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抓县乡工业发展的同时，县委、县

政府努力抓好农业经济，实施了以增粮、

重牧、兴果为主的农业结构大调整，积极

推进贸工农一体化，千方百计帮助农民

适应市场经济，治贫致富。为推动专业

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扶持建立了肉牛、

生猪、蛋鸡、羊、苹果、仰韶杏、牛心柿和

花椒等 8 大商品基地，并扶持组建了仰

韶畜禽集团公司、张村禽业集团公司、果

品开发集团公司。这些措施的实施，有

效地推动了农户与市场的对接，提高了

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和商品率，加快了广

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并为全县经济

和财政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自强不息的渑池人又开始了

新一轮财源建设高潮，一批大的财源建

设项目如大型浮法玻璃生产线、大型水

泥生产线、火电厂扩建、仰韶酒厂 4 万吨

灌装生产线等将在“九五”期间陆续建成

投产，并将产生更可观的经济效益。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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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湖南省资兴市对乡镇财政

预算体制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实行

了分税制乡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新体

制运行三年，较好地调动了乡镇培植地

方财源，狠抓收入征管，强化财政资金管

理的积极性，同时也规范了市对贫困乡

镇的扶持，体制效果良好。其主要作法

可概括为两句话：遵循五项原则，改革五

项制度。
资兴市对乡镇实行分税体制时，按

照“适应分税制、完善财政体制，促进财

源建设与财政管理，增强乡镇财政职能”

的总体指导思想，遵循五项原则，即有利

于财权、事权、政权相统一；有利于增强

市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调动乡镇

理财积极性和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零

散税收增长；有利于调动乡镇培植地方

财源积极性，促进财源结构调整；有利于

乡级政权和社会事业协调稳定发展，从

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改过去超收分成、收支不挂钩体制为

分税制体制，实行收支挂钩。资兴市分

税制体制基本内容可用四句话概括：确

定事权定支出，划分税种定收入，财源建

设定比例，体制一定三年。1、确定事权

定支出。根据乡镇政府事权，确定乡镇

财政支出范围和支出基数。乡级政府正

常运转需要的人员经费和公务、业务经

费由市财政按适度从紧的原则统一 预

算，以保证履行乡级政府职能的必要支

出。根据现行乡属机构人事管理情况，

第一步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支出、教育支

出、文化支出、卫生支出、计生支出、国土

管理支出、乡财政支出、经营管理支出、

农技支出、广播事业支出、水利员经费，

使乡镇人员基本工资能在完成基本收入

任务后有一定程度保证，以确保乡镇干

部职工思想稳定。针对部分乡镇财政基

础薄弱的情况，市财政把教育人员支出

列入乡镇支出范围，但实行每月按进度

“专款”下拨到乡财政。第二步逐步理顺

关系，将在乡镇的公检法司、林业、社会

抚恤与救济、工商等下属机构的支出下

放到乡镇财政。2、划分税种定收入。在

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根据税制改革后的

税种结构划分乡级税收范围，再据此确

定乡级收入基数。3、财源建设定比例。
根据维护乡镇既得利益的支出需要和财

源建设及结构调整需要确定各税种分成

比例。（1）把市政府鼓励发展的产业和

有利于地方财源建设，特别是高效农业

和适宜乡镇征管、零散但潜力较大的税

种划为乡级固定收入。主要有：乡镇企

业、村级经济组织及其个体、私营经济交

纳的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契税、遗产赠

与税、原木原竹以外的果茶、水产等农业

特产税、土地使用税、所得税、房产税和

乡属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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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便于市财政集中财力进行调控的

主要税种划分为市乡共享收入。主要

有：屠宰税，原木原竹农业特产税，农业

税，乡镇企业、供销社、木材站、个体工商

户交纳的增值税 25% 部分及营业税、城

建税、国有土地出让金、耕地占用税、资

源税。对共享收入的分成比例，根据各

乡镇的事权大小、经济环境、增长潜力、

综合财力状况、市政府产业政策及本级

财源建设需要等因素分别确定。
二改过去所有税款全额上解为核定

上解。为探索解决目前乡镇因无国库而

资金上解下拨周转慢，收入状况对支出

影响不直接、不灵敏的问题，资兴市将农

业税、特产税这两个稳定增长又由乡财

政直接征收的税种，作为预抵财政拨款

的收入。由于这“两税”属季节性收入，

因此，在征收淡季（一般是 1—6 月份），

按支出基数计算的各月所需正常经费仍

由市财政调度资金解决。在征收旺季

（7—12 月份），其征收的农业税和特产

税收入在核定的预抵数额范围内用以预

抵财政应下拨支出款。对这两项税收收

入大于 7—12 月份所需拨款的乡镇，将

预抵下拨款后的多余收入上缴市财政；

对两项税收少于 7—12 月份需拨资金

的，除将两项税收收入全部抵作市财政

拨款外，还根据收支进度，按月下拨缺少

的部分资金。实行“预抵拨款”办法后，

市财政只需掌握收支进度，年终再与乡

镇进行收、拨款结算，这一改革加快了两

税收入入库进度，缩短了资金上解下拨

的路途时间，提高 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益。
三改“固定式”补助为“浮动式”补

助，实行了“以奖代补”的财政补助办法。
为帮助贫困乡镇尽快实现财政脱贫，增

强自身生财能力，资兴市把以前对乡镇

财政困难补助改“固定式”为“浮动式”的

“以奖代补”的办法，以调动贫困乡镇狠

抓财源建设和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具体

办法是：根据乡镇贫困状况确定财政补

贴基数，并与收入目标挂钩，考核时视各

乡镇财政收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按一

定比例浮动补贴（奖励），对完成财政收

入目标任务的乡镇，按基数补助，对超额

完成财政收入目标任务的乡镇，按超收

比例上浮补助，对未完成财政收入目标

任务的乡镇，按短收比例减少补助。
四改过去市里单方面下达财政工作

任务为双方签订财政工作目标责任制，

实行一票否决权制。为了改进和加强乡

镇财政工作，实现增收节支，确保收支平

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市委、

市政府名义制定了“财政工作目标责任

制”和“财政工作一票否决权制”办法，对

完不成财政工作目标的乡镇主要领导和

财政、税务所长，在评先评优、晋级提拔

时实行一票否决，对完成目标任务的给

予奖励，对完成奋斗目标任务的给予重

奖，从而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和财税干

部齐抓共管财税工作的积极性。
五改过去由市政府统一实行对税务

部门考核为市乡两级分别考核。对税务

征收机关组织的乡镇工商各税，各乡镇

人民政府直接对乡镇税务征收机关进行

考核，市级只考核税务部门征收的市级

收入，不包含乡镇税收。乡镇给税务部

门的考核，由市里制定统一内容、统一标

准、统一模式的考核办法。
分税制乡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实

行，给资兴市财政带来了五大效应：

一是收入大幅度增长。1993 年全市

乡镇财政各项收入只有 2 091 万元，到

1 996 年 完 成 40 62万 元 ，年 均 增 长

24.8% ，超过乡镇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前

任何一年。1993 年农业特产税是 212 万

元，到 1996 年达 702 万元，年均增长达

49% 。过去乡镇财政收入历来少于市财

政对乡镇的拨款数，1994 年在工资改革

引起巨额增支的情况下，却首次实现了

乡镇税收多于市财政对乡镇的拨款。全

市乡镇财政从“补贴型”财政变成了“贡

献型”财政。
二是小税逐步变成大税。过去，一

些小税种如契税、车船税、水果水产特产

税等征收一直不理想，至 1993 年，总收

入才 30.8万元。究其原因，不是这些税

种税源少，而是零星分散，征管难度大，

乡镇留成不多，而征管精力与成本都较

大，征管的积极性不高，致使税收流失严

重。实行分税制后，这些税收全部成了

乡镇固定收入，极大地调动了乡镇抓这

些小税的积极性。1996 年完成固定收入

达 267 万元，年均增长 105.4% 。
三是乡镇财源建设的意识与重点突

出了。资兴市特别注意完善体制对培植

财源的引导作用，既考虑市政府的产业

政策，又考虑了各乡镇的资源结构和发

展条件，并与全市财源建设的发展有机

地结合起来。如把原木原竹以外的其他

农业特产税转作乡镇固定收入后，乡镇

更加重视了这方面财源的培植。如青腰

镇根据本地竹木资源多的特点，从市里

借款 20 多万元，贷给农户搞竹林开发，

使冬笋、春笋产量大增，吸引了江、浙、粤

等地商贩前来采购，使当地农民很快富

起来了，乡财政特产税也从 1993年的

8.1 万元增长到 1996 年的 35 万元。坪

石、厚玉等乡利用地处东江湖区的水资

源优势，大搞围湖养鱼和网箱养鱼，乡镇

与农户一齐上，网箱养鱼发展到 1869

口，还请来科研院校教授帮助开发出质

优量高、价格贵、销路好的工程鲤、工程

鲫。清江、黄草、旧市等乡利用本地优越

的自然条件，发展了 4 万亩水果，水果特

产税从 1993 年的 5 万元增长到 1996 年

的 83 万元。

四是乡镇抓财政工作意识普遍增

强。由于财政手段的综合运用，使乡镇

领导干部的财政意识大大增强。过去，

乡镇领导抓支出批条子的多，现在是对

收支管理一起抓。全市各乡都成立了财

政工作领导小组，大部分乡镇已对村、企

干部实行“财政工作目标责任制”和“一

票否决权制”。
五是市财政调控能力得到增强。资

兴市在保证乡镇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对

增收收入市财政适当集中，以 保证转移

支付的资金来源，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和

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如市政府确定，

连续三年对贫困乡镇的乡镇干部办公住

房进行改造，修缮乡镇中小学校，加强乡

镇财源建设等，1994 年共需 300 万元。
市财政由于适当集中了财力，对贫困乡

镇所需资金如数转移支付，较好地促进

了贫困乡镇起步发展，调动了贫困乡镇

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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