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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直管县”财政改革作

为推进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和深化财政

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现已遍及 24

个省份、875 个县，进展情况良好，改

革成效初步显现 ：县级财政留成比例

和可用财力增加，县级财政理财水平

和县域经济活力增强 ；财政资金拨

付快，运转效率明显提高 ；省级直接

调控能力增强，促进了省域内公共服

务均等化和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当

然，目前“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现行

“市管县”行政体制并存，体制性摩擦

在所难免。另外，以四川、河北、河南

等为代表的“辖县大省”因辖区内县

级个体规模偏小而数量较多，从而产

生了一些特殊矛盾。

第一，财政“省直管县”与行政

“市管县”之间的体制性摩擦问题比较

突出。在现行行政“市管县”体制下，

设区市政府要统筹管理辖区内所有

县（市）的经济社会事务，但实行“省

直管县”财政改革后，设区市政府已

无权运用省直管县的财力，形成设区

市政府与省直管县之间体制上的不协

调。从设区市来看，直管县的财政权

与设区市的行政权存在匹配错位，设

区市履行综合平衡本地区发展的职

责，市县政府领导层认同的一些区域

性政策行动，由于市县财政的分离与

管理权力限制，在落实当中存在体制

性矛盾。从直管县的角度看，县级财

政实行省直接管理后，财力和资金都

由省统一对其结算、拨付，但其他的

行政权限如人事任免权却归市管，这

就必然形成县级既要向省政府和省财

政跑财力、资金、项目、政策，又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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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革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
需要在推进中完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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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汇报工作、争取理解和支持，

县级的工作难度增大，面对省市两个

“婆婆”，有些关系不好处理。

第二，改革后省级财政管理单元

的增加和管理半径的扩大，致使省级

财政感觉应对困难。随着交通运输条

件和信息网络的发展，扩大管理幅度

（半径）、减少管理层次的“省直管县”

财政改革总体而言是必要的和可行

的，但对于下辖县（市）数量较多的“辖

县大省”来说，目前的改革也确实遇

到了与管理幅度相关的困难。以河北

省为例，2009 年，河北省实行“省直

管县”财政改革后，省级财政面对的

管理单元从原来的 11 个骤然增加到

103 个（其中包括 11 个设区市和 92 个

直管县）。陡增的管理对象数量和迥

异的各县县情，对省级财政管理工作

提出了严峻挑战，包括如何以省级财

力合理满足各市、县经济社会均衡发

展的调控需要，如何保证转移支付资

金分配的科学、有效和配套资金的及

时到位，如何实现对众多市、县财政

部门权力的有效监管以防止管理“盲

区”的出现，等等。

第三，设区市与直管县之间“争

收争利”现象也日益显现。“省直管

县”财政改革之前，市域内按区域产

今后一个时期将是推进“省直管县”

财政改革的攻坚时期和关键时期。需

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积

极应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

题，进一步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推

向深入，并逐步向行政上的“省直管

县”过渡。

第一，在转变政府职能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省、市、县政府间的职

责权限。在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

制、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

同时，应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

过深化省以下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应的

制度约束机制，使省、市、县各级政府

应承担的公共责权落到实处。

1．省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认

真履行好县级财政的直接管理职能，

不应在扩权的同时将与省相应的职责

下移，强加给县级政府，造成县级政

府的事权过重和行为扭曲。

2．设区市政府需要发挥自己在

省、县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切实

处理好以下三项职能衔接 ：一是业务

指导职能的衔接。“省直管县”后，尽

管市对县财政资金拨付结算关系不

复存在，但财政工作中一些具体的业

务还必须接受市级财政指导，财政改

革中的许多工作还必须在省市的统一

协调下进行。二是督促检查职能的发

挥。“省直管县”后，由于省级管理半

径加大，一段时间内尚不可能事事直

接插到县一级，许多督促检查工作还

必须由市级财政来完成。当前，市级

财政尤其要把防范“省直管县”后可

能产生的县级财政风险，作为行使督

促检查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三是报

表汇总职能的衔接。一段时间内，县

级财政预算、财政决算、财政收支旬

报、工资月报以及省财政要求报送的

其他报表、资料等，仍需市财政局统

业协调发展的格局推进，内

部竞争易于通过管理而相对弱化、隐

形化。而改革后，设区市与省直管县

在财政上属于平行关系，由过去共同

追求区域利益最大化的“父子”关系

转变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竞争者

关系，市、县政府间竞争开始明显化。

在现实生活中，设区市从自身利益出

发，将财力更多地投向市自身，发展

城区经济，培植本级财源，设区市与

直管县之间“争收争利”现象日益显

现。此外，市与县的关系疏远后，一些

市县帮扶结对开发的园区、项目，由

于财政管理关系的变更，最终落得不

了了之的结局。

对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过程

中暴露出来的困难和问题，需要予以

正确分析和认识。作为新的探索与尝

试，“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在实施过程

中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在所难免，这

些问题是过渡过程中阶段性和磨合性

的，可通过改革逐步消化。2011 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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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和汇总，以便于省厅汇总和省

对县考核，也便于为市委、市政府决

策提供依据。

3．县级政府和财政应注重加强

基础建设，努力提高自身管理水平。

一是积极推进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

算、政府采购等财政改革，加强“金

财”工程的建设和运用，增强预算执

行、财政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二

是加强以县级财政为主体的考核与评

价工作，设定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

切实增强县级财政的责任意识、问责

机制和自主理财能力。三是积极推进

“乡财县管”和乡镇综合改革，改进和

提高基层财政管理水平。四是省市两

级要加大对县级和乡级财政工作人员

的培训力度，增强依法理财意识，提

高财政干部业务能力，提升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水平。

第二，充分发挥设区市在区域

协调发展中的带动作用。“省直管县”

财政改革虽然对市县利益格局作了

重新调整，使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市级

财政的关联度减弱，但由于市县经济

联系千丝万缕，区域中心城市的中心

地位客观存在，市对县仍然会产生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与协调作

用。因此，市财政要积极作为，继续

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龙头和支撑作

用。为了给设区市留下必要的发展空

间，设区市周边的县（市）一般不要确

定为省直管县，而应在条件成熟时改

为市辖区，以扩大中心城市规模，充

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目

前，对于条件已具备的某些近郊县

（市）可尽快操作，改设市辖区，改变

市县同城、近城格局，减少县（市）数

量。

第三，酌情渐进调整县级行政区

划。针对以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为代

表的“辖县大省”在实施“省直管县”

财政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管理半径难

题，应酌情调整这些省份的县级行政

区划，减少县（市）数量，扩大县（市）

规模，以降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

的管理对象总量，直至合理、可控范

围之内。当然，这种调整需周密考量，

从长计议，渐进推行。具体调整思路

为 ：适当合并部分幅员较小的县，减

少县级行政区数量，调减县域管理规

模。酌情将一部分县（市）升格为省辖

市。有些县（市）区位分布合理，经济

实力较强，城市化水平高，可考虑升

格为地级市，由省直辖，同时按照“地

域相邻，经济互补”的原则将一两个

县并入该市，使其成为市辖区。

第四，通过试点逐步推进“省直

管县”从财政向行政的过渡。对于目

前“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中存在的财

政直管而行政未直管所引发的体制摩

擦问题，根本出路在于“省直管县”从

财政向行政的过渡。下辖县（市）较多

的省份，应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为切

入点，适时推行“省直管县”的行政改

革。起步阶段可先选择经济较发达的

县（市）率先试点，给县级政府较充分

的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享受与设

区市相同的人权、事权和财权，然后

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完成“省直管县”

从财政向行政的过渡。

（作者单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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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陀：
财政加大力度支持旧房改造

为保障民众住房需求，改善居住环境，2008—2010年

间，上海市普陀区财政部门共投入46283万元专项资金用

于旧住房综合整治，完成平改坡综合改造517.9万平方米、

清洁建筑立面1001.8万平方米、综合整治1996年前高层

建筑150.6万平方米，以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687.7万平

方米。                        （本刊通讯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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