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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拖欠工资问题，是一个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解决县乡工

资拖欠，既是一项经济工作，又是一项

严肃的、敏感的政治任务。从党中央、

国务院到各级地方党委、 政府，对工资

发放问题都十分关注，并采取了不少

措施办法，但历经多年至今仍未根本

消除。主要在于其涉及面广，情况复

杂。笔者结合河北省的实际，对从根本

上解决县乡工资发放问题提出自己的

看法。

一 、 注意并解决好三个

问题

1 . 澄清一个概念性问题——即

哪些工资的欠发才算拖欠，也就是拖

欠工资范畴的界定。之所以要首先澄

清这一问题，原因在于我国工资制度

相当复杂，表现在不但有基础工资项

目，还有众多的津补贴项目；不但有

中央统一工资政策，还有名目繁多的

地方性津补贴；既有新制定出台的工

资政策，也有许多很长时间以前制定

现已废止或仍未废止的工资政策。即

使人事部门主管工资政策的同志，也

很难一下说清。不同地方工资项目和

标准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有的

地方实际工资水平已经达到或超出了

国家所有工资政策规定应达到标准，

但还存在工资拖欠的原因。2002年，

为了确保中央统一工资政策的及时落

实，国家制发了关于统一确保机关事

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项目（亦即必保

工资项目 ）的通知 （人发[ 2 0 0 2 ]7

号 ）， 明 确统一了 工资发放政策口

径。同时，中央多次要求拖欠工资地

方取消违反国家规定出台的地方津补

贴项目，并不得于擅自出台地方津补

贴。以人发[2002]7 号为标准， 此范

围之内的工资出现拖欠才算是拖欠工

资，之外工资拖欠不予承认，转移支

付上不予照顾，不按规定取消地方津

补贴的拖欠工资地方还要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2. 确定两个工资标准， 即工资

发放的国家政策标准和实际执行标

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 财

力水平高低不同、 物价与消费水平都

不尽一致，因此各地工资发放能力和

实际发放水平也大相径庭。本着实事

求是、 积极妥善的原则，确定政策标准

和实际发放两个不同的工资发放口径

与标准十分必要。所谓政策标准，即人

发[2002]7号所明确的必保工资项目及

其后国家新出台工资政策所规定的应

发工资水平；所谓实际发放标准，即根

据不同地方财力情况，所确定的各地

不同的工资实际发放水平，这一标准

既可能低于国家政策标准，也可能高

于国家政策标准，对于拖欠工资地方

而言，则应低于国家政策标准。各地安

排工资标准，要综合考虑国家政策规

定和各自财力实际，不能不顾财力可

能安排高工资标准、 出台增资政策，形

成工资新欠；不得擅自出台地方津补

贴项目，已经出台的要认真清理，转入

国家规定必保工资项目；同时，要兼顾

工资与政权机关运转方面需要，既要

尽最大可能落实国家统一工资政策的

出台， 又要保证必要的办公经费需

要，维持政权机关基本运转。

3 . 建立各级权责明确、 协同推

进的良性机制。在县乡拖欠工资问题

上， 地方各级间基本上是省级最操

心、 最 着急， 市 （地区 ）级次之，

调度资金， 督导检查，核实底数，忙

得不亦乐乎，但到了真正拖欠工资的

县乡级，却不急不慌，由于自身经济

落后、 财政基础差，加之上级不断加

大转移支付力度，而干脆将希望寄托

到上级补助身上，稳坐钓鱼台。自己

不去发展经济，增收乏力，加之盲目

进人，上级有多少钱也堵不起这个窟

窿，况且欠发达地方财政总体上都不

是很富裕，省市两级也都是紧紧张张

过日子，既拿不起，实际上许多钱也

不应该拿。分税制改革以来，分财分

事方向更加明确，各级各有自己的财

权事权，都有各级要管的事情。从这

个角度上讲，解决工资拖欠，首先是

县乡自身的责任，因此，首先必须建

立起一个好的机制，使省市县乡各级

工作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营造一个上

下协同联动、 齐抓共管、 协力推进的

良好工作局面，特别是要能够充分调

动起县乡的主观能动性。该省市做的

工作省市来做，不该省市做的工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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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能代做；该县乡做的工作务必交

由县乡去做
，

省市不能越俎代庖。省市

级财政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对县乡工资

性专项补助数额，剩下的就是县乡责

任， 拖欠工资县乡要发挥工作主动

性，发展经济，增收节支，加强管理，

控编减员，调整县乡财政体制，上下齐

心，协力解决。按照权责对等、分级管

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要求，强化责任，

严格考核。省补助后，如因控编减员等

因素继续出现工资拖欠的， 追究县乡

领导责任。

二 、 解决县乡工资拖欠

的主要措施

拖欠工资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经

济不发展，财政状况没有好转，工资

拖欠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即使由于

上级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而有所缓解，

这种缓解也是极不稳固的。因此，首

先需 要做的， 就是一如既往地坚持

“发展是硬道理”， 加快经济结构调

整步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 努

力扭转县域经济发展颓势，以经济发

展解决财力不足问题。但经济的发展

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此，当

前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好功夫：

一是切实加强人事编制管理， 为

财政供养队伍 “消肿”。结合正在进

行的县乡机构改革，根据政策规定并

统筹考虑财力可能制定改革方案，将

财政供养人员切实压减下来。同时，

针对人事编制工资管理工作脱节问

题，引入先进的计算机与信息网络技

术，协调和加强人事编制与工资管理

工作，实现三者有机衔接，共享信息

数据，为工资发放提供详实准确的基

础依据。

二是深化财政支出管理。大力倡

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勤俭办

一切事业，在目前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和现实意义。要切实按照 “一要吃

饭，二要建设” 的支出原则安排预

算，首先打足个人部分支出和必要的

办公经费。对于工资和必要的办公经

费之外的支出要严格审 批、 严格控

制，拖欠工资县乡严禁购买小汽车、修

建楼堂馆所。

三是严格工资专户管理办法。未

建专户的要按要求尽快建立专户，建

立专户而管理不力的要进一步加强管

理，切实发挥作用。该进专户的财政

性资金要坚决进专户；专户资金要严

格按照规定专款专用，不得动支其他

支出项目；强化专户资金动支的审批

制度， 抓好财政资金动支的源头控

制；上级财政的各项工资发放专项补

助直接进专户，不得户外循环，建立

县乡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资金

保障机制。

四是强练内功，认真消化虚收，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要对虚收问题继

续予以高度重视，深刻认识虚收的严

重危害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消化虚收

入工作计划和具体措施，力争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消化虚收，使财政收入

成 为 实 实 在 在 的 可 以 拿 来 用 的

“钱”， 一方面可以据实安排工资性

支出，另一方面减少财政运行风险，

提高财政运行质量。

五是妥善处理债务问题。对于地

方政府和财政背负的债务负担，要分

清情况，分类处理。对于借入上级债

务，包括县乡借入中央和省债务，上

级要考虑实际情况，以豁免、存本付

息等形式减缓基层还款压力。对于负

债地方从商业银行的自行借款，也要

主动协调争取缓还，同时组织力量，

摸清底数，研究办法， 明确筹款渠道

和还款计划，争取早日消化债务。同

时，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非特殊情况不

能再举借新债。

六是进一步调整完善财政体制，

通过改革合理调配财力，促进公共支

出均等化。一个好的财政体制，应该

能够在一个区域内实现调整收入分

配、协调地区差距、 弥合公共支出水

平不均。因此，中央和地方都要着眼

拓展地方收入空间，增强地方财政收

入水平，平衡地区间公共保障能力与

支出水平，实现公共支出均等化为目

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体制，通

过财政体制协调收入分配差距，促进

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

（作者单位：河北省财政厅）

今年 6 0 岁的 财政干部郑德

富，是 湖北省 枣阳 市有名 的 水果

种植 “土专家”。他不但有近40年

的果树 管理 经验，而且 30 多年 如

一日地奔走在 支农服务 第一线 ，

帮助 农民调整种植结 构、 传授果

树 栽培技术，使一大批农民 靠水

果脱贫走上 了致富路。图 为郑德

富（左一） 为果 农讲授桃树 管理

技术和 分发技术资料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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