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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几年，基层财政困难问题与“三农”问题相互交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各级

政府和财政部门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县乡财政解困之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财政部最近也出台了“三奖一补”激励措施，力争用 3 年左右的时间较为明显地缓解县

乡财政困难。今年全国人代会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来自财政系统的 9 位人大代表，请他们

围 绕县乡财政解困谈了经验
、
作法和思路，现刊发供参考借鉴。

县 乡财政 困难问题是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综合反映，解

决这一问题，也必 须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统筹考虑，综合

治理 ，标本兼治。吉林 省既 是老工 业基地 又是粮食主产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县 乡财政 困难问题比较突出。当前，国 家实施的

东北地区等老工 业基地振兴战略 ，加 大对解决 “三农” 问题的 支持

力度，特别是中央财政 为缓解县 乡财政 困难制定出台的 “三 奖一补”

政策，为 吉林缓解县 乡财政 困难创造了极 为 有利的条件。因此 ，我

们必须抓住机遇，创新机制把中央有 关政策落实到位，切 实缓解县

乡财政 困难。

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机遇，促进县域经济发

展，增强县乡自我“造血”功能

县域经济不发达，县 乡财政收入规模 小、增长慢是县 乡财政 困

难的主要原因。从吉林 来看，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传统农业所占比

重较大，县域工 业不发达，对财政的 支撑能力较弱。2 0 0 4 年，全省

县级一般预算全口 径财政收入与 1994 年相比，平均每年递增 8.2 % ，

大大低于全省（ 12.6% ）和全国（ 17.6% ）的平均水平。在 41 个县（市）

中，地方级财政收入超过亿 元的只 有 10 个，超过 2 亿 元的仅有 1 个。
2003 年，全省 808 个乡镇中，财政收入在 10 万元以 下的乡镇有 66 个，

超过 5 0 0 万元的 乡镇只 有 7 0 个。因此 ，缓解县 乡财政困难，关键是

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 大县乡财政收入 “蛋糕”，增强县 乡自我 “造

血”功能。当前，国 家实施的 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 战略 ，为 吉林加

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 了难得的历 史性 机遇。各级 财政部门要以 此 为

契机，紧紧围绕 实施 吉林老工 业基地振兴战略 ，加 快推进县域经济

发展。坚持做 大总量，优化 结 构的原则 ，大力加 强项 目 建设 ，扩 大

招商引资，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 完善政 策支

持体 系，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从今年起 ，省财政将在以

往政 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 支持力度。一是建

立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对县（ 市 ）上划省的共享收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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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为基数，对超过一定比例的

部分给 予返还 ，作为 县域经济发展

专项 资金。二是县（ 市 ） 土地有偿

使 用收入省分成部分给 予返还。省

财政 对从县（ 市 ）分成的 土地有偿

使 用收入，扣除 集中 1 5 % 农业土地

开发 出 让金后 ，其余以 项 目 形式全

额返还给县（ 市 ）。三是进一步调动

县（ 市 ）招商引资的 积 极 性。对县

（ 市 ）通过招 商引资等 方 式新建企

业投 产后 增加 的企业 所得税 收 入，

省财政将分享的 4 0 % 部分全部返还

给县（ 市 ），专项 用于招商引资及 重

大项 目 贷款贴 息。四 是省财政 用 于

支持 经 济发 展方 面 的 各 项 专 项 资

金，在使 用 和安排上要对县域经 济

发展给予重点扶持。五 是除国 家 另

有规 定外，省、市（ 州 ）财政 对下

安排的 专 项 拨 款 一律 不 得要 求县

（ 市 ）配套。六是清理各项行政事业

性 收 费 ，取 消 不 符 合 市 场 经 济规

则、不利 于企业发展的收 费 项 目 ，

停止审批 专门 面向农民和企业的收

费项 目 ，减轻企业、群众 、社会 负

担。

抓住加大“三农”扶持力

度政策机遇，促进县乡社会

事业发展，减轻县乡财政压

力

县 乡财政 困难问题与 “三农”

问题密切相关。吉林 41 个县（ 市 ）

中有 26 个是国 家商品 粮基地县 ，这

些县 乡政 府承担 着农业 生产、农村

经 济和社 会 事业发展以 及 农民增收

的重任 ， 但由于现 行体制下县 乡财

权与 事权不 统 一，大部分县 乡在上

级 财政 给 予大量补贴的情况 下，也

仅 能维持人员工 资和政府运转的 最

低需要，用 于支持 “三 农” 方 面的

支出十分有限 ，农村基础设 施 、义

务教育、公 共卫 生和 医 疗 防 疫体 系

建设等各项 事业发展严 重滞后 ，欠

账较 多，收 支矛盾异常 紧张，困难

状 况 突出。因此 ，县 以 上各级 财政

加 大对 “三农” 的投 入，不仅 是解

决 “三农” 问题的需要，同 时也有

利 于减轻县 乡财政 压 力 ，缓 解县 乡

财政困难。近年来，国 家把解决 “三

农” 问题放 在更加 突出的 位 置，不

断加 大对 “三农” 的扶持力度，制

定出 台 了 一 系列扶持 “三农” 的政

策措施。吉林省作为粮食主产 区，

必 须 紧紧抓住这个有利 时机，坚持

“多予少取放 活” 的方针，认 真落实

好 国 家扶持 “三农” 的各项政 策措

施 ，为缓 解县 乡财政 困难创造更加

有利的条件。一是认 真研究解决免

征 农业税 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后 县 乡财 政 面 临 的 新 情 况 和新问

题 ，切 实 管好用好 中央财政 转移支

付补助 资金。积极 筹措资金，继 续

实施 对种粮农民的 直接补贴 ，增加

良种补贴 、农机具 购 置补贴 ，省级

财政 继 续安排增产技术补贴。二是

努力加 大农业 生产、农业科研 和农

村基础设 施 投 入，设 立农业 产 业化

和小城镇建设 专项资金，加 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 和农村城镇化 进程。三

是妥善安排和落实好 用 于农村的各

项公 共事业 支出，确保 新增教育、

卫 生、文化、计划 生育等事业经费

用 于县以 下的比例 不低 于 7 0 % ， 让

公 共 财 政 的 阳 光 更 多地 照 耀到 农

村。四 是继 续深化 农村税 费改 革，

积极 开展农村合作医 疗 改 革试点，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改 革，继 续支持农村

信 用社 改 革和开展农业保 险 试点。
五是结合推进 乡镇机构改 革 ，进一

步优 化 乡镇格局，调整乡镇机构设

置，大 力 整合 乡镇站所，科学合理

地核 定县 乡财政供 养人员 编 制，切

实 减轻 财政 负担。

抓住“三奖一补”政策机

遇，积极向下倾斜财力，进一

步提高县乡财政保障水平

中央财政 出 台的缓解县 乡财政

困难政 策，对于促进吉林 经 济社会

和城 乡协调发展，进一步缓 解县 乡

财政 困难具 有极 大的 激 励 作 用。各

级 财 政 部 门 要进 一 步 理 清 工 作思

路 ，加 大工 作力度，确 保 缓 解县 乡

财政 困难工 作取得 实 效。首先，要

采取有效措施 ，把 “三 奖一补” 政

策不 折不扣地落 实到位。按 中央财

政要求，建立严 密的指标评价考核

体 系和监督机制，建立通畅的转移

支付资金拨付 渠道，确保 国 家给 予

的 “三 奖一补” 资金按 规 定全部分

配到财政 困难县（ 市 ）。其次 ，要进

一步向 县 乡倾 斜财力 ，增强县 乡自

我发展能力。继 续 完善省以 下财政

管 理 体 制 ， 进 一 步 减 少 省 与 县

（ 市 ）共享收入省级 分享数额 ，增加

县（ 市 ）留用财力；加 大对县（市）

财政的 转移支付补助 力度，省财政

在今后 测算和分配一般 性转移支付

补助 时，将适 当提 高 县（ 市 ）的 转

移支付补助 系数 ，进一步增加 对县

（ 市 ）的补助数额；采取激励措施 和

奖励 办法，鼓励市（ 州 ）增加 对所

属县（市 ）的转移支付补助。第三，

切 实加 强县 乡财政管理 ，管好 用好

国 家和省各项 补助 资金。全面 实行

“乡财县管 乡用” 管理 方式，对乡镇

财政实行 “预 算共编 、账户统 设 、

支出统拨、工资统发、采购统 办” ；

严 格 确 定县 乡财政 支出顺序，优 先

保 证 工 资发放 、基层政 权正 常运转

和社 会保障 支出需要，再视 财 力 可

能安排其它经 济社会发展支出；加

强 和规 范县 乡政 府债务管理 ，全面

清理 县 乡政 府债务，建立健全规章

制度，明确债权债务关 系 ，针对不

同 的 债务主 体 制 定 不 同 的 偿 还 办

法，增强县 乡财政 防 范和抵御债务

风险 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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