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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满 人 本思想的
理财机制

何蔚萍江山市副市长

浙江省的财政改革，将人本思想

渗透到理财机制的每一个环节，以激

励为主，以调动人的潜力为核心，使改

革更易推进且富有成效，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主旨和广博的文化关怀，

这是浙江财政改革最值得总结和肯定

的地方之一。

浙江的财政改革有一个情非得已

的初衷。财政厅长翁礼华在1992年初

上任时，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局

面。外人看浙江，都道是文化之邦、富

庶之地， 但不知富地也有贫困县，而因

有了富作参照，贫县会更显得局促。况

且富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钱不够

用是个共同的话题。当时的杭州市政

府，包括省财政厅本身，都有一段时间

因缺钱而无法按时发放工资。机关单

位要钱，领导批条子要钱，贫困县更是

专人住省要钱， 财政厅长成了最缺钱

的人。

如何改贫困为富有， 化无为为有

为， 变要钱为生财？省财政厅的领导认

为， 人是万物之灵， 其潜能难以估量。

但要在竞争的氛围中，在外界压力之

下才能激发其潜能的发挥。

因此， 省财政厅的领导从一开

始，就透过一系列乏味的数字，把财政

改革的注意力定格在操纵数字的人的

身上。从财政的角度来看，人至少有

三类：纳税人、 征税人和用税人（管

理者）。在这三类人中， 征税人和用

税人起着主导的作用。从人文的角

度，针对人的本性、 动物性进行分

析，人虽是万物之灵， 却仍有动物

性， 会受利益的驱动， 会趋利避害。

利益驱动有两种：一是你给他实际利

益；二是你想办法去发掘他自身的潜

力来为自己创造利益。前者是消极

的，人会越来越 “懒” ；后者是积

极的，促使人们千方百计创造利益，

由此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如何设制

政策才能真正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省财政厅针对不同的层面制定出不

同的激励机制：

1 .从调动人的积极性， 激

发人的潜能来改变贫困、 增

加税收

一是对贫困县市实行 “两保两

挂” 的财政政策。此政策不是以单纯扶

助为主， 而是从积极的角度激发人们

的潜力去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利益。

把原先贫困县固有的 “会哭的孩子多

吃奶”的传统模式变为 “会干活的孩子

多受益”。对于贫困县来说，首先要

解决工资发放，保证正常运转， 才能

使干部职工有安全感， 才能使领导干

部有余力去思考如何进 一步发展经

济。而 “两保两挂” 政策首 先就明

确以上年补助为基数， 在增长的基础

上给予奖励。这就使贫困县解除了后

顾之忧，而全力考虑盘活资产，挖掘

潜力，加快发展经济。也使县市财政

管理者们进一步意识到，要想脱掉贫

困帽，就不能继续 “等、 靠、 要”；

要想多得到省里的扶持，就必须把自

己的收入抓上去， 要完成中央 “两

税” 收入，要搞好财政收支平衡。这

使得财政不再仅仅着眼于应付发工

资，而真正承担起当家理财的职责，

制定相应措施去调动纳税人的积极

性，帮助他们挖掘山区资源优势， 积

极引进外资，扶持农业龙头企业， 努

力培植新的税源。

二是对一般县市实行 “两保两

联”的政策和对亿元县市实行收入上

台阶政策。此政策定位为鼓励先进， 突

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论”，而不搞“劫

富济贫”。浙江财政改革鼓励先进加快

发展的策略让县市长们明白， 为要充

实财政的 “小盘子”， 就要壮大经济的

“大盘子”。由此带来县市理财观念

的 “三大转变”， 即由过去单纯的生

产领域转向非生产领域， 做到一、

二、三产业并重；理财重点由单纯的

国有、 集体企业转向多种经济成分、

多元产权主体；理财范围由过去单纯

研究财政财力转向研究全社会的财

力。正是由于用政策的杠杆调动了财

政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做到了

赋权力于制度，还财政于政府， 浙江

经济和财政的增长才取得了骄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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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2.以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

机制来减少支出

古人云： “由俭入奢易，由奢

入俭难。” 但浙江财政减支政策由于

增加了奖励的内容，就使预先料想的

难度减轻了。机关行政经费支出居高

不下，且增长势头强劲现象令所有主

管财务的领导头痛。浙江财政再一次

考虑人的利益驱动， 采取了 “抓大放

小、包奖结合” 的定额包干制度。让

单位自行订立因地制宜的财务报销制

度，全年经费节余部分， 50% 用于干

部福利和奖励， 50% 转入次年的共用

经费；经费管理成绩卓著的给予专项

奖励，变一家理财为多家理财。仅此

一项， 1993 年后的 3 年中， 仅省级

机关的行政开支就节约了 2000多万

元，接下来的两年又节约了 1000多万

元。而省级机关人均收入却因此增加

了5000多元。浙江的减支政策能取得

这样好的效果，从人本角度看，一是

改革要充分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能

力，速度宜缓不宜急，幅度宜小不宜

大；二是改革之先就要让人们看到改

革的前景， 这样人们才乐意跟从配

合；三是尽可能减少既得利益的受

损。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加以科学利用，以充分调动人的积

极性，用创造出的额外效益弥补为既

得利益不受损的支出，从而大大降低

了改革的风险。

3.提高管理者理财水平和

财税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使

改革得以成功推进

改革往往是摸着石头过河，前无

榜样可效仿，还需随时面对各种意想

不到的困难。这时候，改革政策的执行

者如何应对复杂局面，如何创造性地

解决难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让县市长

走上财税的讲台，就是让决策的关键

人物懂得聚财、用财之道，成为真正

的理财专家。财政厅每年组织召开

“两保两挂” 会议、 地方财政收入超

亿元县（市）会议， 这是县（市）长们交

流理财经验最好的场所，如何做大生

财的盘子，明确聚财的路子，理清理

财的法子，配好管财的班子是他们最

感兴趣的话题。更多的触动、 更多的

启迪、 更多的激励和更多的创新，就

在切磋中逐渐成熟和完善，成为下一

年工作思路中新的亮点和新的经济增

长点。一批批的领导理财能手也就在

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与此同时， 财

政厅还组织对全省的财税干部进行全

面培训，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和专业知

识水平，以全面提高工作效益作为推

进改革的保障。

4 .时时敲响廉政的警钟，

建立规范的制度，是对干部

人性的尊重和保护， 也是对

改革成果的悉心维护

财税部门是许多人羡慕的位置，

也是充满了风险的位置。浙江财政在

抓改革的同时，也侧重于抓各项制度

建设。建立会计核算中心，制定了《固

定资产管理规定》、《接待费开支规

定》、《交通费包干规定》 等10多项制

度和规定。这一系列的探索和尝试，节

省了大量的行政办公经费， 也规范了

经费使用办法，大大减少了随意性和

贪污挪用的可能性。同时
，

用文化理念

营造廉政建设的氛围， 用传统名联教

育干部职工，“诗堪入画方称妙，官到

能贫乃是清”。而提醒某些官员不要贪

赃枉法，以免身陷囹圄，则引《咏炭》

联以告诫，“一味黑时就有骨，一到红

时变成灰”，起到启人于混沌，棒喝于

迷惑之功效。从更高的层面上保护了

干部，也从更高的层面上维护了改革

的成果。

河南省汝阳县今年 农村税
费改革后 ，农民 负担有 了明

显减轻 ，广 大农民对党的政
策更加拥 护 ，许 多 群众主 动

到 乡镇 财 政机关 缴纳 农 业

税。

图 为大安 乡群众在乡财政
所缴纳农业税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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