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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省直管县”改革在全国范

围内的大面积铺开，四川省于2007年

7月启动了27个县进行“扩权强县”

试点，2009年又新增32个县。“扩权

强县”改革赋予了扩权试点县与地级

市相同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包括计

划直接上报、财政审计直接管理、税

收管理权部分调整、项目直接申报、

用地直接报批、资质直接认证、部分

价格管理权限下放、统计直接监测等

八个领域56项经济管理权限。“扩权

强县”改革以来，各试点县取得了比

较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为改革工作

机制及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基本形成、

各项放权政策基本落实、扩权试点县

主要经济指标明显提高、行政运行效

率有所提高、公共财政保障能力显著

增强等等。2010年59个扩权试点县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4753.6亿元，比

上年增长14.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59.5

亿元，比上年增长30.3%，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9.1%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134.1亿元，比上年增长24.4%，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5%。

一、“扩权强县”改革后地

方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

（一）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与市管

县行政体制之间的矛盾

“扩权强县”改革遇到的最大问

题就是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之间不相

配套。对地级市来讲，财政体制改革

仅仅是财政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虽

然下放了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但地级

市与县的行政隶属关系并没有改变，

地级市行政范围仍然要覆盖全市事

权。然而“扩权强县”改革使得市对县

缺少与行政权匹配的财政权，这无疑

会影响其行政管理权的实施及市对县

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对扩权县来讲，

财政资金由省直接拨付，但其他事项

仍由市级负责。为了得到项目，既要

向省政府跑资金、要政策，又要向市

政府汇报工作，争取理解支持。由于

没有其他权限的配合，使得试点县面

对省、市两级时，关系不好处理，工

作难度加大。

（二）省级财政部门管理难度过

大

虽然实施“扩权强县”改革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县乡的财政困难,但

与此同时省级财政部门无论是在管理

半径还是管理难度上都面临新的挑

战。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后,省级财政

部门在原来管理的21个地级市的基

础上又增加了59个试点县,管理单位

数量的增加使得工作量明显加大。同

时, 由于四川省的行政管辖范围过

大，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

大差异, 增大了省级财政的调控、管

理难度。因此，能否及时准确掌握各

县实际情况并因地制宜地进行监督管

理是全面推行省管县必须考虑到的问

题。

（三）地区的资源配置和产业布

局受到影响

在市管县财政体制下, 地级市

能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做出比较宏观

的长期发展规划, 结合各县域经济

的自身特点对地区的资源配置和产业

布局进行规划，并已在较长时期的区

域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

整体经济格局。“扩权强县”改革后，

随着县一级政府的经济管理自主权逐

渐扩大，发展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倘

若省对县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就

有可能会带来无序开发、恶性竞争的

隐患。对地级市而言，随着“扩权强

县”的全面推行，为保证和提高自身

的财力，一些重要的经济项目或者企

业将有可能被留在市本级而不是根据

各县域经济的资源禀赋特点进行更合

理的安排。

此外，“扩权强县”改革以后, 

地级市与经济欠发达县之间的财政隶

属关系被解除或弱化,地级市对欠发

达县的管理责任下降,对欠发达县的

经济资助和扶持力度亦可能下降。加

之欠发达县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在筹

集资金、招商引资方面更处于不利地

位。随着2012年“省直管县”改革在

全国范围的全面推行，县域经济之间

的竞争也将趋于白热化。此时，欠发

达县的经济发展有可能在地级市的区

域经济结构及产业布局中被进一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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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化，出现强县越强，弱县越弱的局

面。

（四）基层财政人才匮乏的问题

日益突出

与地级市相比，县域经济发展通

常落后,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人才

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专业人才严重匮

乏。几乎所有的县级政府都反映基层

财政人员匮乏、专业知识贫乏，管理

水平不高，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如绩效评价）往往难以胜任，与上

级政府部门的业务对接能力也较差。

“扩权强县”改革以后,由于县级部

门的自主权增加, 经济开发和建设

步伐加快, 对县域经济的科技创新

能力、管理创新能力、文化创新能力

及教育水平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缺口也将进一步扩

大, 此时县域经济的人才匮乏的局

面将更为严峻。

二、完善地方财政关系的

政策性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省、市、县各项

事权，尽量做到事权与财力相匹配

在全面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扩大

县级经济管理职权的同时，应按照一

级事权一级财权的原则，对当前省、

市、县政府间行政管理、社会事务管

理的事权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并相

应地确定财权，使各级的财政利益得

到保障。一是强化各级政府的全局意

识。在“扩权强县”的举措中，仅仅在

财政一个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

单兵突进，其他权限跟不上，因此积

极宣传省直管县的重要性，强化各级

政府的全局意识十分必要。二是要处

理好区域性事务。在省直管县体制下，

县级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涉及区域性

公共管理事务应按照区域覆盖的范围

和事务的性质，由中央、省、市、县根

据权责和负担能力的大小分别负担。

（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

1．发展特色县域经济。由于四

川省所辖县范围宽，各县自身发展程

度差别大，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不能

搞“一刀切”。财力较好的县应鼓励县

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个性，准确定位，

发挥县级财政调控县域经济的功能，

建立特色县域经济。对财力较弱的县

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加大均

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力度，鼓励地方政

府集中财力办大事，发挥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率，从而有重点地推动县域经

济的发展。

2．调整项目配套资金办法。

2011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民生

的政策项目，已经有不少超出了地方

财力保障的能力。很多项目的同时展

开对财力较弱的县级财政来说是无法

承受的，因此一方面建议省在出台支

出政策时能够统筹考虑事业发展需要

和地方承受能力，按项目的重要性分

次分批下达，给地方执行政策一定的

弹性。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县级自身

财力的多寡，对财力较弱的县适当减

少项目配套资金要求，让他们集中财

力，解决重点民生问题。

（三）公平兼顾，完善转移支付制

度，实现县级财力基本均衡

1．保证政策力度统一公平。第

一批、二批“扩权强县”试点县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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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待遇各不相同，且试点县财政状况

有别，使得第一批试点县受益程度要

大于第二批，这已经受到普遍诟病。

因此下一步改革要本着对各县公平的

原则，调整对县的各项待遇及转移支

付力度，做到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2．改进转移支付结构。加大一

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要以缩小县域财力

差异为导向，逐步提高各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对专项转移支付要

逐步进行调整、压缩和清理，规范专

项转移支付措施，减少政策制定的随

意性。

3．建立公开透明的转移支付制

度。一是在转移支付资金的测算分配

上应更加科学合理，既要考虑到不同

县之间在财政供养人数、区域面积及

财政收入状况方面的差异，也要考虑

到时间因素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建立

动态的转移支付机制。二是在转移支

付计算上将资金测算分配的公式和办

法公开，做到真正的透明客观、公平

公正。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激励

机制

1．加大财政监督力度。在省直

管县的财政框架内，资金的调度分配

由省级财政直接与县级对接，但具体

的监督职能还是由地级市履行，形成

了地级市在不清楚资金分配目的和

数额的前提下对县进行监督，加大了

工作难度。加之改革后地级市难免会

将精力用于本级财政，所以让市继续

履行监管职责不合适。但是由于管理

幅度过宽，省级财政无暇顾及所有的

县，最后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因此建

议在市级设立专门的代管机构对县级

财政资金运用进行监督管理，并且负

责各部门的绩效考评工作。

2．建立激励补偿机制。为了调

动县级自身发展及市帮扶县的积极

性，应建立起奖励补助机制。对于县

级奖励补助的重点应放在促进税收收

入增长，改善财政收入质量和提高重

点支出保障水平上。建议区分经济发

展水平，制定不同基数比率档次，适

当提高经济欠发达县奖励基数的比

率，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进

一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地级市

奖励的重心应围绕地级市对县级的财

政性补助来进行。对于帮扶县级比重

大，支出增加的地级市应适当提高奖

励标准，并纳入年末绩效考评中。

（五）提高财政信息化水平

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全面铺开，

纳入直管的县数量骤增，省级与县级

财政部门的工作强度加大，因此亟待

改变原先的工作方式，借助现代化信

息技术提升管理效能。应加大力度建

设财政信息化平台，保证省、市、县三

级信息网络的共享与畅通，为全面推

行省直管县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六）稳定和优化基层财政队伍

全面实行省直管县后，财政工作

对基层工作人员提出更具体更专业的

要求，因此建议恢复乡镇财政编制，

稳定基层财政队伍。同时上级政府应

多开展业务培训，帮助基层工作人员

拓宽知识面，优化业务知识，提高业

务能力，以便尽快适应省直管县的工

作要求。

（作者单位：四川省绵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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