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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乡镇财政体制  助推乡镇经济发展

封 波  伍 骏

为建立更加 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调动乡镇发展经

济、壮 大财源的积极性，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按照“保

运转、重激励、促 发展”的原则，从 2007年起 从四 个方面

不断完善区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一是明确收入范围。按属地原则划分收入，乡镇行政

区域内企业缴 纳的区级 工 商税收均纳入乡镇财政收 入范

围，激励乡镇积极开展协税护税工作。同时，运用税收分

析统计系统，加 强收 入统计工作，规范收 入申报审定，防

止乡镇侵占区级财力和乡镇之 间相互“挖收入入”。
二是匹 配财力与事权。从有利于乡镇政权建设和保障

民生出发合理划分事权，并匹 配相应的财力。如 教育、卫

生、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以 及 医疗保障支出等涉及民生的事

项全额由区级 承担；针对农村公 路 建设对乡镇财政压力

较 大的情况，将原乡镇承担的资金部分调整为乡镇仅 承

担土地费用和建设费用的 10% ，其余由区级 承担。对事权

未下放但需乡镇协助开展的工 作，依据乡镇和区级部门职

责划分工作量，合理确定经费分配比例，由区财政局会商

区级相关职能部门后，将经费直接拨付乡镇，实现“财随事

转”，确保经费及时到位和重点专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三是合理确定支出基数。本着“确保乡镇党政机关正常

运转”的原则，综合考虑乡镇财力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支

出基数，将乡镇公用经费按高于区级 机关的标准予以 核定，

将财政供养人员经费、城市维护管理费、独生子女优待金、

优抚、农村五保户供养等工作经费直接纳入乡镇支出范围。

四 是完善转移支付办法。2008年出台区对乡镇一般性

转移支付办法，每年安排至少 1000万元资金，从保障性、

激励性和定向性三个方面实施转移支付。对当年体制收入

未达到乡镇支出基数的，实行基本运转保障性转移支付。

综合考核财政收入、财政 支出、平衡财政收支、控消政府

性债务的情况，确定激 励 性转移支付额。对教育、卫 生等

公 共服务实施一般定向性转移支付，对区域产业布局作出

贡献的乡镇实施专项转移支付。

新体制充分考虑了乡镇之间的差距，统筹兼顾 了区镇

利益，极 大地调动了乡镇发展创收积极性，取得了明显效

果。2007年，乡镇税 收分成收 入比上年增长 42% ；一般

预 算收 入增长 27% ；人均财力达到 12.6万元，比上年增

长 26% ，增长最多的镇由人均 2.8万元提高到 7.9万元，增

幅达到 175% 。2008年，镇级税收分成收入又比上年增长

41% ；一般预算收 入增长 34% ；人均财力增长 34% ，所有

乡镇均达到 10万元以 上。

（作者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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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

财政资金配套问题的思考

刘传岩

财政在推动农村扶 贫开发工 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问题，如地方财政资金配

套政 策规 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拨款和配套比例，西部

地区为 8∶2，中部地区为 6∶ 4，省（自治区、直辖 市）以

下分担比例由各地根据中央确定的原则自行确定。而事实

上，由于各地财力的各不相同以 及相关信息的不对称，很

难确定合理的配套比例，在一些扶贫项目建设中，配套资

金过高的问题比较突出，配套比例甚至超过项目总成本的

一半，配套资金的高门槛使 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 不

堪承受，从 而使扶贫政策和项目难以 落实，这在中部的民

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以“整村推进”为例，其主要项目包括道路建设、饮 水

工 程、沼 气池、学校建设、移民搬迁、产业开发。除道路

建设外，资金均由财政 配套和个人出资共同负担，个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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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比例从 47% 到 86% 不等。对于无力提供 配套资金的

贫困地区而言，资金配套政策如同“空头支票”，难以 实现

扶贫开发的初衷。在这种有发展意愿又 没有能力提供配套

资金的情况下，往 往会衍生以 下问题 ：一是扶 贫错位。受

资金 配套政 策制约，在一些扶 贫政 策、项目实施中，受益

最大、优先获得扶贫资源的往往是有能力提供 配套资金的

地区和收入水平中等以 上的群体，而严重贫困地区和绝对

贫困人口 则受益有限。调查表明，扶贫项目实施中对绝对

贫困人口 的排挤效应主要是由“ 配套门槛”引起的，配套

比例越大，排挤效应越强。二是弄虚作假。部分贫困地区

采取夸大扶贫项目规模、减少实际投资规模，或以一个项

目应付多个资助者等虚假 方式来逃避配套资金支付。三是

转嫁负担。主要是采取要求农户多出义务工 或直接要求农

户提供 配套资金等方式，将地 方政府的配套资金负担转

嫁给农户，并将没有能力提供 配套资金的贫困户排除在项

目之 外。这种倾向会因为地方政府追求项目的直接建设成

果而不是扶贫效果而加 强。四 是增加债务。贫困县区往往

缺税少财，可支配资金 少，甚至行政经费也依 赖上级转移

支付。为了完成扶贫任务或获取扶贫资金，部分县、乡、村

不得不举债筹措配套资金。

解决地方财政扶贫资金配套问题，一方面，要调动各

级 政府的扶贫力量以 及贫困人口 的自有资源，齐心 协力反

贫困；另一方面，要从各 个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 当

地财政收 入与实际生活 水平分类确定各贫困县的资金 配

套标准，不搞“一刀切”。对财力薄弱的贫困县降低 乃至取

消资金配套要求，由此产生的资金缺口，可以 通过如下方

式解决：一是由中央、省、市三 级 财政以 转移支付的形式

投入，而县乡村配套资金的多少和有无，应依据其财政收

入或集体收入状况来确定。三 级 政府出资比例可按全国、

省、市的最低 生活保 障线的比例来定。贫困县比较集中的

地市，市财政无力承担的部分可由中央和省级 财政通过贴

息贷款或直接 代 为承担的方式帮助解决。二是相近区域

财政帮扶。对于部分虽毗邻中心 城市，但由于种种原因而

陷 于贫困的区域和人口，如 环 京津贫困带的 32 个贫困县、

272.6万 贫困人口，可考虑打破扶 贫开发中的行政区域藩

篱，要求与之毗邻的大中城市或设区市以 上行政中心对该

贫困地区负担一定的财政及其他方式的帮扶责任。三是财

政垫付。对于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一些扶 贫项目的配套或

自筹资金，如饮水项目、就业培训项目、沼气池项目等，可

以 考虑先由财政扶贫资金或用工 单位垫付项目资金，再为

其提供就业岗位，从 其工资中扣除所垫付资金的办法，使

这类家庭能够参与项目，从中受益。

从 2008年起，国家在国家扶 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新安

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等公益性强的基本建设

项目，根据不同情况，逐步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 下配套。由

此可见，随着我国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随 着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 行政目标的明确，要求贫困地区、贫困人口

提供配套资金的政策正 在逐渐得以 扭转。

（作者单位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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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焦作打造阳光财政

任立宏  李新龙  石杜鹃

近年来，河南省焦作市财政部门以“建立公共财政体系，

实现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开展一系列以创新机制、

推进财政管理现代化 为重点的财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信息公 开。焦作市于 2000 年建立了面向社会公

众的服务大厅。在财政服务大厅、行政服务中心、会计核

算中心、产权交易市场等服务窗口，公众可以 通过电子屏、

触摸屏和文本资料查看到所有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的财政

财务公 开信息。同时，在人民广场、火车站、行政服务窗

口 等人群集散的地方设 立的电子屏幕随时播放“公 共财政

与百姓 生活”的动态报道，将事关民生的财政支出向社会

公 示。自觉接 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让更多的政

府财政资金为人民群众共监共管。

二是建立内部分权制衡的机制。权 力制衡是建立公 共

财政、预 防 经济腐败的重要机制。焦作市财政管理从体制

建设入手，建立完善财政预 算编制、执行、监督、评价相

分离的管理架构和权 力制衡机制，在不增加人员编制的情

况下，建立预算编制局、执行局、监督局、绩效评价局。新

机制做到决 策科学、监督有力，降低行政成本，提 高财政

绩效。同时，根据现阶段我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情况，焦作

市建立了外圆内方的工作制度，“外圆”即客观适应上级 业

务对口 和地方职能部门等外部大环境的条件制约，“内方”

即对内按 照新的组 织结构、职能整合和人员配备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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