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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化 结 构
  创 新 机 制

  促 进 财 源 建 设

龙定鼎

湖南省郴州市 1995 年撤地建市以

来，狠抓财源建设，促使财政收入跃上

了新台阶。财 政 总收 入由 1994 年的

7.9亿元增至 1998 年的 14.5亿元，年均

递增 16.38%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由

5.6 亿 元 增 至 11.6 亿元，年 均 递 增

19.97% ，增幅居全省前列。

一、确立新思路，拓宽生财之道

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税体制

时，郴州市国内生产总值全省排第 12

位，人平财政收入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

76% ，有 4 个县财政入不敷出，自求发

展、自求平衡的压力很大，加快财源建

设成为振兴财政的当务之急。郴州市

突破就财源抓财源的思维定式，从实际

出发，确立了财源建设新思路。
1.注重速度与效益统一。经济决

定财政，发展经济是培植财源的基本立

足点。第一届市委、市政府更加突出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确立了“开放兴郴、重

农富民、兴工强市、科教兴业”的发展战

略，并逐步实施了农产品商品基地和农

业产业化、支柱产业 、基础设施和城镇

建设、科技开发、旅游开发等五大战略

工程。尽管这几年受到国家宏观调控

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市经济发展

依然进入了快车道。1998 年，全市 GDP

完成 210.45亿元，与 1994 年相比，年均

增长 12.4% ，在全省的排位前移到第 8

位。同时，坚持把经济建设的着力点放

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强化了“经济发展

看效益，效益提高看利税，利税增长看

入库”的观念，实行速度与效益双向考

核，不断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全市每个

从业人员创造的 GDP由 1994年的 3 800

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7 821 元，同期各项

税收与 GDP 基本同步增长，从而为财源

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实行三产并重。税收虽然分为

中央税、地方税，但财源作为一 个有机

体是不能分割的。虽说第二产业的税

收“大头”归了中央，但第二产业依然是

财源建设的主体，因为农业的发展需要

它来带动，第三产业要以它的发展为基

础。因此，郴州市对财源建设不搞厚此

薄彼，而是三产并重，即在抓好农业和

第三产业财源的同时，继续巩固和发展

第二产业财源，稳步推进包括中央、省

属工业在内所有工业的改革与发展。4

年来，郴州市三大产业获得了共同发

展，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递增

15.1% ，超过一、三产业 8.9% 和 12.3%

的递增速度。
3.坚持规划与管理并举。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为使财源建设思路具体

化，郴州市对财源建设进行了科学规

划，并在规划的指导下，确定每年的财

源建设目标和工作重点，以稳步推进财

源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一手抓建

设，一手抓管理，认真做好四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建轻管，

提高财源建设项目的成效；二是正确处

理“取”与“予”的关系，先“予”后“取”；

三是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和税费征管，

尽量减少税费流失；四是强化支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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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把有限的财力用好。

二、构筑新格局，优化财源结构

近几年来，郴州市把优化财源结构

作为主攻方向，并与经济结构调整紧密

结合起来，初步构筑了效益型财源结构

体系。
1.大力开发特色财源。郴州是享

誉全国的“有色金属之乡”和华南重要

的煤炭生产基地，为使其转化为经济优

势，市里积极扶持有资源、有效益的国

有企业，并对集体、个体开采行业进行

引导和清理整顿，使之成为开发矿产资

源的重要力量，同时抓好矿产品的销售

和加工增值。1998年，矿产开发加工实

现 税 费 1.8 亿元，比 1994 年 增 长

46.5%。嘉禾、永兴、宜章、临武等县的

煤 炭业，每年分别为财政创造收入超过

1 500万元。郴州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并且有毗邻粤港的区位优势。近几年，

市里加快旅游景点设施及配套建设步

伐，加大旅游促销力度，初步建立了以

漂流、狩猎、体育、度假为特色的旅游经

济圈。1998年，前来旅游观光的人数达

23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5 亿元，4

年年均增长分别为 60.1% 和 58.6%。
资兴黄草镇原是个经济落后的移民镇，

近几年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1998年全

镇财政收入达 533.8万元，比 1994年增

长 2倍。此外如桂阳、嘉禾的烤烟种植

业、安仁的粮食种植业和建筑业、资兴

的能源工业、临武的煤炭运输业等特色

财源建设也同样有声有色。
2.加快培植新兴财源。个体私营

经济、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第三产业

等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孕育成长的新的

经济增长点，郴州市抓住机遇，把它们

作为发展经济和培植财源的“突破口”

来抓。一是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乡

镇企业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开发优势资

源、建设小城镇、发展第三产业和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并于 1996年和

1997年先后开展了“乡镇企业年”和“乡

镇企业效益年”活动。1998 年，全市注

册登记的个体私营企业户数达 18.1万

户，上交税金 2.99 亿元，4 年年均增长

分别为 15.1% 和 19.4% ，成为全市新增

工商税收的“大头”；乡镇企业总产值

（新口径）为 246.3亿元，实现税收 2.73
亿元，分别是 1994 年的 6.78 倍和 2.2
倍。二是把开放带动摆在经济发展战

略的首选位置，以“领导带动、活动推

动、部门联动”的形式促进外向型经济

发展。几年来，郴州市先后到北京、上

海、深圳、香港、澳门等地开展招商活

动，同时成功举办了 1997郴州山水旅游

节暨经贸洽谈会和 1998 年郴州商品交

易会。1998 年 全 市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6 448.8万美元，完成涉外税收 1 248万

元，4 年年均增长分别为 54.6% 和

23%。中外合资永怡印刷有限公司

1998年完成销售收入 5 219 万元，实现

利润 1 241万元，上交税收 570万元，成

为骨干工业企业。三是以商品市场建

设为重点，全面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1998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

重为 36% ，比 1994 年提高 2.3 个百分

点，实现税收 2.89亿元，比 1994 年增长

51.8%。
3.巩固和壮大传统财源。一是稳

定和加强农业。积极调整农业结构，不

断提高优质稻、杂交玉米等粮食作物、

烤烟等经济作物和牲畜的种养比重，同

时，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1998

年，经济作物在种植业中的比重上升了

15个百分点，达到 40.1% ；出栏生猪

446.7万头，比 1994 年增加 210.3万头，

养殖业成为农业的“半壁江山”。全市

完成农业总产值 88.49亿元，农业税和

农业特产税 1.35亿元，与 1994年相比，

年均分别增长 10.3% 和 7.57%。二是

提高和优化工业。把国有企业的改革

和扭亏增盈作为重点，帮助企业进行资

本重组、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和加

强管理。市里和各县（市、区）都从机关

单位抽调人员组成支帮促工作组进驻

亏损企业，对工作组实行严格的目标责

任制，做到不扭亏不回机关。1996年组

建的郴州化肥集团，通过“三改一加

强”，生产和效益在全省化工行列都位

居前列。郴州公路工程集团通过改革

和创新，近几年产品出口都超过了千万

美元，实现利税在千万元以 上。1998

年，郴州市工业企业实现的增值税为

3.83亿元，比 1994年增长 25.6%。

三、建立新机制，确保财源建设见

实效

1.强化领导机制。郴州市把财源

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执

行财政工作一票否决制。各级成立了

财源建设领导班子，层层落实财源建设

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建立了定期议财

制度。对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层层

签订责任状，实行目标管理，明确责、

权、利关系。对重点财源建设项目，坚

持“谁决策、谁投资、谁承担风险”的原

则，建立项目责任制。
2.完善管理机制。按照分税制要

求，逐步理顺和规范上下之间的财政关

系，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各级各单位发展

经济、培植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依据“乡事乡办、乡财乡理”的原则，逐

步改变乡镇财政递增包干以及上交增

长比例不合理的做法，增强了乡镇财政

活力。1998 年全市乡镇地方财政收入

达到 3.94亿元，占全市地方财政收入

的比重为 34% ，比 1994年提高了 2个百

分点，财政过千万元的乡镇实现了零的

突破。
3.健全投入机制。为了多方筹集

财源建设资金，1996 年，市政府出台了

《郴州市财源建设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规定了财源建设基金的来源和投向，实

行有偿使用、滚动发展，建立了相应的

风险机制，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全社会

加大对财源建设的投入。各级财政在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从预算中安排

了农业、工业、乡镇企业、招商引资、第

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城镇建设等基

金近 4 000万元，用于财源建设宣传、招

商、贷款贴息、资金配套、奖励等。1995

年至 1998年，全市共投入财源建设的资

金 35亿元，有力地促进了财源建设。
（作者系湖南省郴州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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