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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6_E5_BA_A6_E9_c53_87165.htm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毛主席就说过：“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

费是极大的犯罪”。如今，对贪污行为从上到下都在坚决惩

治，决不手软，但对浪费则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用

说犯罪，连受到处分的也不多见。有几件事令人印象深刻： 

一件，去年吴川市教育局吃掉611万元教育经费，被国家审计

署点名批评，有9人被立案调查，1人移交司法机关查办。但

是，同样是大吃大喝，同样是被审计署曝光，国家电力公司

召开内部人事会议，短短三天花掉300多万元，人均2.4万元，

一名国企老总午休，安排进总统套房，每天8000元，并没有

听说谁为此事负责。两者相比较，吴川市教育局的当权者们

栽了跟头，并非由于浪费，而是掏错了腰包，吃错了“账户

”，要是有“正规”经费来源，就可能不受查处。 另一件，

王怀忠是一个贪污和浪费的“双料货”。在阜阳任职期间，

他用杀鸡取蛋的方式，透支十年财力，修飞机场，建“小康

村”，使当地财政负债高达25亿余元，但他反而因“政绩”

突出步步高升，官至副省长。他后来掉了脑袋，那是因为贪

污受贿东窗事发，而不是比贪污受贿金额高出数百倍的浪费

问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浪费的危害性并不比贪污“逊

色”。 一是数额巨大，损失惊人。一些单位和个人视公款公

物如粪土，肆意挥霍。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公布，一些部级单

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乱收费，虚报多领预算资金，挪用

财政资金等行为，造成数千万甚至数亿元国有资产流失。另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每

年养公车耗资三四千亿元⋯⋯这是何等触目惊心。 二是风气

败坏，影响恶劣。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资源短缺

，人均GDP才1000美元多一点，本应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但恰恰相反，民谣说，有些人“一顿饭一头牛”。你别以为

太夸张，广东陆丰市价格最高的一桌饭15万元，该是上百头

牛了。照理，一桌十个人连一条牛腿也吃不完，但这些人视

大把花钱为气派、魄力，似乎浪费有理、光荣、时尚。 三是

屡禁不止，后果严重。对奢侈浪费现象，广大群众深恶痛绝

，痛斥“最不值钱的就是公款公物”。为厉行节约，压缩开

支，从中央到地方做决定、发文件，推行政府采购，每年各

级人大还要审查财政预算，但一些人我行我素，变本加厉。

他们自有一番歪理，比如：吃吃喝喝是为了融洽上下级关系

；公款追星是为了提高当地知名度；让老外一个意念、一张

草图就赚几个亿，是为了同“国际接轨”；一代人的“政绩

”，几代人的包袱，是为了振奋人心⋯⋯真正交代不过去了

，还有几个冠冕堂皇的挡箭牌：这是“付学费”，等等。 “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古今中外，有多少封

建王朝因极尽骄奢淫逸闹得民怨沸腾，甚至江山不保，社稷

易人。浪费纳税人的钱，挥霍国家财产，是严重脱离群众的

腐败行为，轻则有错，重则有罪，这是常识。为了防止人亡

政息的后果，当今许多国家，纷纷通过严格的法律治理这类

现象。在芬兰，公务员首先得弄清“腐败”的界限，比如接

受礼品和吃请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你最多

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红葡萄酒

就危险了。人家可不是说着玩的，德国央行行长因免费享用



豪华酒店而辞职⋯⋯我们也应该借鉴他山之石，制定相关法

律，从制度上防止浪费国家财产事件的发生。来源

：www.examd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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