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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效益财政之路

马正跃  姜光剑

财政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经济

发展的效益最终体现在财政收入上。近

几年来，我们枣阳市财政局以效益财政

建设为中心，强化财政职能，积极参与全

市 经济建设，取得了财政收入与市域经

济同步发展的突出成绩。1996 年实现财

政收入 31 092 万元（含省级收入 1 572

万元），增收 8 783 万元，增长 42.3% ，增

收绝对额名列襄樊市第一，全省第五，近

4 年上交财政 3.37 亿元，名列全省各县

（市）之首。枣阳效益财政建设走的是一

条改革促效益、发展生效益、管理出效益

的路子。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机制

好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动

力之源。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运行机制

就等于牵住了财政经济建设的 “牛鼻

子”。因此，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我们不

断摸索新路子，建立了“三大机制”：

一是调整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导向

机制。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是引导各地

精心理财，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

关键。分税制后，我们对财政体制进行

了两次大调整。一次是在 1994 年，将沿

袭多年的包干财政体制调整为“定收入、

定支出、定额上交、定项上划、定比例结

算，留有积极性”的五定一留财政管理体

制。这一体制对新老体制的顺利接轨起

了桥梁和纽带作用，然而随着分税制的

深入，其弊端也日渐突出。为进一步理

顺市乡两级财政分配关系，真正实现一

级政府一级财政，充分调动乡镇发展经

济、培植财源的主动性，我们在 1996 年

初对财政体制进行了再次调整完善，实

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上交递增，补贴

递减，完成基数保既得，超收分成按税

种，短收自负扣返还，一定三年不变”的

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新体制的实施，一

方面，完全符合中央分税制财政政策；另

一方面，使市财政集中更大的精力发展

市直工业经济，同时把增收大头留给乡

镇，使乡镇感到有甜头，有劲头，有奔头，

有盼头，促进了财源建设。1996 年乡镇

财政收入实现 8 875 万元，占全市总收

入的 30% ，比上年增长 64.2%。
二是签订财政收入责任状，建立风

险机制。近几年，我市一直坚持市政府与

各乡镇签订财政工作目标责任状，将财

政收入、预算外资金管理作为地方主要

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经济指标，实行严

格的“一票否决制”。对全面完成任务的，

按市政府规定的细则予以奖励；对没能

完成预期目标的乡镇，除扣有关人员

50% 的风险金外，另从该乡镇收入留成

部分或包干经费中抵扣上交市财政。与

此同时，乡镇与村组，财政局与财政所，

财政所与专管员也都分别签订了类似的

目标责任状，层层分解，层层落实，从而

形成“千斤重担大家挑，个个身上有指

标”的良好氛围，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

极性。乡镇连续四年实现了财政收入按

时完成，足额完成。
三是开展财政收入晋档活动，建立

激励机制。为了鼓励乡镇广辟财源渠道，

增加财政收入，我市在“九五”期间开展

财政收入分类晋档上台阶活动，以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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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乡镇收入为基数实现收入级次上的晋

档跨级，年底对达到晋档目标的乡镇政

府及乡镇财政所分别予以奖励。同时，

对超额完成市下达任务的，市政府按超

收留归乡镇收入数的 10% 奖给乡镇。另

外，还配套了烟叶税从 1996 年起到

1998 年止，收多少留多少等 5 条措施。
这些激励措施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各

地培植财源、增加收入的积极性。1996

年，25 个乡镇全部跨档，其中跨一档的

有 19 个乡镇，跨两档的有 6 个乡镇，实

现了跨档数量和增收绝对额双超历史，
乡镇财政收入增幅位居襄樊市第一位。
“年初说的话，年底不变卦”。1996 年底，

通过严格考核，市委、市政府共拿出 190

万元兑现奖励晋档的单位和个人。
二、培植坚实雄厚的财源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能出效益。
针对分税制给枣阳财政带来的挑战与机

遇，我们从强化财政职能，提供优质服务

入手，从三个方面挖掘增收潜力，大力培

植财源，驱动了全市经济车轮滚滚向前。
1.工业财源实行“三个转向”。一是

在财源结构上，由单一型转向多元型，走

扩展骨干企业之路。过去，我市财政是

个典型的“烟财政”，分税制前，烟厂提供

税收一直在 70% 左右，税源结构单一；

分税制后，在稳定这一支柱财源，为国家

多做贡献的同时，我们按照国家产业政

策，从地方实际出发，先后投入 1 200 万

元，对市化学工业总公司等 11 家企业进

行重点扶持，促其上规模、出精品、创名

牌。1996 年，这些新培植起来的骨干企

业提供财政收入达 800 万元。二是在经

济增长方式上，由粗放型转向效益型，走

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为支持市直工业

开展技术改造，我们采取“三位一体，分

行竞揽”的方式，对技改项目建设资金采

取财政、银行、企业三家按比例共抬的办

法，加大技改投入。1995、1996 两年对我

市 3.5 万吨啤酒、万吨酒精、8 000 立方

米刨花板及 46 万平方米麻地毯等“四大

配套”工程项目，财政共投入了 1 230 万

元，粘合吸引银行、企业投入 3 600 万

元，四个项目逐渐配套完善，提高了生产

能力，年增加税利 1 200 万元。三是在资

源配置上，由死资产转向活财富，走提高

资本营运效益之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

是搞活国有经济的关键。我们在做好资

产评估、产权界定、企业财务管理等基础

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全市小企业改革，

通过划股出售、破产重组、租赁经营、债

务转移等形式，使资产流动起来。近两

年，国有资产由劣势企业向优势企业流

动达 1.73 亿元，大大提高了国有资本营

运效益。
2.农业财源实行“三大工程”。一是

支农办点工程。1994 年，我们在财政系

统开展“1 155”支农办点活动，即办 100

个乡镇企业点，100 个多种经营点，500

个私营大户点，50 个村级财源建设点。
市乡财政干部人人办点，积极为联系点

筹措资金、传授技术、提供信息、加强管

理，联系点产值比上年增长 30% ，提供

税收增长 30% ，农民人平增收 300 元。
1997 年我们又在总结办点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加大服务力度，突破原有支农

方式，开展了财政支农双向承诺服务活

动。截至 8月底，财政部门已与 418个

单位、个人签订双向承诺服务协议，兑现

承诺条款 860 项，兑现承诺资金 2 000

多万元，实现产值 17.4 亿元，入库税金

1 020 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31.5% 和

32.3%。二是争创“特产大镇”工程。我们

结合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特产大市的

目标，积极支持各乡镇创“特产大镇”活

动，引导各乡镇依据优势， 因地制宜，

突出一业，重点发展。1996 年，全市实

现多种经营产值 14.6 亿元，入库特产税

1 464 万元。三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

工程。在发展大基地上，先后投资 1 800

万元，营建啤酒大麦、黄红麻等工业材料

基地 10 个，建成 30 万亩水果、8 万头黄

牛出栏等多种经营特色基地 7 个；在培

植大龙头上，投资 400 万元，扶持组建了

水果、茶叶等 10 多个大型企业集团；在

建设大市场上，先后扶持建立了 5 个综

合贸易市场和 30 多个乡镇集贸市场，加

快了流通，促进了发展。1996 年，全市来

自农业产业化的产值 80 亿元，创财政收

入 2.5 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 81%。
3.替代财源把握“三个方面”。我们

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服务社会为

目的，在全市相继开展了商业服务、包装

印刷等一系列替代财源建设。1996 年，

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共兴办经济实体达

116 个，从业人员达 580 人，弥补事业费

520 万元。一是分流人员，缓解财政压

力。一方面将有一定稳定性收入和自立

能力的单位从财政供养范围内划出；另

一方面，鼓励单位兴办实体，分流人员，

减轻财政负担。二是以点带面，扶持单位

创收。我们挑选市教育建筑公司和南城

广播站两个单位进行创收试点，带动和

促进其他单位抓创收。目前，全市行政事

业单位通过办实体创收项目由 480 种增

加到近千种，纯收入过 30 万元的单位达

15 个。三是加强管理，增强发展后劲。我

们对各创收单位的费用开支，核定支出

定额，严禁花光、用光、分光。对结余资

金，拿出 60% ，建立事业发展基金，增强

单位“造血”功能，走自我滚动发展之路。
三、强化规范的管理

近几年，我们充分发挥财政的杠杆

职能作用，不断加大财政管理力度，为地

方经济建设注入了活力。实际工作中，我

们注重“三个强化”：

1.强化综合财政预算管理。近年

来，我们以 规范财政分配秩序，实现

“三个还权”为目标，建立了 “五大体

系”，即大员上阵的组织保证体系，内

外结合的综合平衡体系，强化职责的目

标考核体系，严格约束的多层监督体

系，集中财力的政府调控体系，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6 年，

全市专户管理预算外资金 1.8 亿元，抵

顶支出和征收政府调节基金 2 390 万

元，循环调剂用于支工支农资金 4 000

多万元，对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
2.强化财政预算支出管理。在大力

组织财政收入的同时，我们把适度从紧

的财政政策贯穿于财政工作的始末，采

取了“四控”的办法，遏制人、车、会、电话

等重点支出的过快增长。两年来，共节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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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经费 1 200 多万元。一控人员。结合

机构改革，全面清理人员编制，规范了财

政供给范围，严控工资性支出增长。去

年，共审掉不符合条件的新增人员 180

多人，减少预算支出 320 万元。二控车

辆。采取“批前调查，批时审查，批后建

卡”的措施，做到严把申请关，堵住源头；

严把审批关，控制势头；严把监督关，刹

住风头。1996 年，共压缩行政事业单位

社控购置达 112 万元。三控会议费。对由

财政负担的会议费实行“总额控制，限额

包干，分类管理，跟踪监督”的办法，凡超

过开支标准和范围的，财政一律不予报

销，全市 1996 年会议费支出下降 18%。
四控电话。对机关公用电话费实行定额

包干、超支不补的办法，对公费安装的住

宅电话实行“定对象安装，经费包干，结

算归己，超支自付”的办法，抑制了公用

电话费的过快增长。按照这个办法，1996

年，我市仅政府机关大院就节减电话费

13.6 万元。
3.强化财政周转金管理。为发挥财

政周转金服务经济建设的整体效益，我

们规范周转金管理，发挥了周转金的

“酵母” 作用。1996 年，共投放各级各

类财政周转金 3 000 多万元，并且当年

投放，当年见效，当年回收。在投放过

程中，实行风险抵押制，严把投放关。

对经办方实行主管部门预算担保，促其

完善项目考察，评估论证。对受益方，

实行风险抵押，根据借款数额的多少，

按比例一次性预交风险金，存入财政专

户。实行跟踪问效制，严把管理关。周

转金发放后，进行经常性检查，防止周

转金改变用途方向，避免沉淀。实行目

标责任制，严把回收关。根据谁投放谁

回收的原则，严格按合同规定到期回

收。对逾期不能完成任务的单位，次年

不再投放，逾期不还的一律从财政包干

经费或其他专项资金中扣抵。自 1994

年以来，我们投放的周转金回收实现了

当年投放当年结零，历年拖欠比例结

零，归还省、市财政结零，乡镇对市财

政结零。
（作者单位：湖北省枣阳市财政局）

县乡财政 栏目主持：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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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与地县财政由于所依赖

的经济基础和行政管理体制不同，因而

其财政管理体制模式不能照搬照套。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结合分税制要求，以充分调动乡

镇理财积极性为前提，以理顺县乡财政

分配关系为内容，以增强活力、自求平

衡、自我壮大为目标，按“保证吃饭、兼

顾建设”的原则，对乡镇收入水平与支

出需求进行技术测算和重新评价，合理

划分乡镇主体税种，从而完善乡镇财政

管理体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理财经纬
	走效益财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