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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从2004年开始，对57个县

（市）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从无为县来看，改革5年多来，正负效

应皆显。

改革增加了县级可用财力，加快了

资金周转，扩大了县级财政自主权，推

进了县域经济发展。2003年，无为县可

用财力只有3.81亿元。改革后，县级财

政困难直接反馈到省级财政，省财政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直接解决县级财政

困难，2008年全县可用财力达到17亿

元。通过“省直管县”改革，省财政直接

确定县的资金留解比例，预算执行中的

资金调度，由省财政直接拨付到县，减

少了市级国库和财政管理的中间环节，

缩短了资金在途时间，提高了资金使用

效率。同时，打破了市县争利、市压县、

市刮县的局面，“雁过拨毛”情况不复存

在，极大调动了县级加快经济发展的积

极性，县域发展环境得到了优化，县一

级拥有更大发展主动权，县域经济和

财政收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全

县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由改革前

2003年的52.8亿元和2.97亿元，提升

到改革后2008年的157.4亿元和13.32

亿元。改革5年间，生产总值增长3倍，

财政收入增长4.5倍，为全县发展奠定

了物质基础。

好处显而易见，但负效应也不少。

一是市县两级之间容易产生摩擦。改

革后，县级财权扩大，越过了市级，市

级失去县级财政管理权，无疑会造成

市级对县级行政管理的弱化。而在行

政管理方面，市级党政领导机构及部

门单位仍在履行全市性事权，市级事

权与财权不对称问题突出，与县级产

生误会和摩擦增多，加剧市县两级紧

张关系。市级处于权力上的优势，往往

设置较多考核评比和“一票否决”的内

容，从而实现全面管理的目的，导致县

级各项工作缩手缩脚，左右为难。二是

体制变化削弱了市级财政对县级财政

的支持。安徽省规定，市对县的各项补

助，继续由市财政直接下达到所属县，

补助数额原则上应在2003年的基础

上逐步增加。但改革后，实际情况是市

级财政“无责一身轻”，支持县级经济

发展的积极性大为降低。三是增加了

省级财政管理工作的难度。改革后，省

财政激增57个管理单位，虽然有自动

化、信息化办公条件做支撑，但由于

县级管理水平有限，各项业务直接面

对省级财政，有些工作质量标准，尤其

是依法理财水平难以达到省财政的要

求，增加了省财政工作困难。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更需要配套措施的支

持，放大改革作用，减少负面效应。一

是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

进一步深化“省直管县”改革。在现有改

革的基础上，给县级下放经济管理权，

实行“扩权强县”，但仍维持市对县的行

政管理地位。推进市、县分治，重新定

位市、县的功能，市的职能要有增有减，

县的职能可合理扩充。同时，推进市级

改革，合理扩大市辖区范围，整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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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发展空间。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

况下，撤消市对县行政管理，实行真正

意义省管县，使行政管理和财政管理相

一致。二是科学界定省县两级政府事

权。要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

分工的基本原则，明晰省县两级政府事

权。进一步完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

制，使县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将

县级财政主要职能转移到保证辖区内

公共职能发挥、为全县提供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上来，加快县域经济的发

展。三是强化和完善省对县的监督机

制。“省直管县”改革后，省级财政管理

单位突增和管理范围扩大，为防止管理

鞭长莫及和管理真空问题，省级财政要

建立科学财政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强化

对县级财政的监督管理力度。对省管县

派驻联络员，全面掌握县级财政的资

金运行情况，并建立相关的信息反馈制

度；鼓励县级财政自身加强监督检查，

做到依法理财、主动理财和科学理财；

发挥省财政厅监督局的作用，配强配齐

专业监督人员，对省管县财政预算管理、

各项转移支付及专项资金等进行监督

检查。四是解决县乡债务问题。“省直管

县”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县级财政

困难，如不能有效化解县乡政府债务，

会影响到改革成效。省级财政要建立

化债偿还基金，通过“以奖代补”鼓励

县乡政府主动积极化解债务。同时，制

定约束机制，严禁增加新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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