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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果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农民前所未有的种田积极性，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乡镇
企业异军突起，农民致富奔小康，是第二次飞跃’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小城镇建设在广大农村蓬勃兴起，带动农村经济

全面发展，可以说是又一次飞跃。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

略”
，
“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小城镇建设指明了方向。本刊编发这一组文章，旨在通过介绍一

些地方的经验和做法，推进小城镇建设健康发展。

以 农兴镇  以 镇保农
——襄樊市财政积极支持小城镇建设

杨茂云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

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一个大战略”，并且要求“制定和完善促

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几年

来，湖北省襄樊市在加快农村现代化建

设的进程中以小城镇为载体，以农业产

业化和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为支撑，三

大战略一起抓，构筑了农村工业化的基

石，铺就了农村现代化的道路，承担了

农村经济社会再发展的重任，实现着广

大农民向往现代文明的梦想。到 1998

年底，该市小城镇已发展到 310 个，已

有百万农民入住，占全市农民的 1/4、小

城镇居住人口的八成。他们成为小城

镇建设、经营、消费的主体，创造国内生

产总值 152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的 1/3。

一、襄樊市财政支持小城镇建设的

主要做法

1.以小城镇为载体，推进农业产业

化。襄樊市借助小城镇的区位、交通、

通讯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实施龙

头带动、科技带动、市场带动、外向带

动、品牌带动，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农业

产业化中的载体和纽带作用，把小城镇

建成农业产业化的加工中心、销售中心

和新产品开发中心。全市投资 5 000多

万元，重点扶持发展了 300多家面向市

场、带动力强、附加值高的龙头企业，年

创产值 60 多亿元，年实现利税 5.5 亿

元。围绕龙头开发生产基地 658 万亩

（含山场、水面），开发名优农副产品 200

多个，其中 21 个获得国家和省级名牌。
形成了龙头在城镇、基地在农村的产业

化生产经营体系。一种是企业通过契

约方式，与农民签订合同，农民按合同

种植，企业按合同收购，并在种子、饲料

供应及技术指导等方面提供服务。另

一种情况是以小城镇的专业市场为依

托，由专业经销大户与农户签订经销合

同，农户按合同生产，经销大户按合同

收购，形成种养经销一体化，使一家一

户的生产经营走向了大市场。这样的

小城镇全市共有 23 个，形成了一个产

业链，带活一个企业群，繁荣一 个小城

镇，富裕一方老百姓的格局。
2.以小城镇为载体，开展乡镇企业

“二次创业”。针对乡镇企业重复建设、

布局分散、机制退化等突出问题，襄樊

市以小城镇为载体，以调整结构和机制

创新为重点，实施 乡镇企业“二次创

业”。调整结构主要是优化区域布局，

引导乡镇企业逐步向小城镇的工业小

区集中，彻底改变乡镇企业“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的传统模式；强化优势产业，

引导乡镇企业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集中，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集中，充分

利用存量资产，形成发展的新优势。到

目前，全市在小城镇兴办工业小区 150

多个，其中省级小区 10 个，国家中西部

合作示范区 1 个，70% 左右的乡镇工业

企业集中在小区，围绕产业化重组资产

15亿元。机制创新就是探讨通过乡镇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把民营经济的机制

优势、乡镇企业的资产存量优势和民间

储备的资本优势融为一体，吸引农民进

镇承包、租赁、购买乡镇企业的途径。
1997 年，襄樊市在呢咀镇办试点，该镇

18家企业以拍卖、租赁、股份合作等多

种形式，公开竞标，置换产权。招标购

买者达 35 人，其中 27位是农民。轴承

锻件厂净资产 28万元，通过五轮竞价，

最后以 70万元买断。18家企业总负债

7 542.58万元，改制后由新法人承担的

达 6 020.28万元，其它由银行和主管部

门协调解决。可以说，改一个成一个，

转一个活一个。当年产值、销售收入分

别比上年增长 40 % 和 50%。襄樊市及

时推广了呢咀的经验，全市有 85% 的企

业进行了改制，盘活资产存量 70 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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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总资产的 70% 以上。同时，在小

城镇开辟民营经济小区、营造小气候，

放手让农民进镇务工经商，一大批有专

长、懂经营、善管理、有资本的农民进入

小城镇，产生了能人碰撞效应。1997、

1998年两年全市小城镇新增个体工商

户 8万户，私营企业增加 2 200 户，注册

资本增加 23亿元，从业人员增加 20万。
通过“二次创业”，企业发展了，农民进

镇了，城镇兴旺了，财政增收了。
3.充分发挥农民在小城镇建设中

的主体作用。在具体工作中，从承包地

转让自主，宅基地依法转换，务工经商

税费从优、手续从简，进镇农民与城镇

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农民承包、租赁、买

断城镇企业优先、优惠，金融重点扶持

等 6个方面，为小城镇建设创造宽松的

外部环境。目前，襄樊市小城镇居住人

口 80% 以上是农民，小城镇的企业 80%

以上由农民经营，小城镇建设资金投入

的 80% 来源于农民，小城镇商品零售额

的 80% 靠农民实现。1992年以来，全市

小城镇建设先后投入资金 65 亿元，其

中农民投资 52 亿元。1998 年，全市小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达 39 亿元，人均消

费水平比农村高 30% ，其中仅在城镇购

买商品房和建住宅的投资就达 15.5 亿

元。小城镇的发展，给农村、农业、农民

的地位和作用赋予了新的内涵。农业

不再只是生产粮食，农民不再只靠土地

创造财富，农村不再停留于自给自足、

以食物为主的消费，他们已成为生产、

交换、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
4.在小城镇建设中推进农业现代

化。小城镇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劳力大

转移。襄樊市根据这一有利条件，积极

探讨协商转让、大户承包、镇村反租承

包等土地流转途径，发展一村一品、一

乡一业的专业生产，适时推进土地规模

经营、集约经营；实行“农科教”结合，加

快农业科技化步伐；发展非农产业，加

快农村分工分业步伐；完善小城镇功

能，提高进镇农民生活质量，加快农村

现代化步伐。全市近百万农民进入小

城镇后，转出耕地 80多万亩，占耕地总

面积的 12.8% ；种植 20 亩以上的农户

增加到 8 万多户，占总户数的 1/10；种

植面积 16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1/

4；创产值 17亿元，占种植业产值的 1/3。
专业村由 97 个增加到 317 个。也就是

说，1/10的农户，用 1/4 的耕地，创造了

1/3的种植业产值。枣阳市兴隆镇由镇

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反租土地 200

亩，多方筹资 200 多万元，兴建高科技

农业示范基地，引进世界先进品种，聘

请全国一流的专家作技术指导，实行农

民承包，企业化管理，亩平纯收入 5—10

万元，最高的达到 17 万元。随着土地

逐步集中和农民大量分化，农村分工越

来越细，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增长点。在

进入城镇的农民中，80% 从事专业生产

经营，20% 属于农工、农商兼业经营。
他们有的成为加工大户、经销大户、运

输大户、科技咨询大户，还有的成为饮

食服务业老板。人口达 10多万的襄阳

县双沟镇，有 4.5 万农民进入城镇，搞

农副产品加工的 1.4 万人，专业经销人

员 0.5万人，从事货运的 2 000 多人，客

运的 750人，剩余的绝大部分从事餐饮

服务。
5.多方融资，确保投入，促进小城

镇有序发展。在投资上，襄樊市按照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各级政府负

责路、电、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

发、住宅开发等以农民为主体。在政府

投入方面，主要包括：各乡（镇）按建设

项目总投资的 3% 向建设单位和个人收

取基础设施配套费，由乡（镇）政府用于

改善投资环境；各县（市）统一收取的乡

（镇）城市建设维护税，原则上全部返还

乡（镇）；在城镇收取的市场管理费保证

50—70% 用于市场建设和留给当地作

基础设施投资；市政府从 1995年起从城

市建设维护税中提取 5% 用于扶持试点

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城市商业网点配

套费中提取 6% 左右用于小城镇商业网

点建设。自 1999年以来，市财政每年拿

出 400万元，重点扶持 20 个示范乡镇，

县（市）区财政按照一定的比例匹配资

金等等，确保小城镇建设对基础设施建

设的资金需要，促进了小城镇的有序发

展。

二、襄樊市小城镇建设对地方财政

的促进作用

1.在财政收入规模上，小城镇起到

了支撑作用。1994 年襄樊市财政收入

规模是9.58亿元，乡镇财政收入为

2.35亿元，到 1998年，全市财政收入达

到 22.2亿元，310个小城镇提供财政收

入 6.14亿元。小城镇财政收入占全市

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 1994 年的 25.1%

提高到 1998 年的 27.1% ，占县级财政

总收 入 的 比 重 由 3 4 .8 % 提 高 到

47.95%。财政收入达到 1 000万元以

上的小城镇有 6 个，比 1994 年增加 4

个，500 万元以 上的有 19 个，增加 15

个，300 万元以上的 40 个，增加 33 个，

基本消除了财政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

乡镇。
2.在财政收入增幅上，小城镇起到

了促进作用。从总体上看，几年来 310

个小城镇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高于县

市财政收入增幅。到 1998年，全市小城

镇财政收入是 1994 年的 2.04 倍，四年

翻 了 一 番多 ，年 均递增 幅度 达 到

26.74% ，比全市财政收入的年均递增

幅度高出 8 个百分点。4 年来，全市财

政收入总增加额中，36.3% 来自小城

镇。
3.在财政收支平衡上，小城镇起到

了稳定作用。1998 年，全市 310 个小城

镇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其中贡献型

小城镇 216 个，比 1994 年增加 159 个，

增加 2.03倍，贡献总额达到 1.64亿元，

是 1994年的 2.4 倍，年均递增 33.8% ，

比同期乡镇财政收入递增幅度高 4.2

个百分点，为全市财政收支平衡作出了

积极贡献。1998 年 310 个小城镇财政

支出达到 1亿元，是 1994 年的 1.71倍，

保证了乡镇干部职工工资的兑现，解决

了 6万多财政供养人员的吃饭问题。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财政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专题报道
	以农兴镇  以镇保农——襄樊市财政积极支持小城镇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