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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结硕果  因地制宜谋发展

本刊记者  李  烝  特约通讯员 黄  奎  郑永强

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地处京津冀三角中

心，交通便捷，近年来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实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以来，胜芳财政

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机关，营造

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财政收入节节攀升。随

着自有财力不断增强，在满足乡镇正常开支和

社会事业基本支出外，还将一部分资金用于经

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如恢复建设胜芳古镇，兴

建城市广场、国际家具博览城、国际购物中心、

前钢大剧院等十大工程，而这又进一步提升了

城镇形象和城镇品位，夯实了经济发展平台。

2011年，全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亿元，出口

交货值实现19亿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

河北省像胜芳镇一样得益于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而快速发展的乡镇还有许多，而说起这些可喜

的变化还要追溯到2006年。

宜统则统  宜分则分

县乡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中的基层财政，

对农村和小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财政的

总体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农村税费改革

和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体制调整等一系列惠民

政策的实施，乡级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乡级支出

范围明显缩小，收支矛盾进一步显现。为巩固农

村税费改革成果、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缓解

乡镇财政困难、促进县乡财政步入良性循环轨

道，2006年，河北省出台了《关于深化县乡财政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选择12个县市推

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试点，体制一定三年。改革

试点确定了相对规范的分税制和统收统支加激

励两种模式：一方面，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非

农产业聚集度低，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自有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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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的乡镇实行统收统支加激励的模

式。如没有矿产资源的平原县市，由

于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收入大幅减少，

又没有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收入规

模与其支出需求相差悬殊，因而大部

分支出需由上级转移支付和县级财政

补贴来维持。另一方面，对于非农产

业聚集度高、财政收入规模较大，基

础条件较好的乡镇实行相对规范的分

税制。通过放权让利，充分体现体制

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大力激发其招商

引资培植财源的积极性，增强其加快

城镇建设自谋发展的能力。

在第一轮改革试点到期后，为进

一步完善县乡两级财政体制，构建起

较为完善的地方公共财政体系，2010

年河北省又提出将“统收统支加激励”

模式规范为“统收统支”模式，将“相

对规范分税制”向“规范分税制”转变

的改革思路。其中，分税制模式重在

强调体制激励功能，体现效率原则，

体制模式设计和操作重在放权让利，

激励乡镇自我发展。而统收统支模式

则重在强调体制保障功能，体现公平

原则，以保障乡镇基本支出需求为主，

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河北省这

一探索性的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将两

种体制同时在一地域内实行，使“保

运转”和“促发展”两种功能有机结合

起来，充分发挥两种体制的比较优势，

对发展较慢的乡镇起到辐射带动作

用，进而推动整体县域经济的发展。

既要管好  又要放活

记者走访了魏县、冀州、隆化等

改革试点县市，无论是分税制模式还

是统收统支模式都得到了乡镇的一

致认可。其中，分税制财政体制可以

概括为“分级管理、支出定责、收入

分享、责权统一”；统收统支财政体

制可以概括为“收支统管、核定收支、

超收奖励、节支留用”。

具体来讲，在财政收入划分方

面，对于农业依赖型地区，税源单薄，

需要通过省以下的转移支付才能实

现财力与事权的对称，因此在统收统

支模式下，县级政府作为县乡财政主

体，对乡镇财政收入实行统一管理。

乡镇作为县财政的预算单位，主要负

责收入征收和乡镇财务管理。而分税

制模式下的收入划分则主要着眼于县

域经济发展、促进小城镇建设和乡镇

政府职能转变。对辖区内与经济发展

密切相关、经济调节作用强的主体税

种，如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等，由县乡共享、按比例分配。而城

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

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城镇建设配

套费以及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与城

镇发展、社区服务直接相关的收入则

作为乡镇专享。对县乡分别组织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

等，按组织收入主体划分，分别作为

县级和乡镇的固定收入。

在支出责任划分方面，实行统

收统支模式的乡镇，支出责任以县级

为主，确保公教人员工资正常发放和

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乡镇支出由县

财政按照全县统一政策核定支出预

算，统一标准审核支出预算。同时，

在测算收支基数的基础上，制定具体

的奖励制度。对于乡镇超收部分，奖

励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地方留成部分

的20%；对于乡镇节支结余部分，原

则上全留乡镇，以鼓励其积极增收节

支。如完不成收入基数，县财政只保

障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项目。而实行

分税制模式的乡镇，除教师工资、公

共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乡村

道路等基本支出以县级财政为主外，

其他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社区服务

支出由乡镇财政自行安排，并按规定

分担乡镇教育、卫生、文化及其他事

业发展支出以及补助村级支出等。

冀州市地处华北平原腹地，是

衡水市首批改革试点县市。谈起实行

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局长薄志广

打开了话匣子：冀州从2006年起启

动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对发展潜力和

收入规模较大（年收入在500万元以

上）、区位优势明显的南午村镇和魏

屯镇，实行相对规范的分税制财政

体制，对其他9个乡镇实行统收统支

加激励的体制。第一轮体制改革到期

后，进一步完善了市乡财政体制，对

“统收统支”乡镇重保障，对“分税制”

乡镇重规范，几年来，新的财政体制

的激励引导作用充分显现。

冀州市对于实行分税制模式的

乡镇，在收入划分上坚持乡镇分享占

大头。具体来讲，增值税中市级5%、

乡镇10%，营业税中市级40%、乡镇

50%，企业所得税中市级10%、乡镇

10%，个人所得税中市级15%、乡镇

15%，其它税种则全部由乡镇专享。在

支出定责上，对适合市级统筹安排且

支出刚性较大的项目，如乡镇卫生院

人员及维修改造支出、农村义务兵优

待金、乡村主干道路维修支出等上划

市级，作为市级支出责任；对乡村农

业生产、经济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文

体广播、乡村两级行政管理等方面的

支出，由乡级负责，作为乡镇支出责

任。在支出基数核定上，实行“人员经

费打足、公用经费提高、专项支出打

捆”，即对乡镇负责的人员经费按当年

一月份标准打足，体制执行期内，如

遇大规模统一增资，由市对乡镇通过

转移支付进行全额补助，个别零星增

资则由乡镇自行解决；公用经费在安

排上予以倾斜，略高于其他乡镇10%；

对市本级安排的支农资金和其它农村

公益项目专项资金，实行打捆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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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乡镇根据实际自行安排，也可作为

上级项目配套，同上级资金整合使用。

记者了解到，实行分税制后的南

午村镇，投资200万元建起了工业园

区，并通过提供场地厂房的形式引进

一家年利税超过200万元的化工企业。

魏屯镇则利用当地主产棉花的优势，

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恒通棉花有限公

司”，成为了当地的纳税骨干。在分税

制乡镇的辐射带动下，其他乡镇建园

区、引资金、上项目的积极性也大为

提高，乡镇经济发展的后劲不断增强。

薄局长告诉记者，为解决之前单

纯统收统支体制下吃“大锅饭”和等、

靠、要的问题，冀州市对实行统收统

支模式的乡镇，在体制设计上突出了

对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激励作用，

将各乡镇年度超收形成的县级以下一

般预算财力，全部追加到乡镇作为超

收奖励，充分调动一般乡镇招商引资

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并同时承诺，“统

收统支”乡镇税收收入超过500万元

以后，可以进入“分税制”序列。

因地制宜  成效显著

承德市隆化县是河北省第一批县

乡财政体制改革示范县，2006年开始，

对隆化镇、韩麻营镇、中关镇三个乡

镇实行分税制体制，将增值税、营业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源

税五大税种实行县乡分享，其他税种

留存乡镇；对其余乡镇实行统收统支

体制，对完成县政府下达收入任务的

超收部分实行超收奖励。一组漂亮的

统计数据说明了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

隆化带来的变化：2006—2011年，实

行分税制试点的三个乡镇财政收入累

计完成31.6亿元，占全县财政收入总

额的86%，年均增长30.8%；其余22

个统收统支体制乡镇共引进工业项目

80个，总投资达100亿元以上，财政

收入与2006年相比全部实现了大幅提

升。记者一圈走访下来，真切感受到

河北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不仅将县乡财

政管理进一步推向科学化精细化，更

为乡镇财政和县域经济注入了活力。

从分税制体制试点乡镇来看，通

过规范的收支划分及收入、财力分配

向乡镇倾斜，为乡镇发展打造了优越

的体制平台，乡镇自谋发展的主体意

识和工作积极性明显提升，有力地促

进了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同时，随着

乡镇可用财力增加，将更多的财政资

金用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乡

镇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谈到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效

果，魏县张二庄镇党委书记张少民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告诉记者，

2011年乡镇财政收入达到4565万元，

是2006年的10倍，因经济发展迅速，

2010年张二庄乡被市政府批准撤乡

建镇。张二庄镇地处河北魏县和河南

内黄、清丰、南乐四县结合部，区位

优势明显，财政基础较好，是魏县重

要的再生物资加工业聚集地，拥有收

购、加工企业摊点近2000家，废旧物

资年吞吐量达110余万吨。2006年实

行分税制后，这里规划建设了再生物

资加工园，被邯郸市政府确定为循环

经济示范试点单位。为大力推进招商

引资工作，该镇制定了《关于鼓励项

目入驻魏县张二庄再生物资加工园的

优惠政策》，自2008年以来对再生物

资加工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500

余万元。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张二庄镇引进规模以上民营企业26

家，投资总额达19亿元，总投资达1

亿元以上的就有6家，26家企业年提

供税收3410万元。随着经济的飞速

发展，全镇的社会事业也迈上了新台

阶。2006年全镇有小学15所，而2011

达到了26所，并新增幼儿园18家，还

拥有了2个高标准卫生院。

从统收统支体制试点乡镇情况

看，通过县级财政的统筹安排，使乡

镇基本支出“应保尽保”，有效增强了

乡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解除了“保

吃饭、保运转”的后顾之忧，稳定了

乡镇干部队伍，使乡镇能够集中精力

谋发展、促发展。

为了解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运

行效果，记者采访了魏城镇财政所长

米少辉。米所长介绍说，2005年，乡

镇经费入不敷出，各项事业发展均

受到制约，有时为发工资而借债，乡

镇的形象受到一定影响。实施新的财

政体制后，魏城镇享有的财力分成资

金达到104万元，极大地缓解了乡镇

的财政困难，保证了镇机关的正常运

转。如今，财政所的办公条件有了很

大改善，人员素质不断提高，面向“三

农”的服务功能日趋完善，财政资金

的使用也越来越规范、透明。这些变

化使乡镇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有了很

大提升，受到了群众的拥护。现在，

乡镇带领着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谋划着

进一步发展乡村事业，相信村镇面貌

将会一天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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