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为集中核算，变事后检查监督为事

前、 事中通过查单、 验证进行全过程

监督，镇属单位和村委会的每一笔开

支在入账前均得通过会计管理中心或派

出会计的严格审核，不合规定的开支

不能报销入账，从而在入账前就可化

解一些违规行为；二是各镇属行政事

业单位和村委会在资金使用和会计核算

方面实行两条线运作，使用权和核算

监督权相分离，在处理会计账务时，

由于专职会计工资、 人事关系及行政

管理均与账务所属单位分离。因此，

不用担心受到来自账务所属单位的引诱

和压力，从而能更公正、 更公平、 更

合理、 更公开地处理各单位的会计账

务，大大提高了财政性资金使用和财

务会计核算的透明度，有利于把财

政、财务检查监督融于经济活动的全

过程，有效地减少一些违规、 违纪、

铺张浪费性的财政支出，有利于从源

头上制止腐败，进一步促进廉政建

设；三是可以有效地解决会计信息失

真问题，特别是可以解决一些单位因

会计人员素质不高而出现的技术性会计

信息失真和个别单位从小团体利益出

发，故意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等问题；

四是实施集中记账和会计委派可以起到

比分散核算更好的监督效果。

成效之四：有效地精简了人员，

降低了行政成本， 提高了办事效率。

横沥镇实施会计核算方式改革后，

减少会计岗位 4 4 个。实施集中记账

前，全镇共有 29 个行政事业单位、 17

个村委会和 37 个村民小组，这三级机

构共设置了 83 个会计人员，一年需要

人员经费 250 多万元，如要实施会计

电算化管理，则每个单位须配备一台

电脑，还需电脑经费 1 10 多万元。实

施镇属行政事业单位集中记账，镇属

企业、 村委会会计委派和村民小组组

账村记后，仅人员经费一年就可节省

1 0 0 多万元。另一方面，集中核算将

更能保证会计核算的进度和质量，保

证按质、 按时完成账务处理和报表报

送工作；更能统一和规范核算方法，

执行财务规定，便于财政集中检查监

督，使财政部门能从费人、费时、费

力的财务大检查中解脱出来，能更专

心地搞好财政管理工作，提高办事效

率。

（作者单位： 广东省东莞市财政局)

县乡财政

以 机构改革为契机  
消 减乡 镇财政赤字和负 债

朱晓明

近几年来，乡镇财政巨额赤字和

负债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乡镇财政

的正常运转，成为社会各界及有关方

面共同关注的焦点。乡镇财政的巨额

赤字和负债，从表面上看好像仅仅是

资金不足的问题，是财政部门的 “内

部事务”，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客观需求与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建设滞

后的矛盾的产物。要彻底解决乡镇财

政的巨额赤字和债务，将牵涉到方方

面面的问题，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

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是一项复杂而

艰巨的社会工程。目前，乡镇机构改

革工作即将开始，必须充分利用这次

有利时机，全方位多角度采取切实可

行措施，解决好乡镇财政的巨额赤字

和负债问题。

一、 加大乡镇撤并的力度，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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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区域范围 ， 减少乡镇的行政成

本， 提高乡镇的综合经济实力。浙江

省永嘉县现有乡镇42个，大部分乡镇

规模偏小，许多山区乡镇的实际常住

人口仅几千人。这些乡镇的经济十分

薄弱，工商税收几乎为零，目前如果

一厢情愿地要他们去如何发展经济增

加收入，如何节约开支等等，是不现

实的。这些乡镇政府根本无力行使做

为一级独立的政府应承担的职能，名

为 “乡政府”，实为县政府的 “办

事处”，即使规模最小的乡政府每年

都要耗费几十万元的行政事业经费，

这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撤消小规模乡

镇减少行政成本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客

观需要。通过乡镇撤并，扩大乡镇的

行政区域，能够提高城镇的集聚功

能，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提升乡镇

的综合经济实力。

二、 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准

确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 减少财政的
“越位” 和 “缺位” 现象， 切实减

轻财政负担。目前乡镇政府行政事业

单位经费全部由财政供给，使乡镇财

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乡镇政府的事

业人员增长过快，许多乡镇已接近甚

至超过行政人员，原来的“八大员”

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变成了 “几大

员”。一方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另一方面是农村急需的各类专业科技

人才奇缺。因此，要充分结合即将开

始的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合理确定乡

镇事业人员的编制，将乡镇政府内的

事业人员逐步推向市场，创办农业服

务中心、 文化服务中心和计生医疗服

务中心等各种经营服务机构，面向广

阔的农村天地，在为农村服务中实现

事业收入，解决自身的大部分经费，

财政给予差额补助或逐年递减补助，

最后完全与财政脱钩，从而将“吃财

政饭”的人员压缩到最低限度。

三， 准确定位乡镇财政的地位和

作用， 合理制定乡镇财政体制， 确保

乡镇财政的正常运转。乡镇财政是我

国五级财政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

政，但事实上现在的大多数乡镇财政

还只是具备了财政的雏形，根本没能

力独立承担作为一级财政所应有的经

济职能，它只是县级财政的一个“派

出机构”。我们必须尊重客观现实，

实事求是地给乡镇财政一个准确的定

位，不能任意拔高。因此，在制定

乡镇财政体制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

乡镇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乡镇的经

济发展状况，区别对待，合理负担，

使乡镇财政的财权和事权真正有机地

结合起来。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

镇应实行以支出包干为主 “全额拨款

型”的财政管理体制，以保证乡镇正

常的行政事业经费的需要。对于经济

中等发达地区的乡镇应实行收支挂钩

的“差额补助型”的财政管理体制，

保证乡镇行政事业必要的经费，同时

有利于调动乡镇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对于经济较发达，财源较为雄厚的乡

镇可以实行“自收自支型”的分税制

财政管理体制，以充分调动乡镇当家

理财的积极性，加快乡镇经济发展的

步伐。

四、 县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必须

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配合乡镇建立

财务监督制约机制。乡镇财政的巨额

赤字和债务虽然产生在乡镇，但其真

正的根源却与县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乡镇财

政要彻底消除赤字减少债务，必须从

县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做起。首先对

于较大建设性工程项目和事业发展项

目，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坚

决制止无确定资金来源的工程上马。

其次，县级政府和各部门要严格执行

事业和行政编制，不能将自己难以接

收消化的各类人员强行推给乡镇，人

为地加大乡镇财政的负担。再次，应

取缔那些脱离现实的、 并无多大实际

意义的所谓升级、 达标、竞赛和检查

等活动。这些“活动”既助长了浮夸歪

风的升级，又浪费了大量钱财，使乡镇

财政雪上加霜。第四，改革现行的乡镇

干部的任用考核制度，加强对乡镇长

的离任审计制度，分清责任，并将其与

乡镇长的个人业绩挂钩，以鼓励乡镇

主要领导消赤减负的积极性。

五， 健全财政预决算制度， 严格

执行财经纪律。一是乡镇财政的预算

决算编制，必须严格执行《预算法》

和有关政策法规，必须坚持 “量入为

出，量力而行”的原则，对本级人

大通过的预算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

意变更。二是加快乡镇综合财政建设

的步伐，将所有依照法律法规收取的

各项预算外资金及乡镇的自筹资金和

统筹资金的收支全部纳入乡镇预算统

一核算、统一管理，壮大乡镇财政，

保证乡镇重点项目的建设和各项事业

健康发展的需要。三是健全财务管理

制度，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经纪律

的处罚力度，坚决制止超前消费、相

互攀比、挥霍浪费、 侵占私分国家财

产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

（作者单位：浙江省永嘉县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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