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深入，对各项奖励办法不断补充和完

善。1996 年，安徽省对 1993 年出台的三

个奖励办法进行了适当调整，使激励机

制更加规范，透明度更高。从安徽省的

实践看，以奖代补的办法，确实取得了积

极的效果，是财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

一个重要因素。

四、“扶优扶强”效应

扶持财源建设，首先要有投入，有了

投入还要看选择什么样的扶持对象。第

一阶段财源建设，安徽省选择的扶持对

象主要以困难县为主，这些县经济基础

和自然条件都比较差，管理水平比较低，

自身造血能力弱，加上扶持资金最多只

有 200 万元，结果扶持效益不明显。第

二阶段财源建设就总结了第一阶段的教

训，增加扶持资金，平均每个县 1 000 万

元，扶持对象主要选择一些条件较好、潜

力较大、发展较快的县，结果被扶持县全

部完成和超额完成与省签定的收入目

标。扶优扶强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好的

效益，让一部分县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起来，再来带动和扶持发展较慢的县。

五、资金引导效应

财政周转金是进行财源建设的主要

手段，但财政周转金数量毕竟有限，特别

是财政周转金管理办法下达后，总规模

受到控制，周转金数量更加有限，在财源

建设中只能是起“药引子”的作用。安徽

省借给每 个 县的 财源扶持资金只有

1 000万元，借给第二轮扶持县和省辖市

的财源扶持资金也只有 2000万元和

3 000万元，光靠这点资金搞财源建设显

然是远远不够的。各市县普遍采取了预

算内安排、预算外筹集、银行配套、企业

自筹、吸引外地或境外资金等办法，依托

财政周转金，凝聚和引导更多的社会资

金进行财源建设。如 1996 年第二轮扶

持的4个县，省财政共借给扶持资金

8 000万元，而地方配套的资金就达 3.22

亿元。再如芜湖市，省财政借给 3 000万

元扶持资金，银行共拿出配套资金 1.2

亿元。
（责任编辑  何杰平）

财源建设

实施财政牵动战略  

财源建设喜结硕果
——铁岭市开展县乡财源建设综述

本刊记者  ★李颖★

铁岭，辽北重要的粮食产地，世代以

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财政收入一直

徘徊在辽宁省的最后几位，县乡财政更

是举步维艰。面对这种情况，铁岭人没

有退缩，没有等待，积极探索，将经济工

作特别是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心和着眼点

放在了狠抓财源建设上，树立了以财政

为龙头牵动经济发展的大财政思路，以

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加财政收入

为目标，优化财源结构，培植和壮大地方

财源，狠抓增收节支，使全市县乡财源建

设取得了较大成绩，财政状况明显好转。
1996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5.3 亿

元，为年度预算的 144.9% ，比上年增长

40.4% ；县级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3.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44.7% ；乡镇级地方财政

收入实现 1 亿多元，比上年增长 71.6% ，

县 乡财政收入增幅在全省名列前茅。
铁岭的实践表明，在农业为主、县乡

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加强县乡 财源建设

是扭转财政困难局面的重要途径和根本

性措施。加强县乡财源建设，有效地促

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壮大了县乡

财政的整体实力，大大缓解了财政收支

紧张的状况，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建

设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那么，铁岭人是怎样走出了一条具

有特色的富民富县发展之路呢？

一、确定财政牵动经济发展战略，积

极开展县乡财源建设。面对分税制后县

乡财政仍然困难的被动局面，铁岭人紧

紧抓住财源建设这个牛鼻子，提出了树

立大财政思想和效益型财政观念，以增

加财政收入为目标，适应市场经济和分

税制财政体制要求，做到科学生财、聚

财、用财，保证刚性支出，支持各项事业

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尽

早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的基本思路；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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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狠抓财政收入，优化财源结构，大力发

展“两高一 优”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

程，支持县乡工业，加速发展个体私营经

济和第三产业，努力培植扩大地方财源

体系，强化税收征管，加强财政收入征

收，调整支出结构，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

支的财源建设指导思想。这个基本思路

和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以财政为龙

头牵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工作的重心

和着眼点尽快转移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上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在财政连“保吃饭”都很困难的背景下，

提出这一发展战略，充分显示了铁岭人

的胆识。
二、制定财源建设规划目标和考核

奖励办法，引入竞争机制，调动各县乡抓

财源建设的积极性。经过反复测算，铁

岭市确定了“九五”期间财政收入必保目

标和奋斗目标，对县确定了“亿元县”目

标、减补目标，对乡镇确定了地方财政收

入“达标进档”三年翻番目标，并制定了

亿元县奖励、减补目标奖励、县级财政收

入奖励、乡镇级财政收入奖励、十佳乡镇

奖励、达标进档奖励、上划中央收入奖励

等相应的奖励办法和标准。同时制定了

严密的考核验收制度，各县（市）区及各

乡镇的考核均以 年度决算数、银行金库

对帐单等有效凭证为依据，由乡镇申报、

县（市）区财政部门考核，市财政部门验

收，报市政府批准，保证收入的真实、可

靠，奖励制度的公平、合理、客观。1996

年全市 110 个乡镇中有 84 个乡镇财政

收入年均递增率超过市里确定的奖励目

标数 26% ，有 6个乡镇实现一年翻一番，

达标进档率为 76.4% ，全市财政减补

908万元。不久前铁岭市召开了 1996 年

度县乡财源建设表彰大会，兑现奖励资

金 2 300 万元，用以奖励 1996 年度财源

建设先进单位。
三、领导重视，精心组织，变部门行

为为政府行为。财政牵动经济发展战

略，在铁岭上下掀起了狠抓财源建设的

热潮。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从经济发展

的全局高度来抓财源建设，亲自过问，亲

自下基层检查指导，督促财源建设工作。
一些县乡还召开了动员大会，成立了财

源建设工作组，具体组织协调和指导财

源建设工作。全市各级形成了党政领导

亲自抓，财税部门具体抓，部门之间配合

抓的齐抓共管局面，使财源建设工作由

过去的财政部门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
如一些乡镇制定了财源建设目标责任

制，由乡镇领导每人包一户企业、一个

村，将财政收入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

人，一包到底，实行有奖有罚的激励机

制。由于各地动真招，使真劲，抓得实，

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合力，使得全

市县乡财源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

局面。

四、因地制宜，找准突破口，县乡财

源建设全面开花结果。财源的选择就是

优势的选择，如何立足自身资源、人力、

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选准项目，找准突破口，科学合理地

制定规划，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财源结构

体系，这是财源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
各县乡根据市里的规划目标，从本地实

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调整经济发展思路，

努力将自己的资源优势、经济优势转化

为财源优势。有的地方侧重发展“两高

一优”农业，不断巩固和壮大基础财源，

如昌图县、西丰县、开原市狠抓了烤烟生

产，使 38 个乡镇财政收入达标进档，铁

岭县、铁法市、清河区积极发展蔬菜大

棚、肉牛、肉鸡、葡萄生产等，增加了农业

特产税，使财政增收；有的地方加强对现

有企业挖潜改造，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财

政收入，如昌图县毛家店镇先后两次对

镇办企业糠醛厂进行改造，投入资金

150万元，使其形成 2 500 吨生产能力，

1996 年实现利税 1 016 万元，缴纳所得

税 234万元，增值税 188 万元，上缴利润

近 200万元；有的地方适应分税制体制

新特点，培植新兴财源，如铁法市铁法镇

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财源建设的重

要突破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地方

财源，1996 年全镇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税

收 240 万元，占全镇财政收入的 54% ，实

现了一年翻番进档。总之，各县乡结合

各自的县情、乡情，因地制宜，使财源建

设蓬勃发展，县乡财政状况基本好转，经

济实力普遍增强。
五、加强资金管理，多渠道筹措资

金，全面支持县乡经济发展。发展生产、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是培植财源的

长远之计，而加强资金管理、大力组织财

政收入、从严控制支出同样也是改变财

政困难状况的现实途径。去年以来，铁

岭各县乡在狠抓财源建设的同时，狠抓

增收节支，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坚持预算内外一起抓，将预算外资

金纳入财政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保证

和缓解了本地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资

金需求。在支出管理上，树立过紧日子

思想，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市委、

市政府带头从严控制支出，集中资金保

重点。到去年底，各乡镇教师、机关干部

的工资基本上得到兑现，当年全市各县

（市）区都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财政部

门还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

入，市县乡三级财政共筹集资金近 1 .6

亿元，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全市

夺取粮食大丰收，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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