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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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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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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