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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乡镇财政改革  促精细化管理
王惠平

湖南省自 2008 年以 来适应农村

改革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推进乡镇财

政管理改革，促进财政精细化管理，

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全 面推行 乡财县管乡用改

革。湖南省 132个县市区全部实行了乡

财县管乡用改 革，在对乡镇财政预 算

收支
、
各乡镇站所及村级 财务进行监

管、摸清乡镇财政 家底、规范乡镇收

支行为的基础上，省级 财政根据乡镇

财政的困难程度，分类指导，加 大 支

持力度。2007年全省乡镇财政总收 入

61.63亿 元，但 支出却达 86.11亿 元，

上 级 财政的支持力度明显加 大。如 怀

化 市麻阳县实施乡财县管乡用改革后，

上级 财政每年为每个乡镇增加转移支

付 200 多万元，使 乡镇财政的运转经

费从 2006 年的 495万元 上升到 2008

年的 935万元。

（二）惠农补贴 全部实行“一卡通”

发放。2008 年全省通过乡镇财税信息

网络以“一卡通”方式发放各种惠农补

贴 130 多亿 元，平均每县（市、区）16

项。乡镇财税信息网络 真正 成为了惠

农政 策的“直通车”、党和政府与农民

群众的“连心网”、财政资金管理的“安

全网”和老百姓的“放心网”。

（三）推行“村账乡代理”管理模

式。全省 2287 个乡镇，实施 村账 乡

代 理的乡镇有 1671 个，占乡镇总数

的 73% ，其中由财政 所 实施 代 理的

乡镇 456 个，由农经 站 实施 代 理的

乡镇 1018 个，由财政 所和农经 站联

合实施 代 理的乡镇 207 个；其他 乡

镇也采取 建立村民 理财小组、会 计

委派制等多种形式加 强 对村级 财务

的监管。

（四 ）全 面建立乡镇财政信息化

管理体 系。加 大对乡镇财政信息化管

理的投入力度，截至 2008年，全省各

市（州）、县（市、区）、乡镇及街道办

全面启用了乡村债权债务管理信息系

统、乡镇财税信息网、乡财县管信息

系统、村级 财务代理信息系统。惠农

补贴发放、乡镇财政 财务核算、村级

财务代理核算、乡村债权债务管理、

乡镇财税基础信息数据库管理、县乡

信息交换、基础决策分析等工作基本

上实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精细化管

理 ，乡镇财政收 支实行网上申请和审

核，“金财工 程”在乡镇基层财政所初

具雏形。

据对湖南省沅江一些乡镇的实地

调查了解，财政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乡镇财政管理出现一些新变化 ：

（一）乡镇财政财务管理向镇直部

门和村级 组织延伸。一直以 来，乡镇

财政 所的财政监管职能仅局限于乡镇

政府机 关，镇直部门和村级 财务一直

游离于监管之 外，是乡镇财政 财务管

理的一个薄弱环 节，造成乡镇直属部

门和村级 财务不公 开、不 透明，管理

混乱，甚至出现贪污挪用、私吞 公 款

等现 象，群众 反映 强烈。为此，湖南

省在改革中，充分发挥乡镇财政 所政

策熟、业务精、力 量强等优势，将所

有镇直部门的财务纳入财政统管，取

消镇直部门的会计和在银行开设的账

户，变过去各自为政、多口 管理为财政

所统一管理。成立了“村账乡（镇）代

管”办公 室，安排 1 至 2名财政干部专

门负责村账乡（镇）代管工 作，帮助村

级 组织成立村民理财小组，制定年度

财务收 支计划，审核村级 财务收 支执

行 情况，做 好 村账务、财务务“双代管”

和村级债权债务的化 解工作，促 进了

村级 财务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二）乡镇财政监督向用款单位、

具体项目等全程监督延伸。针对每年

都有大量资金投向农村、监督难以 到

位的情况，通过改革，乡镇财政实行

了全方位监督。一是乡镇财政对辖区

内各方面财政资金使 用和项目实施情

况 进行监督，从项目的论 证、立项、申

报，到工 程的验收、资金的拨付进行

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管，确保了

资金的安全、规 范和有效使 用，提 高

了资金的使 用效益。如 沅 江市三眼塘

镇对在该镇实施的 1600多万元涉农项

目资金实行全程 监管，镇财政参与项

目事前论证、立项，项目实施 完毕后，

须由镇直有关技 术部门验收、财政 所

签署意见后，才能申报县财政局拨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全部项目资金。二是对各类涉农专项

资金、财政扶贫资金及其他项目资金

设 立专账和专户，实行 专人管理和负

责，保障专款专用。

（三）财政 支出向保运 转、保民

生、促农业农村发展延伸。一是通过

乡镇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减 少支出。

通过机构改革，调整了乡镇行政区划，

精简了乡镇领导职数，乡镇机 关综合

设 立党政综合办、经济发展办、民政

与劳动保障办、人口 和计划生育办、

财政 所等“四 办一所”，实行 编 制 实

名制和“阳光”编制，严格按人员编制

拨付财政经费。如 沅 江市三眼塘镇实

行综合改 革后，分流 205人，仅 分流

人员减少工 资一项，镇机 关公 用经费

就减少了 100 多万元。二 是确保 民 生

等重点支出。将乡镇过去承担的各项

职能进行了划转和剥离，将承担农村

民生和社会公 益性 服务职能的人员工

资、工作经费等全部纳入财政全额 预

算，取消原来的差额拨款、自收自支。

加强对乡镇财政预算指标的控制和财

务核算的监管，规范收 支行 为，优化

支出结构，保证民 生等重点支出。三

是将财政支出向农业和农村延伸。新

增财政 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向农

村倾 斜，加 大对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

社会 保 障、医 疗卫 生、教育文化 事业

的投 入，逐步 建立 财政 支农资金稳步

增长的长效机 制 ；发挥财政资金“ 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开展村级 公 益事

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调动

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努力

解决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土地流转

等问题，理顺农村经济关系，促进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四 ）乡镇财政由资金 管理向资

产、债务管理延伸。乡镇财政 不仅 对

财政资金进行管理，而 且 建章立制，

对镇直部门的大额固定资产进行了登

记和监管，防止资产流失。结合启用乡

村债权债务信息系统，乡镇财政会同

有关部门对乡村债权债务进行了全面

清理审核，建立了乡村债权债务档案

或台账，及时制止新债，定期盘活 资

产，清收债权，对化 解的乡村债务逐

笔登记，定期上报 ，实现了乡村债权

债务实时信息化监控。

（五）乡镇财政干部素质由单纯

业务型向“一专多能”型转变。随着乡

镇信息化 管理意识和建设 力度加 强，

全省已培 养出了一支精干优良的县级

财政 系统管理员和乡镇财政操作员队

伍，全省 70% 以 上的乡镇财政干部熟

悉信息化管理。乡镇财政干部利用熟

政 策、懂财务的优势，全面参与乡镇

招商引资、新农村建设等各项中心工

作。大部分县市区实行“以 县为主、县

乡共管”的乡镇财政所人员管理体制，

强化 对乡镇财政干部的业绩考核，沅

江等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乡镇财

政所干部全部纳入行政编制管理，确

保了乡镇财政干部 集中精力投入各项

管理工作。

（作者单位 ：国务院 农村综合改

革工作小组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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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淮安：财政培训“一折通”

软件操作

为使 基层财政干部 熟练运 用“一折

通”软件，适应软件升级、联 网的需要，

更好地服务和 方便 农民，日前，江 苏省

淮安市财政局专门举办了“一折通”软件

培训班。图为省软件公 司专家正 在为参

训人员讲授““一折通”软件操作使 用知 识。

（张一群  吕 剑  沈明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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