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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藏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王旗

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其目的是为了鼓

励企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提升绩效

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补贴在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保护了部

分亏损企业或生产率低、竞争力弱的企

业。再次是影响了效率，财政资金按照

程序直接补贴给一些符合规定和要求的

企业，但各企业实际获得的补贴不多，

这种撒胡椒面的模式对企业发展无法起

到决定性作用。另外，由于现行补贴退

出机制不健全，一些补贴支出项目只增

不减，部分补贴演变为长期财政支出项

目，直接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财政资金监管水平有待提高。

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财政性资金分配、

管理、使用缺乏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

缺乏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反馈体系。支出

监督的方式方法落后，突击性、专项性

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事后检查多，事

前、事中监督少；对某一事项和环节检

查多，全方位跟踪监督少。

“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

重要窗口期，西部藏区县级财政要积极发

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一）盘活存量资源，支持县域经济

发展。继续加大对财政专户、单位往来

户“沉睡”两年以上存量资金的清理盘

活力度，统筹使用盘活的存量资金，重

点投向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清理盘活政府存量资产资

源（如土地、门市等），将政府资产资源

通过股权投入、参股等方式转化成政府

的产业和项目，进而转换成财源。

（二）创新投入方式，发挥杠杆引领

作用。一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通过采用

“拨改投”、“资金改基金”等创新方式，采

取市场化方式运作，将政府“有形的手”

和市场“无形的手”结合形成调控“合力”，

有效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中小企业

投资、个人创业创新投资等产业发展资金

需求，如设立藏区旅游产业发展基金、藏

族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藏医药产业发展基

金、农牧深加工产业发展基金等。二是推

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应用，

设立PPP政府支持基金，政府通过特许经

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收费公路、水污染防治、市

政公用、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

事业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三）严肃财经纪律，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一是完善经费管理制度，建立预

算执行动态监控软件系统，科学设计动

态监控预警规则，将财经法律法规对预

算执行的要求和财政管理的具体措施以

软件的方式予以体现，规范财政资金支

付行为。二是规范政府投资项目评审和

政府采购监管，提高政府投资项目评审

与政府采购效益，创新政府采购监管模

式，推行政府采购全过程电子化管理。

三是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完善多渠道融

资方式，在保障重点项目资金需要的同

时，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构建起规

模适度、风险可控的政府债务监管运用

机制。四是规范对口援建资金管理，严

格按照“项目跟着计划走、资金跟着项

目走、拨付跟着进度走”的原则，完善援

建项目资金预算管理，做好援建项目资

金拨付使用台账，坚持县级报账制，专

户统一收付，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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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总人

口约7.1万人，面积1.43万平方公里，收

入基础薄弱，支出可调控性有限，行政

成本支出大。如，2014年税收以耕地占

用税为主，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达44%，主要由建筑业、单位和个人占用

耕地建设项目产生，属于一次性税收收

入，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中来源于上级的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占

87.7%，政府对财力的可调控能力较弱。

当前是西部藏区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藏区地方财政在支

持县域经济发展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

（一）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有

限。一方面，理塘财政是典型的“输血

型”财政，财政自求平衡能力低，财政

支出主要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大部分财

力用于当地民生保障、脱贫攻坚、行政

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用于引导

产业升级、支持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十

分有限。另一方面，后继财源不足，税

源培植滞后，再受到宏观经济下行的影

响，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因此，

理塘县财政在自有收入保自身运转都无

法实现的情况下，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

只能基本依赖上级财政且十分有限，县

级财政自身支撑能力无法体现县委县政

府对经济产业发展的导向。

（二）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有

待改变。当前，理塘县财政支持产业发

展主要采用直接补助项目方式，政府职

能机构直接参与项目选择，逐级申报审

批。这种方式潜在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

视。首先是补贴结构不合理，扶持政策

和产业补贴仍难以普遍惠及中小企业

及非工业产业。其次是方式不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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