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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收支结构

  缓解财政困境刘柏华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是河北省

典型的财政困难县， 2000年全县财力

仅8500万元， 为尽快摆脱财政困境，

2001年该县积极开拓创新，加大了财

政收 支结构调整力度， 实现了 “四

保” ——保证了公教人员工资及时发

放、 保证了社会保障资金及时足额拨

付、保证了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基本需

要、保证了专项资金足额到位，使财

政困难局面得到了相对缓解。

一、调整收入结构，
提高经济质量和收入质量

2000年围 场县财政收入中税收收

入占 69% ， 收费收入占 1 3% ， 基金收

入占 18% 。全县可用财力剔除上级补

助仅为4 100万元。财力为什么这么拮

据？围场县财政部门通过深入调查研

究找到了根本原因： 经济对财政的贡

献率 低 、 财政收 入结构 不合理。 为

此， 该县在收入结构调整上突出了经

济质量和收入质量的提高。

（一）围绕财源抓经济 ， 从根本上

提高一般预算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把对财政的贡献率作为扶持经济

发展 的 出 发点 和 落 脚 点 。 在 农 业

上， 突出农业产业化建设， 投入资

金 3000 多万元， 重点发展了本地成

规模 、 发展有前途、 相对有特色的

马铃薯产业， 时差菜产业， 养牛产

业。对双九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 山

湾子精制淀粉厂、 银海淀粉厂等8个

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进行了扩建和技

改， 并建成了辐射全县的 272个小型

马铃薯加工企业， 以北方蔬菜批发

中心为龙头， 建成了二道河子村蔬

菜保鲜库 、 县城蔬菜批发市场 、 四

合永镇蔬菜贮运库等 12 个蔬菜经销

公司， 进一步连接了京津唐市 场；

重点扶持了饲养 10 头以上的肉牛、

奶牛示范户 520个，建成奶牛饲养基

地 6 个，新增 45 个黄牛改良站，从

而使以棋盘山大牲畜 交易市场 、 天

添乳业公司、 外贸加工厂 为龙头，

辐射带动 8万养殖户的养牛产加销一

条龙体系进一步完善。 龙型经济的

发展， 延伸了 农业产业化链条， 提

高了农业对财政的贡献率，目前三

条龙型经济纳税已达 1200 多万元。

在工业上，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

和财力深化企 业改革， 以改革增活

力， 增强财政 经济发展 后劲。天 源

药业公司、 金字建材公司等 1 1 家优

势企业实现了改中搞强， 增加税收

300 多万元；化工厂 、 水泥构件厂、

木制厂 等 39 家一般企业实现了转中

搞活，盘活存量资产 1758 万元， 增

加税收 1 00 多万元；皮毛厂 、 机械

厂 、 标准件厂等 22 家企业实现了重

组新生， 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

提高， 增加税收 15 万元。

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 通过政
策引导 、 改善发展环境等方式促进非

公有 制经济发展。一是以旅游促 发

展。坚持旅游沿线开发与景区内景点

开发相结合、 观赏性项目与参与性项

目并重的原则，增加景区面积 800多

平方公里， 增加旅游项目 8个，开放

旅游产品近20种。到目前，全县接待

国内外游客46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6亿元，旅游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增加

税收近100万元。二是以城镇建设带

动发展。对县城道路 、 水电、 通讯进

行了改造，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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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件环境， 使全县新建成5个商贸

集中区和2个封闭式集贸市 场， 改造

新增商业营业面积 2.4万平方米， 新

增商户近千户，增加税收 200 万元。
（二）突出质量抓收入， 从征管上

提高可用财力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一是靠管理上质量。改变往年根

据地方财力需要确定财政收入目标的

做法， 县政府下达的年度收入任务除

农业税、 收费收入外，其他收入任务

均以税务部门下达的收入任务为准。

在收入目标责任确定上，根据税务所

以片管税的实际，除给税务所下达总

任务外，还分别下达其所辖各乡镇的

收入任务，年末考核税务所，以分别

完成各乡镇收入任务为准，只完成总

任务、 分乡镇未完成的视为未完成年

度收入目标。既考核总任务又考核分

乡镇任务，制止了税务所随意改变入

库区域增加税收成本的现象。

二是靠监察管质量。开展整顿乡

镇税收秩序活动，以国内生产总值与

财政收入对比、 财政收入与可用财力

对比，对各乡镇是否存在 “挖税”、“买

税” 行为进行了检查；出台了 《违反

税收秩序查处暂行办法》， 对各类违

反税收规定提高税收成本的违纪行为

提出了明确的查处办法。同时， 成立

了由财政、 税务、审计、 公安、监察

等部门组成的税收秩序稽查大队， 对

“挖税”、“买税”、“虚入空转”、“转移

税种” 等增加税收成本造成泡沫收入

的违纪行为进行检查。

三是靠机制保质量。制定了财政

工作考核机制， 对各乡镇和各征管部

门既考核总收 入又 分别考核工商税

收、收费收入和基金收入， 并适当提

高了 工商税收 在考核 中的分值；同

时， 对乡镇工资发放 实行一票否决

制。促使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抓

可用财力转化率， 提 高财政收 入质

量，以保证考核过关和工资发放。

四 是靠挖潜增质量。对重点税收

重点管理， 努力挖潜。加强改制后企

业的税收征管，督促改制企业规范和

完善财务制度，建立健全账目， 同时

加强企业账务检查， 保证征管到位。

进一步落实建筑业税收管理办法， 实

行建筑单位预拨工程款必须取得正式

发票 、 按发票金额缴税的办法， 使

大部分税收漏洞得到了控制， 2 00 1

年的前 10 个月建筑业提供税收较去

年同期增长 90 万元。财政部门还利

用两个月的时间开展了 “集中清理

漏征漏管户” 活动，各征收单位先

开展自查，然后县 财政 、 税务 、 审

计等部门抽调 15 人组成清理小组开

展重点检查，查出漏管户260户，补

税罚款 80 多万元。抓住旅游产品开

发增加带来财政增收的有利时机，

采取逆向调查掌握真实销售情况 、

开展新增业户清理、 加大处罚力度

等 3 项措施强化了旅游行业税收征

管， 仅 2001 年 9 月份就清理入库税

金 54 万元。

二、调整支出结构
深化支出改革

为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增

加财力调控空间，围场县狠抓支出结

构调整，深化支出管理改革。

（一）严格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财政职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适应新

的财政形势，围场县把握三个原则处

理了财政支出 “越位” 与 “缺位” 问

题。

一是体现公共性的原则。把属于

竞争性 、 经营性支出的领域推向市

场，集中财力保证公共支出。首先界

定和压减了事业单位开支。根据事业

单位的公共性程度，确定财政支出保

障程度，对除教育外的所有事业单位

实行综合财政预算，以收抵支。收支

平衡的一律自收自支， 结余上缴财

政；收支不足部分， 财政最高补到基

本工资的 80% 。2001年事业单位支出

安排较2000年减少320万元。其次是

把财政资金投向公益事业和基础建

设。不再调度资金直接扶持企业发

展，也不再为企业调度资金做任何形

式的担保， 而是把资金集中用于保证

机关正常运转和社会保障支出，同时

统筹资金重点支持了县城改造和坝上

草原旅游沿线路、 电、 讯改造， 为全

县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三是

偿还各种外债580万元， 消化以前年

度财政虚收 350万元， 减少了财政运

行风险。

二是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的

原则。县政府对各乡镇和各机关事

业单位的财政支出顺序做出明确的规

定，要求各单位严格按顺序执行，对

违反规定的严肃处理。对不顾自身财

力可能搞各种无效益达标升级活动，

以及一方面拖欠公教人员工资、 另一
方面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乡镇和部

门， 追究所在乡镇和部门一把手责

任。

三是财政供养人口界定准确的原

则。严格按县编委确定的单位编制拨

款，对超编人员、 混岗人员财政一律

不拨款，短编按现有人员拨款， 至目

前已清理超编 人员 、 混岗人员 2 1 3

人， 年内节约财政资金 100 多万元。

同时，大力清理了不享受公费医疗、

公费移动电话人员24人，年内可节约

财政资金 10 万元。

（二）深化支出管理改革

按照细编财政预算的原则， 把财

政支出编到一级会计单位，安排到具

体支出项目，既增加财政支出的透明

度又保证了调整后财政支出预算的顺

利执行。执行政府采购制度，所有机

关事业单位购买大宗物品、 搞大型建

筑必须通过政府采购。一方面节约了

财政资金，另一方面监督了各单位财

政资金的合理使用。推行工资发放银

行化，各乡镇、各部门资金必须首先

进入工资专户用于工资发放，为实现

财政资金首先用于工资发放提供了有

效保障。

（三）强化财政监督

为了保证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后财

政预算的顺利执行， 围场县强化了财

政监督。新成立的财政监督局采取定

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单位财

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保证了调

整后财政支出预算执行方向与年初财

政预算安排相一致。对用于支持经济

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类财政专款

跟踪问效，随时发现问题，随时予以

纠正，保证了专款及时足额到位和预

期效益发挥。
（作者单位： 河北省围场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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