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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
发达县财政困难是当前基层政府面临的重

大问题之一，特别是发达地区欠发达县的财

政困难问题更显突出。笔者对全国最发达省

份之一的浙江省中典型的欠发达县——仙居县的财政

困难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财政体制、机制上寻求解决

之道。

      台州市仙居县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

山区县。财政收入总量少，增长缓慢。2009 年，仙居

全县财政收入总量仅占全省的 0.22%，占台州全市的

3.5%，在全市排在末位 ；人均财政收入只相当于全省

的 21.8%、全市的 41.7%。2001—2009 年，仙居县财政

总收入年均增幅分别低于浙江省、台州市 5.9 个百分点

和 4.3 个百分点，在全省处于后几位。同时，财政供养

人员多，人均可用财力少。2009 年，全县一般预算可用

财力 7.5 亿元，而财政供养人员达 13000 人（不包括定

补、困补等人员），人均可用财力只有 5.8 万元，如果剔

除城建税、排污费、教育费附加专项和省年终结算补

助专项，则人均可用财力只有 5 万元。2008 年浙江省、

台州市人均可用财力分别为 11.3 万元、10.6 万元，而

仙居人均可用财力只有 5.4 万元，仅为省、市的 47.8%、

50.9%，在全省位列最后几位。此外，刚性支出增长过

快，县级财力难以保障。如 2010 年仙居县财政支出在

确保公务员津补贴和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的基础上，

要保障全员养老保险、村级运行经费、村主要干部报酬

等，估计需增加支出 3 亿元，而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不到

5000 万元，难以保证各项支出增长的需要。

       造成仙居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财政

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主要有 ：财政体制不完善，导致

财力上移，基层财力削弱 ；财力事权不匹配，加重县级

财政负担 ；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一般转移支付总量

偏小。同时，为保护灵江源头——永安溪的生态，2003

年以来，仙居县已关闭了 40 多家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医

化企业，这给仙居这样一个以医化产业为经济发展支

柱和主要财源的欠发达县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但根

据目前浙江省实行的生态补偿政策，仙居县所能得到

的生态补偿金额却十分有限。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建议

从以下方面加以解决 ：一是省级财政要建立县级财政

最低保障制度，根据财政供养人员、区域人口、区域面

积因素，按全省的人均可用财力的一定比例（如 70%）

确定县级财政最低保障线，不足部分由省财政全额转

移支付，保障欠发达县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公

共服务最基本需要。同时，实行动态管理，保证人均可

用财力超过最低保障线的县市自动退出、低于最低保

障线的县市自动进入县级财政最低保障体系，促进全

省各县市之间均衡发展。二是合理划分政府间财力与

事权。针对当前政府在财力、事权划分上不明确、不匹

配等问题，应当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间责任划分。在

事权范围明确的前提下，再细化支出职责，尽可能做到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减少因事权划分不明确而增加地

方政府财政负担和支出压力的情况。同时，要完善转移

支付制度，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力度。三是健全生态补偿

机制，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一方面要提高纵向生态补偿

标准，进一步加大财政生态环保转移支付力度，让上游

地区体会到“与其办污染环境的企业，不如保护生态更

合算”，从而激励其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另一方面，要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启动横向转移支付，避

免欠发达县为了发展工业经济、摆脱财政困难而走“污

染——治理——再污染”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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