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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公务接待中存在的问题得到部分改观之后，
如何使得公务接待的规范化能有效地坚持下去，成为了
民众最大的期待，也成为各地政府重点解决的问题。

林家彬认为，《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对在短期
内刹住“大吃大喝”的风气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
从长远看，还需进一步加强规范财务、财政支出等方面
的制度建设。要使行使公权力的单位和个人受到有效监
督，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只有形成长效机
制，才能使公务接待不敢突破规定，否则，光靠内部监
督，有效的时间是不会太久的。

当下，常思长久之策的特点和趋势也在各地的实践
中有所体现。

一方面，规矩定得细且实。在各地的规定中，很多
地方把公务接待量化到每人每餐的最低标准，同时对

烟、酒都有明确的限制，尽可能地堵住了漏洞。
另一方面，配套制度的规范也在不断落实。
在温州，为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实施了多项与细

则相配套的改革，包括强化会议管理，防止部门利用会
议支出冲抵高额消费，严格预算控制等。

在武汉，为了确保公务接待的每一步都遵照规定进
行，特制定了接待工作流程，每一次接待都严格按流程
走。在接待完成后，接待人员需及时、认真、负责地与
发生费用的相关单位对账结账，并将票据与接待方案一
并报领导审核后报销。

在湖南等省，为了保证规定的有效执行，规定党政
机关各部门应当定期汇总本部门国内公务接待情况，报
同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纪检监察
机关备案，并且规定了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在上海，规定禁止在接待费中列支应
由接待对象自行承担的差旅、会议、培
训、场地租用、医疗等费用，禁止向下级
单位及其他单位、企业、个人转嫁接待费
用，禁止在非税收入中坐支接待费用等。
并且要求公开国内公务接待经费支出情
况、机关内部接待场所名称、国内公务接
待项目等信息。

燕继荣认为，公务接待标准化从本质
上讲是政府行为规范化的问题，再往大的
方面说，是国家治理标准统一性的问题，
也即政府施政要有规矩，要有制度标准。
忽视政府行为的标准化和统一性，实则是
对地方政府的放任，其结果往往是公款开
支愈演愈烈，接待规格越来越高。所以，
现在，到了整顿的时候了。

最近听了一出讲述“宴请”的广播剧，剧中的李处长对于应该
如何搞好接待工作颇为茫然：“当领导的偏偏都是一路师傅一路拳，
各有各的打法”，先来的徐书记不吃这一套，后到的另一位领导的

“大秘”却暗示李处长接待不够规格，弄得李处长心里很是没底儿。
长期以来，在“三公”消费中，公务接待备受关注，尤其

是一些公务接待中出现的铺张浪费现象，不仅增加了
“三公”消费支出，而且招致社会诟病。为了刹住公务
接待的闸，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相
关措施，并在去年底出台了规范公务接待的管理规定。
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地方版规定纷纷出炉，并在实
践中探索出诸如“廉政食堂”等清廉接待的创新办法。

大力整饬之下，应该说，公务接待的风气已经大为
好转，正在渐趋理性规范。许多人反映，现在因公外出
时，充斥着大鱼大肉的盛大宴请已经很少见，更有一些高
档酒楼因为公务宴请的稀少而谋求转型，公务接待正在逐
渐回归到正常招待的范围。

但是，陋习的形成非止一日，想要彻底遏制也绝非一
日之功。因此，面对一条条禁令和规定，铤而走险、违规
接待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出公差的人员碍于情面不便驳
回接待方的盛情，一些人打着公务的旗号游山玩水、胡吃海
塞，更有一些贪污腐败、假公济私款项以“公务接待费”的
名义得到消化。为何国内节俭之风早已人尽皆知，有的地方
行政成本却依然居高不下？为何有人敢于顶风作案、明知故
犯？为何几十个红头文件就是管不住一张嘴？

说到底，“不差钱”的公务接待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
在于制度建设还需要不断细化，三公经费的细致审核和透明公
开仍需不断加强。一些地方花的接待费用是一笔糊涂账，费用
不公开、不透明，使公众很难掌握具体数目。还有的单位巧立
名目进行违规接待消费，甚至混水摸鱼，更是难以发现和制止。

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严格的制度落实和严厉的监督来切
实打破公务接待“潜规则”，形成清风正气的社会心理惯性。应
该看到，只要“潜规则”还在起作用，客人来了以家常便饭相
待，在一些人看来，就有可能过于老实呆板，可能意味着对“身
份”、“地位”的简慢和不敬，轻者落个“看不起人”的名声，重
者甚至可能会冒影响项目审批、考核评比的风险。守了规矩，却
可能吃了暗亏。当这样的浊流和“潜规则”盛行之时，想要
彻底清除公务接待中的浪费毒瘤，便不易见到成效。

正所谓：是非明于学习，名节源于党性，腐败
止于正气。

清风正气已经扑面而来，更需要长期的
呵护和培育，需要全国统筹推进来响
应，以实现整体性的治理效果。只有
真正使制度从墙上走下来并且落地
生根，通过长期不懈地坚持，使
透明的理性接待和公正的办事
方式成为全社会的惯性，并
且动员社会力量来曝光和监
督超标的公务接待行为，
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的公
务 接 待 人 员 才 能 不 吃
亏，公务接待中的挥霍
浪费现象也才能真正
退场。

不让守规矩的人吃亏
叶晓楠

不让守规矩的人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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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距离去年12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已有
8 个多月。在此期间，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已有18省市发布了本地党政机关公
务接待的管理规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要求改进工
作作风，力遏铺张浪费，一系列硬约束
给公务接待戴上了“紧箍”，曾一度为社
会诟病的“讲排场”、“比阔气”等公务
接待中的“软腐败”现象逐渐得到遏
制，简朴理性的新气象正在深入人心。

去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新修订的《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以公务接待厉
行节约为主线，紧紧抓住创新管理和深化改革这
两个“治本”之策，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突破，
力求根治公务接待顽疾，为公务接待划出了不可
逾越的“红线”，以期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随后的 8个多月里，18个省市陆续出台了地
方版规定。经梳理可发现，公函制、禁烟酒、接
待标准量化细化等是地方版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
共通点。

在接待谁方面，多地将“公函制”规定为公
务接待的基本准则。公务外出确需接待的，派出
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告知时间、内
容、行程和人员。“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
员不予接待”成为各地共识。青海省还规定，国
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将个人休假、探亲、旅游等
纳入公务接待范围。并规定，对接待对象提出的
与公务活动无关的要求一律不予安排。

在用餐方面，河北、内蒙古、重庆等提出，工作
餐菜品除家常菜外，也可选择地方菜，但不得安排
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
供香烟和高档酒水；黑龙江、浙江、湖南、四川要求
工作餐根据人数采用桌餐或者自助餐形式。在天
津，规定自行用餐标准正餐人均不得超过60元，早
餐人均不得超过20元；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
提供宴请一次，人均不得超过120元。

在出行方面，均要求公务接待出行活动需合
理使用车型。其中，黑龙江规定，出行活动尽量
安排中巴车集中乘坐；浙江则提出省领导到地方
活动应安排集中乘车，原则上不超过 2 辆面包
车，沿途不得加派车辆随行。出行活动中，警车
的使用被严格限制，多地规定接待单位不得违反
规定实行交通管控，不得清场闭馆。

在接待礼仪上，地方规定进一步做出细化，
除两办 《规定》 中提到的“不得在机场、车站、
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不得跨地区迎

送，不得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得安排群众迎
送，不得铺设迎宾地毯”等要求外，山东的规定
增加了“不得打电子屏幕标语”、“不得献花插彩
旗”等内容。

基本上而言，地方版的规定是对中央 《规
定》的延伸和细化，结合本地特点，让作风建设
朝着“无死角”的方向发展。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在公务接待方面，各
地差异性很大，缺乏标准，有的互相攀比，有时
领导来时，铺红地毯，挂大横幅，锣鼓喧天。”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认为，为了统一标准，
从开始采用顶层设计原则，建章立制，到现在地
方政府也制定规矩，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落实，
这就是进步。这些细化规定，是地方政府对中央
提倡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带头厉行勤俭节
约政策的积极响应。

通过加大治理力度，当前，很多地方在规范公务
接待方面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节俭新风正在成为时
尚。

在郑州，2013 年的审计结果中，在减少的“三
公”费用中，公务接待费下降幅度最大，为 4773 万
元，比上年减少5014万元，下降51.2%。

在武汉，市财政局在向该
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上半年预算
执行情况称，今年上半年，武
汉市“三公”经费同比下降
23.1%，公务接待费用 797 万
元，下降 43.9%。同时，更多
财政资金用于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在上海，相关财政预决算
报告显示，去年上海“三公”
经费比预算数减少 2.07 亿元，
其中，公务接待省钱最多，减
少0.94亿元。

在温州，2012 年就下发
了被称为史上最细的公务接待
标准，规定出台首月的接待费
就下降了约四成。不少单位表
示，现在已经“不敢接受请
吃，也没有主动请别人吃的念
头”。

“一系列规定出台以后的
转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前一
阵我们出去调研，在甘肃待了
5天，没有一次吃饭见到上酒

的 ， 全 部 是 自 助 餐 。
我们中心其他小组去
别的地方调研看到的
情况也都差不多。”林
家彬说，“这说明，规定在地方执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好
的，各地在公务接待问题上都变得越来越严格，简化的

公务接待使大家都变轻松了。”
的确如此，过去，荒诞的

“酒局文化”曾在公务接待中
颇为盛行，甚至导致了一些地
区出现官员因陪酒致死的悲
剧。很多人表示，其实劝酒
的、被劝的都不愿多喝，但又
怕被误认为不尊重对方。现在
接待简化了，让人直呼“松了
一口气”。

湖北省某镇负责接待工
作的干部李某，在回顾以前
的接待情景时说道，过去，
有领导来视察指导工作的时
候 ， 吃 的 喝 的 绝 对 不 能 落
后。在饭局席间，得陪领导
把酒喝好，有时候还要想尽
新鲜法子送礼。现在，接待
工作比以前要轻松很多，不
仅接待的次数变少了，必要
的接待也比以前简单规范，
包袱轻了不少。我们正好借
着规定简化接待，把接待的
主题拉回谈正事的正轨。

❶制度设计：规矩越定越细

❷监管变严：违规就要受罚❷监管变严：违规就要受罚

红牌罚下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❹长效机制：配套措施跟进❹长效机制：配套措施跟进

❸成效可见：

经费明显下降

“过去时” 蔡子君作 （新华社发）“过去时” 蔡子君作 （新华社发）

制图：潘旭涛

剑指奢靡风 商海春作 （新华社发）

新规、“禁令”的接连发布，使制度的“防护网”正编得越来越密
实，但是，还是有部分官员“明知故犯”，依旧以身试法，因大吃大
喝、公款娱乐或是接受宴请、收受礼金等公务接待中的违纪违规行为
受到处罚者不在少数。

从中央纪委官网通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来看，截至 7 月
31日，仅因公款大吃大喝被查处的问题就有1543起，有1965人因此受到
处理。

以中央纪委官网于 8月 24日发布的最新一期的周通报为例，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最近一周的153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中，在公
款宴请和消费方面，既有北京市西城区安监局副局长曹长春使用公款支
付高消费娱乐活动的问题，也有江苏省溧阳市委办公室主任王新民、市
政府办公室主任周文光等党员干部违规接受宴请和公车私用问题；在公
款旅游方面，既有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棚改办主任董戍借开会之机
公款旅游的问题，也有广东省佛山市实验中学校长姚安公款出国 （境）
旅游问题等；在公车私用方面，既有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妇幼保健院党
支部书记、院长廖九林上班时间驾驶公车到咖啡厅与社会人员打麻将问
题，也有北京市朝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一队科员孟凡标驾驶公
车带家人购物、送孩子上学的公车私用问题。从处罚结果来看，依据情
节，相关人员受到了警告、严重警告以及行政降级以至撤职等各种处
分，并且退缴各种费用。

对于频频有官员因为接待问题而受到处分的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过去形成了
一些不良的风气，有些人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冒险去违规，以为没有
人知道，其实只要做了就很难保住秘密，就会因违反规定被处分。

事实上，公务接待违规了就可能被曝光并受到处分，这正在成为一
种官场的新常态。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不论是目空一切的顶风作案，
还是隐蔽变通的违规违纪，只要违反了规定，一经查实都逃脱不了处
分。在活生生的警示之下，大吃大喝的接待陋习将得到有力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