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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其经济加快发 展、再上台阶，并

将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情况作为重

点考核内容 ；对资源匮乏的县，则

可以将考核重点放在“保民生、保稳

定、保运转”上。

2. 甄 别权力性 质，扩大 放 权范

围，积极探索权力下放后新的管理

模式。一方面，省级部门要尽 快对

现有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清理、评估、

调整和完善。另一方面，还应甄别

权力，该放则放，当收应收。对接近

基层群众且适于基层政府行使的权

力能放尽放，不仅要有放权的目录，

还要制定规范县政府权力行使的实

施细则。对具有全局性、高度专业性

的权力则不仅不放，还要适度严格

管理。总之，放权的目标不是为放

而放，而是 在调整、重新合理配置

政府间职能的基础上，将县打造成

可相对独立管理一方经济社会事务

的行政单元。在财政“省直管县”改

革较为成功的浙江和海南，其精髓

就 在于“放权”。1998 年以来，浙江

省政府先后四次向县级政府下放权

力。如 2002 年一次性向县下放了313

项经济管理权限 ；2006 年以义乌为

试点，将放权的范围扩大到部分社

会管理方面。海南省则是从建省开

始就由省政府直接领导 18 个县市和

洋浦开发区，没有地区一级的设置。

尽管如此，海南还是一再启动了省向

市县的放权改革。如 2008 年 10月，

省政府下放了197 项行政权力，不仅

包括投资额在1亿元以下的项目审

批等经济管理权限，还包括城市自

来水价格、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审

批等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权限。

3. 启动和加快信息化建设工作，

提升省级部门管理能力。管理对象

骤增后，省级部门可以适度地调整

机 构和增加人手，但更重要的在于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提升管理效能。

可结合目前正在推广的财政信息大

平台建设，建立省级信息化平台，推

行网上信息传送，实现省与县之间

信息的直联互通。

4. 财政部门要继续先行先试，出

台适应客观需要的财政政策。首先，

以已启动的省级财政信息大平台为

依托，尽快将试点县纳入建设范围，

率先完成直联互通。其次，出台奖

优罚劣、激励与约束并重的财政政

策，可借鉴浙江等地的经验，对财政

收入增长明显的县进行适当奖励，

对财政穷县则以该省人均财力的平

均数为基点，综合考虑人口、辖区面

积等因素，测算出基本财力保障线，

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

目标。再次，尽快研究分析市县合

理的事权范围，对区域性事权要提

请上级部门制定专项政策。最后，应

关注在“扩权强县”试点工作中部分

受到较大冲击的市级财政，认真测

算其实有财力和支出责任，在此基

础上确定相关的财政政策。

5. 培养民间组织以承接政 府转

移出来的非核心职能。“ 省直管县”

改革的实质是使政 府层级 扁平化，

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职能的重新组合

与配置，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

一部分非核心职能。在浙江，省级

培育出以商会为代表的各类民间组

织，有效承接了政 府转型过程中转

移出来的多项职能。因此，其他省也

可以未雨绸缪，适度发展和培育民

间组织，做好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

准备，逐渐寻求和建立与市场经济

发展相适应的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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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宣传培育消费热点

为进 一 步 搞活 流 通、培育消费热 点，山

东 省枣 庄市 市 中区 财 政 局 积 极 谋 划，制 作

了宣传 牌 匾、宣传 单，设 立咨 询 台，走 上 街

头，宣 传 解 答 家电 下乡、汽 车 摩 托 车 下乡、

家电 以 旧 换 新 财 政 补 贴 政 策 的 相 关 问 题。

                            （本刊通讯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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