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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学

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曾几何时湖

北财政也曾出现过那种捉襟见肘、紧而

又紧的尴尬局面。一是财政收 入占

GDP比重由 1978 年的 20% 下降到 1993

年的 8.9% ；二是财政赤字截至 1993 年

底已达到 10 亿多元；三是历史包袱过

重，不少遗留问题需要今天来解决。同

时，还有个每年财政支出不断加码的问

题。姑且不说地方经济建设的巨大投

入给财政带来的压力，也不谈保重点、

搞扶贫、忙救灾、解企困以及各项社会

福利开支让地方财政艰难面对，仅全省

百万吃财政饭的人等着开工资养家糊

口这笔巨大开支就使湖北财政不堪重

负。历年的财政赤字就象一座大山压

在湖北财政人的胸口，容不得大家有半

点喘息的机会。
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当好

政府的参谋，当好人民的管家，做好管

财理财、聚财兴财。俗话说，财政财政，

没有财就没有政。地方财政收入的短

缺，这正是湖北各级政府的一块心病。
怎样消灭巨额的财政赤字？怎样使湖

北的财政尽快进入良性循环？怎样使

湖北的经济建设发展做到游刃有余？

……一连串的问号，在厅长童道友及厅

党组一班人脑海里萦回，也在全省 3 万

多财政干部职工的脑海里萦回。
1993年，全年全天候地针对地方财

政的现状与困境，湖北省财政系统掀起

了一股大搞调查研究之风。从省城到

湖北境内的乡村田野，通过广泛的调查

研究，厅长童道友首次向全省提出了

“效益财政”这一概念。1994 年发表了

由他撰写的《建立湖北效益财政的基本

思路》，1995 年《效益财政论》专著出版

发行；1996 年 10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童道友的理论文章《效益财政：振

兴财政的新探索》。文章以邓小平有关

经济理论为根据，提出了全省效益财政

的五年规划和十年奋斗目标，制订了一

系列具体的措施，如进一步理顺和规范

财政运行管理机制，建立起能调动各级

政府当家理财积极性的机制等等，这些

理论观念在较大的程度上集中了湖北

财政系统在大搞调查研究过程中生发

出来的鲜活思想和深邃认识。由此，

“效益财政”再不仅仅是一种概念，而是

一种逐步明晰化、具体化、系统化和科

学化的理论依据，并直接指导着一省的

财政运行。
效益财政理论的提出和效益财政

付诸实施后，受到了财政部和湖北省委

省政府领导、财经理论界、广大财政工

作者的关注和好评，在全国引起了一定

反响。近五年，湖北的财政现状，正是

在这种包蕴着全新的效益型理财观、效

益型财政运行机制和效益型生财、聚

财、用财思路的理论指导驱动下，迅速

步入有序发展和良性循环的轨道。
有人说，湖北财政好比一盘棋，有

时无须大动干戈，只须巧妙地动一、两

颗棋子，全盘就活了。殊不知这种“巧

妙”往往是智慧、胆略和长时间深思熟

虑的结果。要为整个湖北财政体系廓

清一个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框架，

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繁复的工程。
效益财政，核心在于效益生财。
效益财政，目的在于财生效益。
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全省打起了攻

坚战。
1993年以前，襄樊市财政一直是低

迷徘徊，突出困难有四点：一是财政赤

字大，除枣阳、谷城两县（市）外，市直和

其它县市“一片红”，至 1993 年底全市财

政赤字累计达 1.36 亿元；二是工资兑

现难，1993 年全市有 12 万人享受工资

上调，仅此一项新增支出 2 亿元；三是

粮食挂账包袱重，全市粮食挂账累计亏

损达 4.84亿元；四是应付专款欠账多，

1993年底，仅市直财政应拨专款就达

1 600余万元。对此，襄樊市财政局通

过大量调查研究，一个以“建立效益财

政为 切入点，抓 龙 头、固 源头、壮县

（市）”的“两抓一带”财源建设战略思路

提出来了。抓龙头，指的是抓市区骨干

企业龙头。几年来，他们组织起 500 多

人的专班用了一年时间摸清了市直企

业国有资产的家底，通过清产核资，建

立了相应制度，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

值、增值；他们支持进入全国 500 强的

湖北化纤大搞技改，每年节约成本开支

1 000多万元，杜绝资产流失 1 000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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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使老企业重焕青春；他们动议市一

棉、襄棉、市一针、三王毛纺等纺织行业

中的佼佼者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帅而

美”公司，不仅创出了襄樊的品牌产品，

而且每年为地方财政提供利税 500 多

万元。资金是企业再生产的血液，市财

政还及时投入周转金，支持了江华、建

昌、卫东、汉丹、东力等机械厂的设备更

新，优化了产品结构，增强了企业抗风

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市财政近年

共投放周转金累计达 5 亿多元，帮助一

大批企业及时调整了经营方向，为企业

找到了更广阔的市场。经三年努力，市

直国有企业亏损额大幅度下降，亏损补

贴每年以 32% 的幅度递减，而市直工商

税收则以 25% 的比例向上激增。1997

年，市直财政收入达 5.5 亿元，市区财

政的“龙头”终于被财政人艰难地抬了

起来。
“程河的柳编五山的茶，

欧庙的麦冬璞河的鸭；

新市的苹果峡口的桔，

马集的蜗牛流水的瓜……”是襄樊

人民对富有特色的襄樊农业产业化模

式形象的表达。近年，由于财政部门的

大力扶植，襄樊市先后建立起粮食、棉

花、水果、蜗牛、茶叶、桑蚕、药杂、烟叶、

瓜菜、食用菌、香菇、柳编、水产、牲猪、

禽蛋及黄牛等 17 种集约化农业产业基

地，使襄樊 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处流

金泻银，财源滚滚而来。其中襄阳市农

业产业化已引起了境外投资者的浓厚

兴趣，香港、新加波、美国、泰国、台湾等

国家与地区的资金相继涌入。继泰国

正大集团之后，香港商人投资的福寿大

头菜、加拿大商人投资的酱品、美国商

人投资的白玉蜗牛营养品等项目相继

投产，使襄阳的农业产业化迅速向高层

次发展。其中仅大头菜一项，远销海外

后立即被外国人称为“中华一绝”。在

本地，“大头菜产业”每年解决富余劳力

就业 9 000余人，为财政提供收入达 600

多万元。难怪这一带的老百姓说：“效

益财政好处多，赶到哪里哪里活；财政

的‘荷包
，
鼓鼓胀，农家的脸上乐呵呵。”

目前，襄樊市已全部消灭财政收入

不足 100万元的“小脚乡镇”，1997 年收

入达 1 000 万元以上的乡镇有 6 个，500

万元以上的有 19 个，300万元以上的有

40个，其中襄阳县张湾镇财政收入达

3 291 万元，居全省乡镇财政收入第一。
襄樊市乡镇财源建设每年正以 1 亿元

的速度向上递增。
仙桃市财政局对效益财政建设更

是颇有心计。1996 年，仙桃市税收大户

市毛毯厂为上新项目面临资金筹措困

难，市财政局党委一班人认识到：“搞活

市直企业，帮他们渡过难关，就是效益

财政的具体体现。”当即投入 400 万元

支持该厂精毛纺项目如期投产。“投之

以桃，报之以李”。1997 年该企业完成

税收 2 000 多万元，一跃成为全市第一

纳税大户。两年来，仙桃市财政局共投

入 2 600万元周转金帮助 20 多家市直

企业走出了困境。最后这些企业也向

市财政作出了丰厚的回报。
财政效益，是开源“开”来的，也是

节流“节”来的。不做好节流效益再好

也会化为乌有。仙桃市财政局局长程

永旺有个外号叫“小抠”，很多效益，都

是他抠回来的。一个考察团赴江苏考

察，预计费用 5.8 万元，他派人前去跟

踪“服务”，大小开支一抠，抠回了 2.6

万元，实际开支 3.2 万元。1998 年市里

安排会议开支预算 79.8 万元，实际开

支 62.6万元，经他一抠，抠回了 17.2 万

元，市直单位有 73台小车需投保，保费

支出达 51.1 万元，他通过在几家保险

公司公开竞标将全部小车保险费压到

29.2 万元，这一抠，又抠回了 21.9 万

元。精打细算，使仙桃市的日子越过越

宽裕。两年该市利用各种手段、途径节

支 780 万元，将这笔钱用于搞建设和发

展社会福利，政府高兴，群众拥护。
效益型理财观和效益型财政运行

机制，不仅体现在一些块头大的地方，

也体现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小块头地方。
地处大别山南麓的浠水洗马镇，原

本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农民温饱长期难

以解决，财税征收年年叫苦叫难，而这

里的财政人憋足一股劲，偏偏在这片贫

瘠的土地兴建起“绿色工程”。这一带

产茶，但年年茶商舍近求远到外地采

购，过往车辆也偏不在这里落脚，当地

农民灰心丧气地说：“恨不得将茶棵子

连根挖起，当柴烧了。”财政所前去了

解，发觉不是这里的茶质不行，而是制

茶技术不过关。于是，他们先后组织当

地种茶人前往外地参观取经开阔眼界，

随后又投入资金 2 万元，帮助当地茶农

建起了设备较为先进的制茶厂房。经

这一鼓捣，茶的质量上去 了，效益大增，

全镇 7 个百亩以上的茶场不仅全部保

住，而且新辟茶园 2 000 亩。与此同时，

财政所还争取到世行贷款 8万元，先后

帮助这一带农民建立板栗基地 6 000

亩，柑桔基地 2 000 亩，“绿色工程”搞活

了一方财源，1997 年全镇财源建设效益

1.6亿元，比上年净增 5 000 万元；财政

收入 800 万元，比上年增长了 29% ，比

三年前翻了一番。1998 年，这个小不起

眼的财政所也和孝感、仙桃两市财政局

一样，跃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单位。
“人生能有几次辉煌？即使我们接

近不到辉煌，但使生命化作炽烈的一

闪，并融入民族无限的辉煌，也是死而

足矣！”这是流传于汉光武帝刘秀故里

枣阳市的一句格言，摘录于枣阳市财政

局局长魏学明的一 份述职报告。看来，

他的诺言实现了，1992 年该市财政收入

1.2亿元，而发展到 1997 年猛增至 3.52

亿元。五年中，全市累计上缴收入 4 亿

多元，居全省第一。
实现诺言，决不是易事。当年，枣

阳市财政的块头虽大，但大在“烟财

政”。魏学明一听别人叫他“烟财政”就

火冒三丈，但是，这是事实，他也无可奈

何！

1994年，正碰上全国财政体制改

革，“烟财政”掩盖其他财政收入“短脚”

的潜在危机愈益显露。这年隆冬的一

天夜里，魏学明夜不能寐，整夜坐在桌

边苦思冥想。人患流感，头一阵阵剧

痛，他用热毛巾敷了敷头部，继续赶写

效益财源建设方案。这情形使人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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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戏里的两句唱词：“伍子胥混昭关，一

夜急白了少年头”。然而，新方案终是

如期炮制而出，这就是枣阳人熟知的

“1155”财源建设工程。即在全市财政部

门办 100 个乡镇企业点，办 100 个多种

经营点，建 50 个村级财源点和 50 个个

体经营点。全市 320 名财政干部迅速

投入这场声势浩大的办点工程中，一时

间把枣阳乡村闹得红红火火，处处新风

得意春潮涨。
为确保财政投入产生实效，魏学明

还倡导开展了财政支农双向承诺服务

活动，即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双方作出服务和兑现承诺，财政部门负

责提供资金、管理、信息服务，受援方负

责资金合理使用，按期还款，确保税收

上缴。1997年全市财政部门拿出资金

6 500 万元投入 457 个受援单位和个

人，双方共兑现承诺条款 2 680 多条。
受援单位与个人实现产值 29.1 亿元，

创利税 2.73 亿元，入库税金 2 682 万

元。
目前，枣阳市已形成烟叶、水果、粮

棉、茶叶、红麻、首饰、水产、药材和桑蚕

九大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财源格局，

1997 年“九大一 体化”入库财政收入占

全市财政收入的 85% ，“烟财政”的风险

被彻底化解。
宜昌市有个著名的“金山工程”。

这项工程正是宜昌市财政局以效益财

政建设为前提，以财政支农为手段，以

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科学地运

用财政政策、财政资金，重点支持科技

含量高、综合效益好、辐射范围广的农

业项目。1998 年宜昌市财政局纳入“金

山工程”实施范围的项目共有 19 个，涉

及 11 个县市区，其中组建农产品市场 3

个，建立科研示范基地 2 个，社会化服

务组织 5 个，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4 个，

精品名牌产品生产基地 5 个，形成了农

林牧副渔各业立体开发，相得益彰的新

格局。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曾

先后到当阳市凤凰山木果场、枝江七里

台大蒜基地、宜昌市长江水产市场等

“金山工程”项目区进行调研，盛赞“金

山工程”是效益财政建设的创新之举，

有效之举。据宜昌市财政局负责人介

绍，实施金山工程好处就在于培植了骨

干财源，增加了农民收入，扶植了精品

名牌，提高了科技含量，搞活了农村市

场；预计项目完全建成后可年创产值 50

亿元，实现利润 4 亿元，增创税收 6 亿

元，可使全市财政收入增长 30% 。
如今，谈到湖北的财政状况，湖北

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心里自有一本

账。尽管由于地区的差别和历史条件

的制约，还不能与全国先进省市相比，

但毕竟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其根据有三：一是全省财政收入摆

脱了低速增长区，呈现出高速增长势

头。1993 年全省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大

关用了 44 年时间，而 1996 年突破 200

亿大关只用了三年时间。1998 年全省

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灾，但由于财政抗

风险能力加强，全年仍实现财政收入

290.1 亿元，突破了规划线。
二是全省财政经济实力上了一个

新台阶。全省财政收入亿元县（市）由

1992 年的 7 个增加到了 1997 年的 40

个；全省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扭转了

下滑趋势，实现了财政收入与 GDP同步

增长。
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突破

性进展，财政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自

1995 年以来，全省连续三年实现当年收

支平衡，并消化掉部分老赤字。
对此，厅长童道友深有感触地说：

“实施效益财政建设以来，湖北省委、省

政府带头更新观念，全省各级党委、政

府更加重视和支持财政工作，从而在全

省形成较好的财政工作氛围，使效益财

政得以有效实施，这是我们取得较大成

就的重要前提。”

（作者单位：湖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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