败。其三，干部职务消费的标

准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后，便于执行，便于监

督、检查。其四，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取得老百

姓的信任，赢得民心。因此说，实行干部职务消费

货币化，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的一剂

良方，应当积极推广。

诚然，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是有一定难

度的。其难度之一是要同封建特权思想、官本位

意识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有些干部可能认

为自己的职位高了，责任大了，担子重了，应该享

受高待遇。实际上，作为共产党员、人民的干部，

在享受应有的待遇后，没有任何理由多花国家的

钱，而应当多为人民尽义务，多为国家作贡献。其

难度之二是如何确定科学的、合情合理的干部职

务消费标准。其实，这个问题只要下决心去做，作

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也不难解决。我们不能期

望一次性就将各类标准定得非常科学、合理，可以

采取先易后难、由粗到细、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的

做法，并在运行实践中不断修订，逐步完善。

因此，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一是要

党和政府下定决心，制定实施计划，自上而下或自

下而上地推行改革。二是各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必须坚持做到“两个务必”，自觉实践“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以身作则，支持这项改革，并带头

执行各项定额标准。三是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应积

极参与这项改革，参与制定各类消费定额标准，并

在运行中加强检查监督，对违规者予以重罚和纪

律处分。否则，一项制度再好，如果执行不力，就

会变成一纸空文。日前看到一篇报道：意大利墨

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

车，被人告上法庭，指控他滥用职权，损害了纳税

人的利益，被最高法院判处 $ 个月监禁。这篇报

道很值得我们深思。

三、高校应积极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

币化

笔者认为，高校（主要指公办高校）应当率先

积极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其理由是：

（一）高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

设的重要阵地和辐射源，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学高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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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正为范”，教育者理当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作出表率。古人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高校的教育者如能带头做

到“两个务必”，实践“三个代表”，必能为社会培养

和输送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为整个社会的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高校的绝大多数教育者具有较高的思想

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他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十分注重按照“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重视个

人言行对下一代和社会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

来说，高校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是良好的。

（三）高校的广大师生员工具有较高的政治觉

悟和民主意识，十分重视并积极行使自己的民主

权利，关注学校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这

是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施依法治校的积极

因素。

（四）高校作为基层事业单位，工作性质和任

务比较单纯，干部的职责明确，权力范围清晰，各

方面情况没有社会上复杂，便于推行干部职务消

费货币化改革。如果取得成功的经验，还可为社

会各界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够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穷国办大教育”的现状尚未改变，教育经费还不

够宽裕或者说比较拮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

艰苦奋斗、勤俭建校的方针，把有限的经费使用在

“刀口”上，提高办学效益，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人

才培养质量，为科教兴国作出更大贡献。高校的

领导者们应把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作为反腐

倡廉、勤俭建校的重要措施来抓。在具体实施步

骤上，可以学习借鉴人家的经验，先从限制招待

费、交通费、会务费、差旅费等方面入手。比如招

待费，首先明确规定不管是上级来人还是兄弟高

校、社会各界来访，一律在校内食堂用餐，在校外

饭店用餐的费用不予报销；其次规定招待客人一

律吃分餐式的快餐并限定标准；再次规定陪餐的

人数。笔者以前曾随同领导到上海某高校参观学

习，该校将我们安排在校内招待所用餐，每人一份

!" 元左右的快餐，陪同者只有一名分管校领导和

一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事后，大家都觉得这

种做法非常好。媒体曾报道某地政府安排山珍海

味招待外商，结果外商并没有来投资，其理由是这

里的干部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他们对到这样的地

方投资不放心。再比如交通费，在认真分析、测算

的基础上，确定各级领导干部的消费定额，包干使

用，超支不补，结余滚存使用或按比例奖给个人。

其他项目，按照这个原则，也一定会找到科学、合

理的解决办法。

综上所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反腐败的

体制和机制，坚持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只有建立

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才能标本兼治。

在高校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是一项重大的改

革课题，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积极地实施，一定

会取得成功的经验，获得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为促进全社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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