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动化。在总结系统使用经验的基础

上，我们成功开发了市级办公自动化

系统，1999年末实现了全省市级财政

的办公自动化。2002年，我们对原有

的系统进行了升级，开通了部、 省、

市电子邮件系统，实现了软件的统

一、 信息的共享和交流。通过广域

网，省市两级财政之间的公文可以瞬

间传送，缩短了公文流转时间，提高

了工作效率。
为了全面提升财政信息化工作水

平，省财政厅高度重视加强对这项工

作的组织领导。一是成立了信息化工

作领导小组，由厅长担任组长，负责

制订工作方针、 政策，批准中、 长期

规划，确定建设投资原则等。二是制

定切实可行的信息化工作规划，确定

了系统建设的目标、方向、 任务和投

资概算，使系统建设有章可循、 有序

推进。进一步明确了信息化服从并服

务于财政改革、 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

的工作方针。三是建设了较为完善的

网络环境。基本建成纵横交错的省、

市、县三级网络系统，为各项财政改

革提供了可靠稳定的基础环境，促进

了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的开展。开

通了部、省、市电子邮件系统，为信

息共享和信息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渠

道。四是把队伍建设作为信息化工作

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全省市以上财

政系统均设立了信息中心，拥有专业

技术人员百余名，县区也有专职人员

负责计算机应用工作。经过多年的努

力，我们培养了一支耐得住寂寞、守

得住清贫、富有奉献精神的信息化队

伍。在抓专业队伍建设的同时，我们

也注重提高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整体素

质，提高全系统职工计算机应用水

平。五是探索出一条低成本推动信息

化的工作路子。我们突出重点，集中

资金建设有代表性 、 急需的应用系

统，确保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为关键

的系统建设。充分利用政府采购的手

段，对项目设备统一进行招标采购，

努力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在全省社

保网建设过程中，我们向金融机构招

标，请他们出资开发软件，购置小型

机和网络设备，为省级财政节省了大

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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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级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

非常困难，原因之一就是财政收入的

来源渠道比较单一，现有财源日益萎

缩老化，增长乏力。这反映出财源建

设中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顺应新形势

发展要求，发展第三产业、 培植新型

财源，调整财源结构，是一项关系到

未来财政发展前景的战略选择。
目前，地方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

后，据统计，2001年，山东省威海市

第一产业提供的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

总收入的9.6% ，二产占66.7% ，三产

占23.7%。而全国一产占6% ，二产占

49% ，三产占45%。相比之下，威海

市二产的比重较大 ，三产的比重较

小。从今后发展的态势看，一产增收

潜力 不大，二产仍是财政收入的支

柱，三产是财政新的增收点。
1.第一产业增收潜力不大。一

产主要是农业税、耕地占用税和农业

特产税，其中农业税、 耕地占用税的

数额比较小，2001 年威海市总共才

2800万元，占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

0.9% ，同时这两个税种比较稳定，增

长的潜力有限；而农业特产税数额较

大。2001年达到3.3亿，占全市地方

财政收入的11%。但由于近年来海洋

资源日益枯竭，捕捞业不景气，果品

市场价格较低，收益较差，所以，农

业特产税不会有大的增长。总的看，

近几年威海市一产提供的税收比较稳

定，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

在 9% —10% 的水平。由于农业税收

所占比重较低，加上国家对农业税收

实行稳定负担的政策，所以，今后农

业税收增收潜力不会太大。
2. 第二产业是财政收入的支柱。

从地方财政收入组成看，二产提供的

财政收入较多，威海市二产提供的地

方财政收入占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

67% ，是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支柱产

业。从主要来自二产的增值税看，威

海市 1998 年为 2 个亿，增长 21% ，

1999 年 2 .3 亿，增长 15% ，2000 年

2.8 亿，增长 20% ，2001 年 3.5 亿，

增长 24% ，增幅一直保持在 20% 左

右，比较稳定。如果想通过发展新的

企业，来增加税源，则需要一个长期

的过程，不能马上奏效，因为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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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建设到生产再到盈利，往往需

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二

产在今后几年内，增收余地不大。对

二产进一步分析，还会发现，二产缺

乏新的增长点，每年老是依靠几个重

点企业纳税。从威海市区及所属的三

个县级市看，威海市区靠三角集团 、

荣成市靠成山集团，文登市靠黑豹集

团，乳山市靠金矿集团。2001年，威

海三角轮胎集团一个企业交纳地方税

收 6500 多万元，占市级地方财政收

入的 12% ，乳山市金矿集团纳税 1.1
亿，占乳山地方财政收入的29%。可

见，二产发展不但比较稳定，而且内

部结构也非常 单一，缺乏新的增 长

点，如果几个骨干企业有点 “风吹草

动”，整个二产就要大幅度下滑。所

以，尽管今后二产仍然是财政收入稳

定增长的支柱，但不会成为拉动财政

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3.第三产业将成为财政收入新

的增长点。主要原因：一是威海发展

“三产” 有很大潜力。从三产的增加

值看 ，200 1 年威海市为 210 亿，占

G D P的比重为33% ，全省是 3424亿，

占 36 .3% ，威海市的比重比全省低

3.3个点；从主要来自三产的营业税

看，威海市营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比重不断下降 ， 1994年23.3% ，1995

年 21.2% ， 1998 年 17 .4% ，2000 年

14% ，2001年11%。与周边相比，2001

年，威海市三产营业税3.3个亿，占

地方收入的 11% ，而青岛营业税23.7
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5.2% ，是威

海市的2倍多，全省的比重为16.2% ，

威海市还没达到全省平均水平，说明

威海的物流、 人流较少。通过比较发

现，威海市在发展 “三产” 方面有很

大的差距，但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在

这方面 采取措施 ，就能很快 见到效

果。二是威海发展 “三产”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这些优势 主要 体现在旅

游、 饮食服务、 交通运输、 房地产等

方面。例如，从旅游业看，威海依山

傍水，又是对外开放城市，发展旅游

业的条件非常好，威海有刘公岛，荣

成有 天 尽头、 西霞 口 ，文登有圣经

山，乳山有银滩，旅游资 源十分 丰

富，同时威海还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卫

生城，是 “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只要大力开发，威海的旅游业一定能

很快发展起来。近几年，威海的旅游

人数都以20% 以上的速度递增，势头

很好。旅游业上去了，餐饮、 娱乐、

旅店、 交通等也会相应跟上去，逐步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比如说 ，近年

来，威海市以餐饮、零售为主的个体

私营经济发展就很快，1998年个体私

营经济提供的地方税收为 1.1亿，比

上年增长64% ，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量

的 7% ， 1999年为 1.8亿，增长67% ，

占 9% ，2000 年为 3 亿，增长 66% ，

占 13.6% ，2001 年为 4.5 亿 ，增长

37% ，占 15%。可见，第三产业发展

很有潜力 ，也很有条件，必将成为财

政收入新的增长点。

再从财政体制改革情况看，发展

第三产业对地方最 为有利。不论是

1994年分税制改革，还是 2002年的

增值税和营业税分享改革，从其内容

分析，发展第三产业对地方来说都是

最有利的。
从 1994年分税制改革方案看，中

央和地方按事权和财权一致的原则，

划分了各自的税种：将关税 、 消费

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划归中央固定

收入；将营业税、 地方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农业四税等划归地方固

定收入；将增值税、 资源税等划为共

享税，其中增值税中央拿走75% ，地

方留25%。根据这一方案，营业税和

地方企业所得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

主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后几 年情 况

看，这两个税种占了地方财政收入的

40%。所以，分税制改革后，各地都

十分重视发展地方企业和第三产业，

成为地方财源建设的共同选择。
从 2001 年中央和山东省对所得

税和营业税改革方案看，在所得税方

面，主要是打破现行按隶属关系划分
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将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 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共

享，具体办法是：2002年，企业所得

税中央拿 50% ，省里拿 10% ，地方拿

4 0 % ；个人所得税中央与地方 “五

五” 分享。2003年，企业所得税中央

拿 60% ，省里拿 8% ，地方拿 32% ；

个人 所得 税 中 央拿 6 0 % ，地方 拿

40% 。在营业税方面，从 2002年起 ，

省里拿走增量的 20% ，地方拿 80% 。
根据这一分享改革方案，企业不

再分为中央和地方所属，并且企业提

供的税收地方只占小头，如增值税地

方拿 25% ，企业所得税地方拿 32% ，

这两大税种的大头都让中央和省里拿

走了 ，所以 ，不论发展 什 么样的企

业，对地方财政都是一样的。而营业

税却不同，尽管省里拿走了20% ，但

80% 的大头留在地方，所以，在所得

税和营业税分享改革后，地方财源建

设的思路要转变，不能象分税制改革

后那样 ，重点 抓地方企业和第三产

业，而是要重点抓第三产业（因为营

业税主要来自第三产业）。即使 “三

产” 中某些行业改为增值税，“三产”

税收大 头也仍 在地方。在这种情况

下，谁重视三产的发展，谁就能获得

更多的收入。
威海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发

展第三产业的思路。
1.立足二产，加快发展三产。鉴

于二产仍是威海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而三产发展有很大潜力的情况，

今后要在继续抓好二产的基础上，重

点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和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运

用财政贴息、 财政担保和外贸旅游等

专项资金，支持信息、 高新技术、 旅

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高建筑业、

饮食服务业、 文化体育业和交通运输

业的档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培植

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三产对财政的

贡献率。
2.立足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个

体私营经济。目前，公有制经济提供
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40%以上，仍然很重要，要继续采取

措施，加大支持力度。特别是要注重

吸引外资，运用国外资金、 先进技术

和管理，改造公有制经济的 运营方

式，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
在此基础上，要千方百计地发展个体

私营经济，鼓励政策要优惠，办事手

续要从简，形成千军万马从事个体私

营经济的局面。
3.立足 土地出让，加快城市经

营。近年来，地方城市建设需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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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很大，但财政资金又非常紧张，还

背负了许多债务包袱，所以，现在城

市建设既不能靠财政 ，也不能 靠贷

款，只能走 “以城建城、 以城养城”

的经营城市路子，这也是促进三产发

展，特别是促进建筑安装业发展的一

个重要举措。这方面，今后应着重抓

好两点：一是要向土地要收入。土地

收入是地方政府实实在在的财力，不

用上交任何税费，收上来就是地方财

力。香港70%以上的财政积累来自于

土地收益。所以，今后要继续加大土

地使用出让的力度，除特殊用地外，

减少土地协议出让，引入市场化机

制，加大土地招标、拍卖、 出售、租

赁、 入股的力度，提高土地价值，通

过加强管理，努力将土地增值反映到

财政增收上来。二是要向城市资产要

收入。要按照市场规律，建立科学的

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吸引外资和民

间资金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在这方面，北京、 上海、 广东、 大连

等省市已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政府

不拿钱，或者拿很少的钱，把城市建

得很好。今后，要按照 “谁投资、谁

经营、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

筛选论证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公开向

社会招标，吸引国内外资金参与城市

建设经营。同时，对道路、 桥梁、公

园、 广场、停车场等城市存量资产，

实行产权转让、使用权出让和入股经

营，实现资产的增值变现，减少财政

负担。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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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至 2002 年 6 月，湖南省

郴州市财政共投入资金 11.3 亿元用

于支持产业项目建设，共引导信贷投

入资金约270亿元。财政和信贷资金

的投入，共同带动了集体和民间资金

的投入，有效地促进了全市的产业结

构调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到 2001年底 ，郴州市 G D P 达到

257.11亿元，比1998年增加46 .64亿

元，年均递增10 .2% ；财政总收入达

到 19 .1亿元，比1998年增加 4.61亿
元，年均递增9.6%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76.9亿元，拉动 G D P 增长

5.8 个百分点。

（一）争取国 债 资金 ， 协调银行 配

套贷 款。1998年至 2001 年底，郴州

市累计争取国债资金3.057亿元，协

调银行配套信贷资金5.04亿元，有效

地支持了全市水利、环保、 交通等一
批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和促进了相关

产业的发展。如郴州经济大道及燕泉

河治理工程项目，到位国债资金5000

万元，协调银行贷款 1000 万元。该

工程的兴建 ，启动了城南新区的建

设，带动开发区的土地每亩价格由原

来的 7 万元升至 35 万元。

（二）建 立中 小 企业 信用担 保 基金

和产业 建设引导 基金， 引导金融 资金

投向。郴州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自 2001 年 9 月成立到 2002 年 6

月，已到位资本金 4040 万元，其中

土地资产 2900 万元，各级财政投入

850万元，企业及有关单位出资 290

万元。目前，公司已与郴州市农业银

行签订了合作协议，为 11 家企业办

理了担保手续，担保金额达 1950 万

元。经湖南省经贸委同意，国家经贸

委审核批准，该公司已纳入全国中小

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范围。为引导

信贷和民间资金投向，加速全市产业

项目建设，2002年郴州市政府又成立

了产业建设引导基金，首期规模1200

万元。
（三）支持企业改革改制， 增强金

融投入的信心。四年来，郴州市财政

共投入企业改革改制资金 2 7 .9 亿

元，到 2001 年底，全市已完成改制

的国有工交企业119户，中小企业转

制率达到 46 .4%。通过改制、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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