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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按照“疏堵结合，修明渠，堵暗渠”

的改革思路，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办

法。科学地评估政府债务规模，保证政

府债务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偿债

能力相适应。县、乡镇两级在大力发展

区域经济、逐步化解旧债的同时，按“有

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严格控制

各项支出，避免发生新的不良债务。同

时，推广 PPP 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

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

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建立和完善政

府债务预警机制，制定有效的防范和化

解措施及应急预案，合理控制新增政府

债务规模，按规定程序及时向社会公开

政府债务存量情况，妥善处置存量债务

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有效防范县级政

府债务风险。

四是对县级财政资金进行动态管

理。建立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

对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金，在下一年用

于结转项目的支出，加大结转资金统筹

使用力度，对不需按原用途使用的资金，

按规定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

支持的领域。构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

长效机制，建立预算编制与结转结余资

金管理相结合的机制，细化预算编制，

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做好盘活财政存

量资金工作，对 2012 年前（含 2012 年）

的存量资金，由县政府收回统筹使用，

对 2013 年后（含 2013 年）的存量资金调

整用于本县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使用

随着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煤炭依赖

型区域的经济遭遇了断崖式下跌，县级

财政运行尤其困难。县级财政处于财政

收入的最初端、财政支出的最末端，其

运行状况不仅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

县级财政的平衡，也影响着整个国家财

政经济的发展。如何使煤炭依赖型区域

县级财政摆脱困境十分紧迫。对此，提

出如下对策建议 ：

一是营改增后调整利益分配格局。

营改增后县级总体税源减少，影响县级

财政收入总量，等于营业税收入这一块

就没了，影响了县级财政的既得利益，

营改增减税与县级财政收支压力并存。

虽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增值税收入是

5:5 分成，但是地方这 50% 的分成由省

财政统筹，为了缓解县级财政的困难，

建议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加大县级财政

的分成比例。

二是加大资源型县域一般转移支付

力度，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国债和

中央预算内资金集中扶持资源型县域经

济，延续现有资源产业寿命 ；支持旅游

业、绿色农业、林业的发展，使资源型

县域不再仅仅依赖现有资源发展，尽快

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使产业结构、就业

结构等跳出资源的约束陷阱，最终实现

经济结构调整，使县域经济由原来单一

的资源型经济向综合性经济转变。

三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化解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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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目。全县各预算单位每月及时报送

财政存量资金统计报表，加强财政资金

的动态管理。深化国库集中收付改革，

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做好预算

支出执行分析通报，规范财政专户和银

行账户的管理，严格账户设立审批、核

准制度，严格执行国库资金安全管理办

法，确保资金拨付效率和运行安全。

五是培育新兴接替财源。推进财源

结构优化升级，把财源结构调整和投资

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以增量投入带存量

调整。依靠科技创新，发展高效生态农

业，深层次开发农产品，加快农产品转

化，搞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扩大绿色食

品生产规模，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打造

地方特色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以

地方资源为重点，扶持一批综合型、加

工型、旅游型、商贸型、交通枢纽型基

础财源，培育农业基础新兴接替财源。

六是促进非税收入增长。将所有乡

镇、街道办事处和其他零散单位全部纳

入非税收入收缴系统，统一使用“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机打票据，实行全县

范围非税收入的全覆盖。同时，加大手

工票据管理力度，严格按照《财政票据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实行缴旧领新、

票款同行。强化“以票控费、以票促收”，

力促非税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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