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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陈延荣

近年来，四 川省巴中市在农村综

合改革中积极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为贫困地区加 强县乡财政管理、

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与实践。

（一）确立县乡财政体制调整的基

本原则。淡化 乡镇作为一级 实体财政

的角色，推进“乡财县管”。坚持财力下

移、支出缺口上移、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的原则，确保乡村的支出预算水平与乡

村职责相对应，县区委托乡镇政府承

办的事务，由县区相关部门足 额安排

专项拨款，不得要求乡镇自筹或配套；

坚持保 运转与促发展统 筹兼顾的原

则，优 先保运转，量力 而行搞发展；

坚持保障与节俭并重的原则，在节俭

中实现保障，在保障中突出节俭。

（二）调整乡镇财政收 入征 管机

制。结合税费改 革后 贫困山 区乡镇收

入锐 减的实际，巴中市撤销了乡镇金

库，税 收收 入由县级 税务部门 统征，

非税收 入票据由县区财政部门统管，

所有财政收入全额缴入县级 金库或财

政专户。县区建立激励 机制，对发展经

济和协税护税工作成绩显著的乡镇给

予奖补。消除了多年来乡镇因税源不足

挪借资金垫税、收入空转的现象。

（三）建立乡村必需经费保障机制。

结合乡镇财力实际，淡化乡镇作为实

体财政的角 色，将乡镇必 需支出全额

纳入县区级 财政预算保障。乡镇财政

供给人员的个人经费纳入县区级 财政

预算直发，村组干部误工 补贴按标准

由县区财政预算安排，乡镇直发到人，

乡镇民政优抚、社会保障、惠农补贴

等支出由县区级 财政足 额安排预算，

实行财政直发。分类制定乡镇行政机

关、乡镇事业单位以 及村集体组织公

用经费最低保障标准，由县区财政足

额纳入预算，按 年度预算和月均进度

拨付到乡镇经费账户，由乡镇统一管理

支付。目前，巴中各乡镇按公务员每年

人均 7000元的标准、村按 3000元的

标准安排公 务费，基本保障了工作的

正常开展。对乡镇经常性的社会事业

发展 经费，按因素法制定预 算标准，

纳入县区级 财政预算，确保乡村基层

组织正常运转。

（四 ）建立乡村债务控制化 解机

制。对乡村债务进行全面清理，挤干

“水分”，予以 锁定，建立债务信息系

统，健全财务、审计、监察等相关管

理制度，初 步建立起了乡村“不准举

债、不敢举债、不能举债”的控债机

制。如，通江县采取“统一换据、现场

确认”等办法，核减乡村债务2.5亿元，

挤掉了债务“水分”。同时，采取预 算

安排、盘活 资产、对口 使 用项目资金

等措施，筹集偿债资金，化解乡镇政

府性债务和因债务引发的特殊矛盾。

（五）提 高乡镇财政 财务管理 水

平。坚持分乡镇设 置财政 所，乡镇会

计核算中心与乡镇财政所实行 两块牌

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并明确了乡镇

财政所资金、资产管理和会计服务等

7个方面的职能。县区统一制定了乡镇

差旅费、接待费、通讯费、交通费等管

理 办法，严格 按 预算控制各 类支出，

实行会计凭证县区财政审核制度，严

格乡镇支出、往 来入账管理，定期对

乡镇财务收 支进行检查，加强县区对

乡镇财政财务的监管。

（六）扎实推进“村财民理乡监管”

改革。在坚持村民自治的前提下，各村

成立了理财小组和监督小组。理财小

组由村委会成员、各村民小组组长和

村民代表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和

管理村组各项经济事务和财务收支活

动；监督小组由推选的村民代表组成，

负责监督理财小组，核实财务公 开的

内容。探索建立了村级 财务预 决算制

度，年初由乡镇财政所指导村委会编

制收 支预算，交理财小组审查后由乡

镇财政 监督执 行，执 行 情况 定期 公

开，年度结束后，村委会编制决算，由

理财小组、监督小组审查后张榜公示。

建立了村账乡管制度，村集体资金由乡

镇会计核算中心统一开户、统一管理，

使 用权归村集体，村集体账务由乡镇

会计核算中心代理，统一会计核算和

会计档案管理，切实履行乡镇对村组

财务的监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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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县乡财政职能得

到了较好履行。通过改革，规范了财政

资金管理，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增强

了财政调度能力，县乡财政保工资、保

运转、保稳定、促 发展的职能得到了

切实履行，保障了干部职工的工资、离

退休费、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保障了

乡村公用经费的支出和乡村社会事业

的健康发展。二是财政支出行为进一

步规 范。通过改革，县乡财政财务管

理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县乡财政

的收入管理、支出管理、监督管理进一

步规范，从体制上杜绝了加 重农民 负

担的行 为，提 高了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

益。三是遏制了乡村债务的膨胀。实行

“乡财县管”和“村财民理乡监管”后，

有效堵住了乡镇随意举债的口 子，自

2003年锁定乡村债务以 来，基本没有

发生新的债务。同时，通过规范管理，

县级还按照不低于当年可用财力总额

5% 的比例设立预算偿债资金，近年来

县乡财政 累计预 算安排偿债资金 3.8

亿元。四 是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

展。县乡财政管理的规范，促进了财政

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和经济社会的较

快发展。近两年，全市县乡G D P一直

保 持在 12% 以 上的 增幅，教育、卫生
等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行路

难、饮 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

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

（作者为四 川省巴中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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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整合支农资金  支持新农村建设

余美成  高军锋

20 07 年以来，湖北省枣阳市抓住

财政支农资金整合试点的契机，以本

级财政资金及上级各类涉农资金为整

合对象，积极探索财政支持现代农业

和新农村建设资金直接统筹和衔接统

筹的新模式、新机制，整合投入 各类

资金 1.06 亿 元，其中，上级财政资金

5380.5 万元，本级财政资金 412.8万

元，企业和农民自筹资金 4845万元，

有效实施了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及公 益

事业建设、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村庄

环境整治、农民工 培训等项目建设，

初步达到了支农资金整合项目示范区

粮食增产 75 万公斤、农民年人均增收

500 元、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年经营

产值增加到 20 亿元、财政增收 300 万

元的预期目的。

在推进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支持

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工作中，枣

阳市采取了以下措施：

1.整合财政支农资金与企业发展

资金，支持 重点特色产业发展。先后

由财政投入产业化资金 10 0 万元，吸

引龙 头企 业金 华麦面集团投资 330 0

万元，在示范区建设优质弱筋小麦基

地 2 万 亩，带 动企业增效 150 0 万元，

项 目区 农 民人 均 增收 40 0 元 ；支持

鹿头镇 郭营村建设 大棚蔬菜 30 0 亩，

支持新市镇李楼村改良优 质桃基地

50 0 亩；财政投入 2 0 余 万 元，市 蔬

菜办投入 30 余万元，重点支持了李

楼村水果协会 建设 和郭营村蔬菜协

会建设。

2 .整合各类农村发展资金、扶贫

资金及移民后扶持资金 等，支持农业

基础设 施建设。如市国土局筹措资金

1302 万元，在项目区整理土地 1.0 8万

亩；20 06 年以来，市农发办示范区完

成投 资 1879 万元，完成土地 综合治

理 3.5万亩，建成了一大批“田成方、树

成行、旱能灌、涝能排、渠相通、路相

连”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水利局投入

资金 2301 万元，支持李楼村三级泵站

及郭营村 3 个小农水项目建设，同时

支持钱岗、鹿头等安全饮水集中供水

项目建设；农 业 局投资 560 余万元，

在示范区建设沼气池 3000 口，培训农

民工 2500 名，推广新型实用农技 1万

亩；扶贫办已投资 40 余万元，着力改

善示范区贫困人口生产生活设 施，并

在新市镇李楼村建设搬迁式扶贫小区

2 个；交通局在项目区建设 通村公 路

10 公 里，市民政局筹集资金 320 余万

元，硬化项目区村组公 路、渠道 24 公

里，惠及移民 250 0 余人。

3 .整合支农资金支持村庄生态环

境建设。自 2006 年起，市财政每年安

排资金 2400 万元，用于村容村貌整治

和小城镇 建设 ；20 08 年投入专项资

金 20 0 万元，实行“以奖代补”，集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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