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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潜江，映入眼帘的是园中有

城、城中有园的生态城市格局，让人驻

足留首，流连忘返，可谁也不会想到过

去她曾是湖北省有名的“水袋子”、“穷

窝子”、“血吸虫窝子”。自 1988 年撤县

建市以来，城市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

绩：1993 年 11 月被国家 7 部委评选为

全国明星县市；1993 年以来，连续 5 年

进入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市”行

列；1997 年，省委、省政府授予潜江“小

康县市”称号。市委书记张卫东感慨地

说：“潜江能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狠抓

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城市每一条

公路的延伸无不以 财政作为前进的重

心，每一盏路灯无不折射出财政部门的

智慧之光，每一滴自来水无不流淌着财

政工作者的汗水”。
城建投资，财政唱主角

1988 年，新组建成立的潜江市委、

市政府决定以老城区园林为依托，以 30

里化工长廊为主干线，以广华、泽口两

个新城区为支点兴建品字形的园林式

生态城市。如此规模的城市建设目标，

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实现，需要的巨额资

金从何而来？市委、市政府决定充分运

用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较好地发挥财

政信用的主渠道作用，推动城市建设的

发展，用完善的城市功能推动经济的发

展。据此，自 1988 年以来，全市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达 25 亿元，其中财

政直接筹措的资金超过 5亿元。

交通方面，投资 3.7 亿元，新建改

造公路850公里，使全市公路里程达

1 470 公里，最偏远的乡镇上宜黄高速

公路也只需 40 分钟，改变了建市前公

路标准低、乡村不通公路的落后状况。
依傍汉江的泽口、红旗码头，依傍总干渠

的张金码头港口年吞吐能力由 1987 年

的 50万吨上升到 300万吨。投资 6 000

万元对城区主次干道及其配套工程进

行了新建和改造，新建道路总面积 24

万平方米，使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由 1987

年的 5.2平方米增加到 11.3平方米，人

行道铺装率达到 90% ；修建下水道 20

多公里，使城区下水道配套率达到每平

方公里 5.6公里；投资 3 340 万元兴建

的东荆河三桥、广泽大道把园林（老城

区）、广华、泽口三个城区连结成有机整

体。
水电方面，投资 2 400万元，新建和

完善了水厂 3.5万吨/日供水工程，完成

35KV 供电配套工程，输水能力 8 万吨/

日的输水管道工程，日供能力 2 万吨的

第二水厂等，使城区供水能力由 1987 年

的 3 万吨/日上升到 10 万吨/日，城区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 。此外，还有完

全由企业投资 10.9 亿元兴建的幸福

220KV 输变电站和 15 万千瓦的幸福电

厂等。
城市公交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拍

卖路牌冠名权等形式，筹措资金 1.1 亿

元，发展公交线路 8 条，建公汽站点 150

个，新建候车棚 60 个，营运里程达 50 多

公里。
邮电通讯方面，投资 1.8 亿元，新

增交换机 7.9 万门，总容量达到 9.2 万

门；长话线路达到 1 800 条，农话光缆

350 公里，数模移动电话机站 11 个共

406个信道，无线寻呼机站 3 个共 4 个

频点。开通了彩色会议电视系统和“江

汉热线”潜江信息港，成立了联合国信

息技术促进系统业务部。

路通、水通、电通、信息通，这只是

一个城市的基础，除此之外还得有形

象。为突出“水乡园林”特色，1994 年投

资 300 万元，新建日处理 100多吨的垃

圾处理场，目前正在兴建垃圾中转站，

推行垃圾袋装化；1995 年投资 500 多万

元，对园林城区“南门河”进行彻底整

治，将昔日的臭水坑，变成了今天的城

中游园；1996 年投资 600 万元，用于路

灯建设；投资 1 000多万元，建成了一批

街心花园、公共绿地、街道绿岛、城市绿

带、庭院绿园等多层次的园林绿化体

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34.5% ，绿地率

32% 。

让每一分钱发挥效益，

财政责无旁贷

城市建设涉及到财政、建设、交通、

邮电等各个部门，关系理不顺，各自的

职责不明确，工作就很难开展，管理容

易出漏洞。1988 年建市伊始，市政府明

确要求财政部门在管理上负责资金到

位、工程预决算编制和审查以及资金跟

踪问效等工作。项目部门负责项目具

体实施工作，包括项目设计、质量监督、

工程人员管理等工作，项目业主由财

政、招投标办、项目建设单位共同确定。
在具体工作中，财政部门坚持“三

制”，把好“三关”，加强项目质量监督与

城建资金的管理。“三制”，即项目法人

负责制、质量监理制、招标投标制，“三

关”即预算关、资金拨付关、决算审批

关。1997 年的 17 个城建项目，财政部

门通过预算审减 140 万元，约占财政性

投资的 10% ，审减盲目建设、重复建设

项目2个；通过决算审减资金 3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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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节约资金全部用于辅助工程建设。在加强财政性建设资金

管理的同时，财政部门还对其它投资项目进行审计。1994 年以

来，共审计 50万元以上项目 34个，查处违纪金额 1 380万元，查

处违纪责任人员 14 人，其中科局级以上干部 6 人，并移交纪检、

司法部门处理。有效的财政监督，不仅优化了投资结构，提高了

投资效益，保证了工程质量，而且净 化了社会环境，树立了潜江

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形象。
“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财政日子才好过

1998年 9月 22日，台湾彩虹农业开发集团与潜江市政府首

次达成的 4 个合作项目签约，项目总投资达 6 400多万元，全部

为外方独资经营。这仅仅是近两年来潜江市招商引资成功一

例。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潜江市致力于建设环境优

美、功能齐全、风尚良好、生活方便的城市硬环境。在泽口经济

技术开发区辟出 2 000亩荒滩、盐碱地作为外商投资园区；通过

实施居民小区工程，腾出繁华地段开辟专业市场，先后兴建了投

资 6 000万元的江汉大市场、2 000万元的建材装饰市场、500万

元的龙湾水产品市场、700万元的老新畜禽市场等等。同时，制

定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各职能部门普遍实行了社会服

务承诺制，创造优良的投资软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得海内

外客商纷至沓来。全市共引进项目 297 个，其中投资千万元以

上的项目 33个，协议引进资金 19.8亿元，到位资金 3.64亿元。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城市环境，带动潜江经济快速发

展，也使潜江财政有了稳固可靠的收入来源。到目前，全市企业

改制面达 70% ，盘活存量资产 3.86亿元。如今，幸福、环保、制

药、园林青等大集团的组建，已带活了全市 76 家企业。自营出

口企业已达 17 家。改制的企业生产经营秩序井然，经济效益显

著提高，1997 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 140.8亿元，实现利税 3.2

亿元。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 172 亿元，实现利税 3.1 亿元。个

体私营经济也向高水平、大规模方向发展。到目前，个体经营户

达 32 921 户，从业人员 59 418人，注册资金 25 541 万元；私营企

业 670 家，从业人员 21 877人，注册资金 36 215万元。1997年个

体私营经济上缴税收 2 444 万元，占全市工商税收总额的 12% 。
建市以来，潜江市财政收入每年以两位数增幅增长，1997

年实现 3.28 亿元，按同口径比，是 1987 年的 4.7 倍。建市以来

的 10 年，潜江市财政年年实现收支平衡，确保了工资发放和各

项增资政策的兑现，并且能够每年在预算内安排 1 500—2 000

万元用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局长邓绍海深有感触地说：

“没有财政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潜江市；反过来，没有强劲的基

础设施作保障，就没有经济的飞跃发展，也不会有今天的潜江财

政”。
财政支持城市建设没有休止符，只有栽好“梧桐树”，才能引

来“金凤凰”。
（作者单位：湖北省潜江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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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年终结算的主要事项

按照我国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规定，在预算执行

过程中，需要在上级财政和下级财政之间进行年终单

独结算的事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管理体制的结算。指原财政管理体制确定

的对补助地区的“体制补助”以及上解地区的“体制上

解”等。按照国务院规定，我国从 1994 年起实行“分税

制”财政管理体制，其税收返还收入需要按预算实际执

行结果，计算“两税”实际入库数并在年终结算，结清账

务。此外还有转移支付的结算等等。
2.不列入财政收支包干基数的事项需要在年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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