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款等方式垫交税款。其中某个镇将税

款垫交任务分解到每一个镇干部头

上，尚未归还的个人垫缴税款少则几

千元，多则数万元至十余万元。2001

年末全县各乡镇高息举债垫税形成的

负债约计 2100 万元，占当年乡镇级

新增债务的87%。往往当年垫税的债

务本息还未归还，第二年的财政收入

任务又接踵而至，以致乡镇负债逐年

增加。
3.盲目投资实业，政府为市场风

险 “买单”。许多县乡出于发展当地

经济的良好愿望，以政府为直接投资

主体兴办企业，在未摸清市场行情和

经济环境的情况下，盲目举 债上项

目，做担保，兴办乡镇企业，以致于

“乡乡点火、 村村冒烟”。由于管理落

后，缺乏竞争力，在市场大潮冲击下

纷纷落马，留下高额债务，最后损失

大多由政府承担。如某个乡出资收购

经营状况不良的个体酒厂，并承担该

厂债务 1 55 万元，此后该厂破产倒

闭，债务增至419万元，全部由乡财

政承担，仅此一项就占全乡债务的近

14%。
4 .高息借款，债务利息 “滚雪

球”。一方面，财政捉襟见肘，平衡不

了刚性支出，在向上级财政和银行借

款逐渐困难的情况下，只得转向单位

和个人高息借款筹资，致使债务成本

不断提高。如某县 2001 年末向单位

和个人借款占债务总额的25% ，其中

大部分是超过银行利率的高息借款。
又如某县交通建设中通过集资券向群

众高息集资 3800 万元，迄今已累积

利息2219万元尚未归还。另一方面，

由于老债务不能按期偿还，利息不断

堆积，部分利息被迫转为本金。有的

乡镇甚至不断用白条结算利息来维持

债权债务，“雪球” 越滚越大，陷入恶

性循环。在有些地方，堆积的利息数

额已相当惊人，如某县每年产生各种

债务 利息和资金占用费约 3 5 6 0 万

元，占 2002 年新增债务的 23%。

由此可见，近两年来，我国县乡

财政在原先历史性、 政策性债务问题

尚未完全解决和充分消化的情势下，

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债务 “增长点”，

这些增量因素的存在致使我国许多地

方县乡债务居高不下，甚至有不断恶

化的趋势，如不及时遏止，将是影响

基层财政正常运行的极大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

议：其一，地方政府兴办基础设施等

公益事业，应根据自身财力大小，量

入为出，合理安排，少搞 “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严格控制项目概
算，加强对工程项目的预算和管理，

杜绝损失浪费。其二，对地方领导干

部的政绩考核，在考核经济增长和财

政收入指标的同时，也应将债务消化

作为考核指标之一。上级部门也应实

事求是地制定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和财

政收入增长计划。其三，对乡镇企业

的发展不要因噎废食，主要应在管理

机制上加以改进和完善。政府不要大

包大揽，而应采取信息技术支持等便

利措施，突破经济成分的界限，放手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多业并举，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

转变和均衡协调发展。其四，继续加

强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债务风险监控

体系，进一步规范政府及所属各部门

的举债行为，防止举 债行为的随意

性。
（作者单位：审计署驻成都特派

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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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区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

自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安

徽省宣州区 农民负担逐步减轻 ，

2002 年农民政策性负担共为 4804

万元，比 1999年税改前的 10493万

元减少 5689 万元，减幅达 54.2%。
为了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并加快

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宣州

区 财政局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
努力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增强乡镇财政实力。一是扩大乡镇

财政的收入范围，取消原规定的农

业税、 农业特产税区乡两级共享体

制，确定各乡镇的农业税、农业特

产税全部为乡镇财政收入。二是重

新核定乡镇财政的收支基数，把 “税

改” 后农业税收入的 80% 、农业特

产税的 70% 计入乡镇财政的收入基

数，将原来由乡镇统筹开支的乡村

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

练、乡村道路建设和卫生事业等支出

列入乡镇财政支出基数。三是根据各

乡镇经济发展状况和财力水平，确定

科学的转移支付比例和额度，补充乡

镇和村级财力。2000年安排转移支付

资金 1523万元，2001年根据农村五

保户的实际人数，又按人均400元的

标准给予补助，2002年由于安徽省农

业特产税税率下调，该区结合各乡镇

减收的实际，给减收的乡镇增拨了补

助资金。
精简机构，减人减支。按照 “精

简机构编制，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区委、区政府工作部门由原来的34个

撤并为 29 个，区直属事业单位由原

来的 14 个撤并为 8 个，区直单位内

设机构由原来的 223 个减少为 190

个。同时，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

施，合理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

针对农村人口发展趋势和当前农村

学校布局的实际，全部撤消了乡镇

教办，农村小学由乡镇所在地中心

小学管理，积极推动2至3个村联办

1所完小，有计划地撤并一批完小及

教学点。
大力压缩村级开支，减轻农民

负担。各村组财务收支情 况由乡镇

农经站按 季度公 布，接受 群众监

督。2002年村支部和第五届村委会

换届选举，该区又鼓励村支部委员

依法参与竞选村委会委员，提倡村

支两委交叉任职。通过依法选举，村

支、两委干部较上届共减少397人，

节约了村组开支。
（汪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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