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新增人员市长一支笔审批制度，

不仅彻底核实了市级财政供养人员和工

资情况，而且使编制、人事、 经费

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卡控编，有

效遏制住了财政供养人员增长过猛的势

头。从 1 99 8 年开始，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开始出现负增长，年节约开支近

200万元。二是成立重点工程集中核算

支付中心。为充分有效利用国债转贷

资金及国外协力基金贷款，进一步加

快基础设施特别是重点项目和工程建设

步伐，同时，也为彻底杜绝建设资金

的跑、 冒、滴、漏，防止建设过程

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保证工程资金的

专款专用，从 1999 年 7月起，莱州市

成立了重点工程集中核算支付中心，

全面负责全市重点工程的财务监督与核

算工作。核算支付中心由财政、审计

部门的专业人员组成，具体制定各工

程拨款依据和程序，分别核算各项目

收支状况，对建设资金实行 “直通

车”管理办法，改变了以往将资金拨

付到项目主管部门或建设项目法人单位

的做法，将建设资金直接拨付到最终

用款单位。同时，依据工程进度和拨

付情况，及时提供资金运作信息，参

与制定资金还款计划。重点工程实行

财务集中核算支付制度，防患于未

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财政风险，

从管理上保证财政支出的安全性，减

轻了地方财政的负担。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州市财政

局 ）

县乡财政

推行新体制  

增 添新活力

——河北省围场县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见成效
宁自忠

乡镇财政是县级财政的基础。

1999 年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乡镇财政收入已占了全县财政收入的

5 8%，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围场县要

实现全县财政状况的好转，必须谋求

乡镇财政的发展。为此，1999 年围场

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在

上一轮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

制定出台了新的县乡财政分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新体制按照 “合理分税、核

定收支、 收支平衡、定额上解或补

助、基数环比增长、超收比例分成、

短收不补、节余留用、一定三年”的

办法，极大地调动了乡镇自我发展、

自求平衡的积极性。新体制运行一年

来，乡镇财政收入得到快速增长，

1999 年当年在围场县农业遭受严重自

然灾害的情况下，乡镇财政收入同比

增长了 15%，乡镇可用财力占财政收

入的比重增长了五个百分点。到 2000

年 1 1 月末，乡镇财政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 1 8%。乡镇财政呈现新活力，为

乡镇政治稳定、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同时也减轻了县级财政

压力，推进了全县经济发展。

一， 坚持三个原则，新体制

有效地调动了乡镇自我发展、 自

求平衡的积极性。

财政部门在调查中发现，受计划

经济体制和原有的财政分配体制影响，

围场县诸多乡镇等、 靠、要思想仍然

未能彻底改变，缺乏自我发展、 自求

平衡的意识，致使乡镇抓财政工作的

力量不足、 力度不够，财政收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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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 、 滴、 漏严重， 财力极其紧张。

抓住乡镇财政这一问题根源，围场县

在制定新的乡镇财政体制时，有针对

性地使新体制体现了三个基本原则。

（一）基数明确，分灶吃饭。准确

掌握乡镇的收入结构、收入总量，以

乡镇的收入测算乡镇的可用财力。按

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

确定乡镇支出基数，然后用可用财力

减去支出基数，确定各个乡镇的财政

收入在县乡之间的分成比例，把按分

成比例留解乡镇的财政收入作为乡镇的

收入基数。乡镇收支基数一定三年，

基数确定后，县级财政取消以前年度

为保乡镇稳定拨付的各项财政补贴，

同时县级财政也不得因自身困难而随意

提高乡镇财政收入上解比例，真正实

现了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分灶吃饭，

各谋发展。
（二）超短有别，奖惩分明。在收

支基数确定上，新的乡镇财政管理体

制坚持 “工作一般挨饿、工作较好吃

饱、工作尽力吃好” 的原则，激励

乡镇全力抓好财政收入征管工作。同

时，为保证乡镇财政收入征管到位，

制定了力度较大的奖惩办法，对乡镇

超基数完成的财政收入，县乡之间按

5∶5 分成，而正常基数内县乡之间留

解比例最高的也只有 7∶3。对于没有

完成财政收入基数的乡镇，县财政不

但不给补助，而且短收的财政收入也

必须按体制核定的比例上解县财政应得

的部分。
（三）收放有度，管好为上。按照

“分灶吃饭” 的要求，乡镇公费医疗

经费应由乡镇承担，但是考虑到公费

医疗经费支出弹性大、稳定性差，出

现较大规模公费医疗开支将给乡镇开支

造成巨大压力， 所以将公费医疗开支

划归由县财政统一管理，保证了乡镇

财政支出的稳定性、 正常性，增强了

乡镇开源节流的信心。同时县财政把

本应县本级参与分成的屠宰税、 乡镇

企业管理费，因其主要分布在农村，

税源分散、 征收难度大，为激励乡镇

保证这项收入征管到位，全部下划给

乡镇，县本级不再参与分成。

二、 落实四字方针，新体制

得到了顺利推行。

围场县新的县乡财政分税制管理体

制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主要得益于

落实 “细、公、 紧、严”四字方针。

“细”，即准备工作从细。在制

定出台新体制之前，县财政局由各局

长带队分别深入乡镇搞调查，详细地

掌握了各乡镇税源、财政开支和公教

人员基本情况，并依此建立了乡镇财

政基本情况档案，保证了体制制定过

程中考虑因素全面、预见问题准确、

提出措施有力。

“公”，即新体制确定的各项指

标公平。在收入基数确定上，为防止

乡镇因挖税造成财政收入各年度畸增畸

减，如果单独采用某一年度收入完成

数作为收入基数，而导致部分乡镇在

确定收入基数上吃大亏，围场县以各

乡镇 1996年到 1998年三年工商税收完

成数分别为 5∶3∶4 系数确定的收入

合计数，与 1999 年税务部门的任务数

相加进行平均，作为各乡镇的工商税

收基数，保证了收入基数确定的公正

性，从而得到了各乡镇对自己收入基

数的认可。全县实行了统一的基数超

收分成比例，提高了贡献大的乡镇超

收分成的绝对数，使“收入大贡献多

的乡镇收益多， 收入小贡献少的乡镇

收益少”，确保了体制的公正合理。
“紧”，即贯彻宣传工作从紧。为使

乡镇对新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理解透、

掌握准、 执行快，新体制出台后围场

县政府立即召开了由各乡镇党政一把

手、乡镇财政干部参加的专题会议，

对新体制出台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解释，

对如何贯彻落实新体制做了要求。县

财政局针对新体制执行中预计可能遇到

的问题，组织乡镇财政干部、银行金

库管理人员进行了体制内容、 金库管

理条例、财政收入入库级次剖析等方

面的培训，保证了新的乡镇财政体制

的顺利实施。

“严”，即稽查工作从严。利用

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对比法、财

政收入与可用财力对比法，查处了乡

镇挖税、买税、虚入空转税收等违纪

行为，提高了乡镇财政收入质量，增

加了乡镇可用财力，防止了因税收违

纪问题导致新体制执行中收支基数出现

严重偏差。同时，对违反《金库管理

条例》随意坐支县级收入以及违反

《围场县关于明确税收入库级次的通

知》故意混淆入库级次的违纪问题进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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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严肃查处。

三、 收到四项实效，新体制

使乡镇财政呈现了新的活力。

围场县新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改变了以前乡镇财政工作 “推着干、

干着看”的死气沉沉局面，乡镇财政

呈现一片生机，收效较为显著，具体

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乡镇理财观念变了。新的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使各乡镇开始认识

到：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

不发展更困难。因此，各乡镇转移了

工作重点，由原来的向上级哭穷，转

变 为大力发展经济挖掘自身潜力。
1999 年乡镇财政收入占乡镇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较 1998年增长了近 1 个百

分点 。

二是乡镇征管手段硬了。新的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使乡镇认识到：财政

工作到位，日子就会好过；相反日子

就难过。因此各乡镇普遍提高了对财

政工作的重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财

政收入征管，乡镇财政队伍也有了较

大变化，一批懂财政业务、 有魄力、

工作责任心强的同志充实到财政干部队

伍中，理财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三是乡镇节支意识强了。新的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提高了乡镇的节支意

识，使乡镇由原来的 “花着算” 到

现在的 “算着花”。1 999 年乡镇财政

支出结构有了显著变化，招待费、会

议费、办公费等弹性较大的非生产性

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以前年度下降了

1 0 个百分点。

四是乡镇理财思想顺了。新的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实施后，乡镇在抓财政

收入上，改变了以前只注重总量不注重

质量的现象，开始自觉抵制各种税收违

纪行为，把征管的重点放到可用财力转

化率高的财政收入上，保证了乡镇财政

收入在总量扩大时质量不断提高，乡镇

财力紧张局面得到了较大缓解。

（作者单位：河北省围场县财政局）

县乡财政

500万元
的债务

是如何消化的？
——湖北省浠水县汪岗镇村级化债减负的调查

冯新路  王晓毛  朱太银

湖北省浠水县汪岗镇是一个拥有农

业人口近3万人的行政建制镇。1999年

全镇村级债权总额为 1320.3万元，村级

债务总额为 2542.8万元，22个村平均

负债 115.6万元。村级集体经济由于长

期负债运行，农民负担加重，导致干群

关系、党群关系紧张，严重制约了农村

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

和社会稳定。为了消化日益严重的债务

负担，2000年9月浠水县县委，县政府

成立化债减负工作专班，抽调精干力

量，派人进驻汪岗镇，坚持与农民同吃、

同住、同商量，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全

镇减债 516.2万元，使全镇村级债务总

额由2542.8万元下降为2026.6万元，下

降 20.3%。撤销 3个管理区，撤并学校

12所，精减人员80人，年节约支出 110

万元，化债减负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

一、 广泛宣传，大造声势。农

村化债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

方面面。工作组进村后，认真宣传政

策，深入发动群众，及时召开党员干

部会、 村民代表会、债权人对象会，

向村民小组发布清债降息公告，利用

广播、电视、宣传栏等形式，广泛

宣传中央文件，统一基层干部的思

想，提高群众认识，迅速在镇掀起了

清债降息的高潮。

二、 制订政策，清债降息。在

此项工作中，主要分五个阶段进行。

第一，清理债权债务，分户登

记。对 1995年以前债务余额和 1995年

来的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分户逐

笔登记。

第二， 核本降息，实行 “三分

离”。将借款本息分离， 做到 “四

不”，即不计高息， 不计罚息， 不

计复息，不超标准上浮；借欠分离，

即村组干部、民办教师、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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