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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是甘肃省省会，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信息中心之-。
“八五”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以振兴兰州财政为目标，理清改革思路，突出改

革重点，强化改革措施，在发展中抓改革，在改革中求发展，不

断推进财政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措施的改革创新，为全市财政

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全市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依法理财水平显
著提高，宏观调控职能明显增强，为确保全市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八五”以来，全市财政收入-直保持快

速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连续跨过10亿元、20亿元，30亿元三个

大的台阶，全市大口径财政收人由 1990年的9.21 亿元增加到2002

年的38.89亿元，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12.8%，全市地方财政收
入由 1995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1 .06亿元，年均增长
1 1 .1 %，大口径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均高于同期全市

G DP的增长速度，随着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全市财政实力明显
增强，全市可支配财力从1990年的4.82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5.

6亿元，增长了4.3倍，年均增长1 4.9%。可以说，“八五”以来

是我市财政收入增长最快，财力增强最显著的一个时期。与此同

时，财政支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200 2

年全市实现财政支出33.86亿元，比 1990年的6.62亿元增长了4.
1 倍，年均增长14.6%。市财政实现了由纯“吃饭”型财政向“吃

饭”与“建设”兼顾型财政的历史性转变，较好地保证了各项重

点支出，有力地支持了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财政收入和财力的较

快增长，不仅为全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而且彻底消化了历年财政赤字，实现了全

市财政平衡状况的根本好转。

一、以建立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为重点，积极推进财政管理
体制改革

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我们先后进行了一

系列重大改革，财政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根据国家和省厅的统一部署，

在全市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按照“既有利于增强市级财

政调控能力，又兼顾县区既得利益”的原则，及时制定并实施了

市对县区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理顺了市与县区的分配关系。在此

基础上，指导和督促全市8 个县区实施乡镇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全市8 9 个乡镇建立了乡镇金库，改变了以往乡镇财政“名不副

实”、乡镇政府“有政无财”的局面，极大地调动了乡镇政府当家

理财的积极性。

二是全面推行“三保一挂”责任制。我们积极探索提高财政管

理水平，实现财政良性循环的新路子，于1 997年制定并实施了保

收入稳定增长，保重点支出到位，保收支平衡，完成目标与奖惩

挂钩的“三保-挂”目标责任制，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

增强了各级政府组织财政收入、挖掘增收潜力，强化支出管理、实

现收支平衡的压力和动力。从近年来的运行情况看，“三保-挂”责

任制为促进增收节支，实现收支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取

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三是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1 996年起，根据

全市实有财力、区分不同县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市对县区、县

区对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缓解了财政困难县区的困难

程度，近两年，根据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新

情况，按照客观、公正、公平、透明和分级负责的原则，对过去

的转移支付办法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初步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转

移支付办法，对新增的市对县区的工资性专项转移支付和艰苦边

远地区津贴等资金，按照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及时分配、落实到

各县区，在实际操作中，还根据各县区的财力状况，合理调整转

多支付系数， 在缓解困难县区财政困难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其

它县区的财政保障能力。

四是不断规范和完善市对县区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近年

来，根据财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我们本着“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

积极性，有利于促进财政收入快速稳定增长”的原则，按照。宏观
稳定，微观搞活”的思路，对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微

调。1998年，根据县区财力状况，对三资企业税收分配政策，兰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返还政策和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预算级次

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二、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中心，积极推进财政支出管理
改革

近年来，我们在抓好收入方面的改革，进一步完善财政收人稳

定增长机制的基础上，把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作为搞好增收节支工

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取得了明显成
效。

一是全面推行零基预算，改变以往“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

办法，从1 99 8 年起，在市级部门普遍推行了零基预算，并在不断

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延伸到县区-级。

二是稳步推进部门预算管理改革，从2000 年起，改革预算编

制方法，进行以零基预算为基础，以综合财政预算为内容，以标准

周期预算为程序，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者相对分离的部门预算

管理改革试点，在6个部门试编了部门预算，为今后全面推行部门

预算积累了经验。
三是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全

面实行了工资统一发放制度；建立了市级财政国库管理机构，健全
了国库集中支付工作机制；对所有预算外资金专户和预算外资金收

支帐户进行清理，全部由国库处集中管理。标志着兰州市国库集中

收付制度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四是积极改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为了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集中有限的财力办大事，我们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和保

主保重的原则，取消部门“切块”资金，把财政安排的基本建设资

金、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工业发展资金，商业发展资金、农业发展

资金实行统一管理、集中使用、办成了一批事关兰州发展的多年没

有办成的大事。

五是以扩大采购范围为重点，稳步推进政府采购工作，针对我

市政府采购工作-直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的实际情况，我们从制度

建设入手，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力度。-方面，紧密结

合我市实际，切实加强制度建设，研究拟定了《兰州市市级政府采

购管理暂行办法》，市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于2001 年6月27日正式

发布实施，初步确立了符合我市实际的政府采购制度框架，促进我

市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政府采购

管理机构和集中采购机构，认真落实“管理机构与集中采购机构分

开设立”的规定，在市级机关机构改革中，成立了政府采购办公室

和政府采购中心，实现了管理监督职能与采购执行职能的分离，同

时，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扩大的原则，积极督促县区财政部门健全

组织机构，依法组织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目前，除市本级外，全市
8 个县区都成立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建立健全了各自的政府采购

管理制度和办法，政府采购业务已全面启动，全市政府采购项目不

断增加，采购的范围和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除公务用车参加全省

统-采购外，2002 年在南北两山绿化整地工程、计划生育设备器

材。党校远程教学设备、绿化苗木等领域组织了34 次政府采购活

动，采购总规模扩大到1.5 1 亿元，平均节约资金率达4.69%。

六是积极推进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在进一步加强会计基础工

作，开展《会计法》执法检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按照财

政部、监察部《关于试行会计委派制度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与市

监察局密切合作，积极推进会计委派试点工作，2000年年初，首先

在安宁区吊场乡和孔家崖乡开展了会计委派制度“零户统管”试点
工作，即：取消乡镇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帐户，所有资金由乡镇财

政所统管，在两个

乡试点的基础上，

于2000年年底在安

宁全区所有乡镇实

行了“零户统管”。

目前“零户统管”已

进一步扩大到西固

区的所有乡镇，市

广播局集中核算中心也正式启动，从安宁和西固两个区的试点情况

看，会计委派制度对于全额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可以从源头以至
会计核算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一是规范了收支渠道，堵塞了自购，

自制票据，用非法票据收款的现象，遏制了私设小金库。 二是严肃

了会计法规，从制度上和财务收支的运作程序上形成了有效地监督

机制。三是实现了对行政，事业单位的收入源头控制和资金集中管
理，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四是解决了部

分单位会计兼出纳搞财务的问题。

三、以推行票款分离制度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

管理改革

近年来， 我们按照“严字当头，精心组织，具体安排，务求实

效，以一流工作水平将这项工作推向深入”的总体思路，不断加大
工作力度，加强规范管理，狠押制度建设， 全市落实“收支两条

线”规定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是积极推行票款分离制度， 把推行票款分离管理制度作为进
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的突破口，及时研究制定了《兰州市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款分离暂行办法》和《兰州市罚没收入代收代缴

实施细则》，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实施，在建委，公安、农牧、林

业，水电等收费项目比较集中，收费额度较大，收入比较稳定的20

个部门推行票款分离、罚缴分离办法，市级46个执收单位的75 项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3 7 个执罚单位的罚没收入实行了单位开票，银

行代收、财政统管的管理模式。同时，进-步明确和落实有关管

理，监激和检查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实行票款分离，罚缴

分离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控，保证了票款分离，罚缴分离两个

《办法》的平稳运行，从源头上切断了行政事业收费，罚款与执收

执罚单位的直接联系，规范了票据使用，为“收支两条线”规定的

落实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是加强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管理，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筹管
理，对政府性基金和政府专项收费，分别纳入城市维护，农业开发

和基本建设支出计划，加强日常管理和跟踪检查，保证其按规定用

途使用；对纳入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严格按《预算外资金会计

核算制度》和《兰州市编制市级财政零基预算暂行办法》和公务费

定额标准编制支出预算，与预算内资金结合起来-并使用，适当缓

解了预算内支出的压力，也为下一步实行部门预算改革打下了基

础。

三是进-步加强收费管理。一方面， 根据中央关于治理“乱收

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有关规定，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了

清理整顿， 对中央和省上公布取消的收费项目，及时进行清算并停

止了收费，在此基础上，编印下发了《兰州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基

金）目录》和《兰州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手册》，强化

了社会监督，增加了收费的透明度，规范了执收行为，另一方面，

通过日常收费票据检查和收费年审，督促和检查县区及市级各执收

部门对已公布取消收费项目，合并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的落实

情况，防止单位不按规定擅自开设银行帐户，遏制了乱收费的反弹

和小金库的出现。

通过进一步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2 002 年全市缴入国库

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达到7.88亿元，比上年增长8.6%。全市

上缴财政专户预算外资金4.86亿元，比上年增长1 3.7%，其中通

过票款分离方式上缴财政专户资金达到8 7 1 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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