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收费项目繁多操作难。目前符

合国务院 29 号文件规定的行政事业性

收入项目，按款、项 、节、级分，仅款级项

目就有近 800 个，每个款项又细分成若

干个子项。如工商部门的企业注册登记

费，下面又分了 4小项，每个小项又分了

数目不等的子项，如开业登记费，就含有

15个子项。收费项目数目繁多，使不少

执法人员在收取各类收费时，不好操作。
有的甚至不填开收费项目，只填收费数

额，给统计和财务核算带来困难。
五是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规范管理

难。首先是对收费票据的合法性认识

差。不少人甚至包括单位领导、财务人

员对合法票据的认识都不高，往往只重

钱，不重票，只图方便，忽视票据管理要

求。大多数被收费者，只望少收费，不管

收费票据合法不合法。其次是收费票据

的来源渠道多。有财政的，有税务的，有

从市场上买的，有自制的，有从上级主管

部门和其它部门借来的，可谓五花八门。
第三是票据管理的制约机制差，使得行

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在源头控制上很难得

到保证。
针对目前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中存

在的难点，我们拟就加强和完善行政事

业性收费管理，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是规范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行

为。可以直接由政府确定哪些部门可以

收费，哪些部门不能收费，取消重复收

费；按补偿原则，制定合理收费标准；制

定相应的收费法规，加强对收费的监督

与约束。
二是界定现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的性质，并尽可能地保持相对稳定，便于

实际操作。
三是归并部分收费基金项目，实行

费与税的适度转化。如可将分散在劳动

人事、民政等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统一

归并为社会保险税；将交通系统的养路

费、过桥费和公路运输管理费统一 合并

为燃油附 加费，在燃 油 销 售 中，加 收

70% 的燃油附加；将教育费附加、教育事

业费附加、农村教育费附加和义 务教育

集资费统一归并为教育税。
四是规范票据管理。财政部门从 上

至下成立专职的票据管理机构，建立收

费票据管理网络，严格实行收费票据财

政部门独家管理；各行政事业收费单位

也要设立相应的专职的票据管理机构和

人员。建立健全各项收费票据管理制

度，即建立票据印制购领缴销制度、票据

出入库制度、票据安全保管制度和票据

核算制度。
五是加强收费管理，全面推行综合

财政预算。一要统一管理，统筹安排，做

到收入有任务，支出有计划，资金交财

政，年初定预算，年终报决算；二要逐步

形成以预算部门为主的财政预算分配中

心和以综合部门为主的预算外资金征管

中心，分工负责，共同协作。
（责任编辑  石化龙）

理财经纬

财政扶贫：
一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

本刊记者  ★王尚明★

在全球贫困问题日益恶化、贫困人

口越来越多的今天，中国的扶贫攻坚却

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艰苦徘徊中，渐

入“柳岸花明又一 村”的新境界。短短

20 年，我国的贫困人口就从改革开放初

期的 2.5 亿，减少到现在的 5 800万，农

村贫困发生率从 30.7% 下降到 6.75% 。
这是我国政府领导扶贫攻坚的一个奇

迹。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认为，中国政

府为帮助最落后的农村地区摆脱贫困作

出了极大努力。这种努力比其它许多发

展中国家所作的努力要成功得多。

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

职能部门，在这场扶贫攻坚战中，不仅向

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实行了一 系

列财税优惠政策，而且还积极帮助贫困

地区发展经济以 及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为消除贫困作出了巨 大贡献。因此，在

最近召开的全国财政扶贫工作会上，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说，

财政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导力量。
资金投入：输进贫困肌体的血液

近几年，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很困难，

尤其是县级财政更是捉襟见肘，有相当

多的县市连公教人员的工资都难以保证

发放。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门并未减

少扶贫支出，而是克服各种困难，多方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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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不断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

入。据财政部地方司提供的资料，“八

五”期间，中央财政通过支援不发达地区

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三西农业建设

补助专项资金、少数民族温饱基金和扶

贫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为扶贫提供的

资金总额达 181.1 亿元。据了解，从

1997 年起中央财政每年还将增加 15 亿

的财政扶贫资金，到本世纪末共增加 60

亿元，以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
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向贫困地区投

入的资金也逐年扩大。陕西省财政自

1986年以来，每年安排秦巴山区扶贫开

发资金 2 000万元，扶持乡镇企业生产发

展资金 500多万元，安排陕南 16 个老区

县发展资金 480 万元，对贫困地区实施

温饱补助 100 万元。1986 年至 1995 年

的 10 年间，陕西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资金

15亿元。河北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从 1987年开始省财政每年投资 1 000万

元，解决山区人畜饮水困难，从 1994 年

开始三年投资 6 840 万元，实施“光明工

程”，重点解决 275 个行政村的通电问

题，给贫困山区送去了光明。浙江省

1982 年到 1996 年共安排扶贫资金 4.56

亿元，是中央 分 配的扶贫资金的 4.4

倍。

陕西黄土高原农民喜用幸福水

为保证投入到贫困地区的资金发挥最大

的扶贫效益，各级财政部门都特别重视

加强资金的管理。在扶贫资金的拨付

上，保证了资金的及时下达，足额到位；

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集中资金，重点解

决贫困县乡的路、水、电等问题，改善贫

困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卫生状况，对贫困

人口进行技术培训。同时还利用有偿投

入的方式，鼓励贫困县乡发展有经济效

益的种养业、加工业、矿产开采业，帮助

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实现稳定

脱贫。由于资金投向合理，扶贫资金就

象输入贫困肌体的血液，对贫困地区的

脱贫解困产生了巨大的效益，许多贫困

地区的农民从此走上了致富之路，财政

也实现了增收，消化了多年的赤字，走上

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财税优惠：撒向贫困地区的甘露

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

财政部门对贫困地区始终采取重点倾斜

的财税政策。
从财政体制上看，1994 年开始实行

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保留了原体制中对

贫困地区的定额补助和专项补助，此外

在结算补助和过渡期转移支付中对贫困

地区都给予了适当倾斜。据国家决算统

计，1994 年国家财政对 592 个国定贫困

县净补助 66亿元，如按国定贫困县财政

供养人口计算，人均补助 1 320 元；若按

贫困人口计算，人均补助 102 元；若按总

人口计算，人均 33 元。此外考虑到我国

资源大多分布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

资源大省一 般都是财政穷省的实际情

况，为增强这些地区立足本地资

源发展经济的动力，中央财政将

资源税（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外）全

部留给地方，中央不再参予分成。
1995年中央财政又对贫困地区转

移支付 20 多亿元，1996 年增加到

30 多亿元。各地财政部门也对贫

困地区从体制上给予了照顾。如

黑龙江省财政对 11 个国家级贫

困县实行“包死定补基数、增收全

留”的政策；对 6 个贫困县实行省

财政直接核算到县；对 11 个国家

级贫困县征收的农林特产税、印

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能交基金、预算

调节基金的省留成部分全部留给县里。
1994年在核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时，对 9

个贫困县照顾税收返还基数 2 400 多万

元。
从财政政策上看，各地在国家政策

许可的范围内，结合各自具体情况，制定

了一系列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优惠政

策。如贵州省从 1994年到 1996年，对贫

困县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在 200元以下的

392万极贫人口，以 及非贫困县中的极

贫人口实行减免农业税政策，每年减免

3948万元。福建省财政核减贫困地区中

央借款任务，由省财政负担，并豁免了贫

困县的城建税上交任务，以减轻贫困县

负担；对贫困县免征农业税；贫困县新办

乡镇企业以及外地企业到当地投资办厂

得的利润给予定期免所得税照顾。广

西、四川等省区适当提高了库区建设基

金和库区维护基金标准，专项用于解决

水库移民的温饱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财政部门对贫

困地区的各项税收减免都是以减少地方

财政收入为代价的，而减少的这部分收

入是要靠地方来消化的。在当前地方财

政困难，各项事业都要增加投入的情况

下，能出台如此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相

当不容易的。让财政部门感到欣慰的

是，这些优惠政策的实行，不仅给贫困地

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还引导了外

地投资向贫困地区转移，为贫困地区经

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加快了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发展经济：开启致富之门

贫困地区要实现脱贫致富，最关键

的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因此，各级财政

部门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帮助贫困

地区发展经济，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
河南省信阳地区是全省贫困县最集

中的地区，全区 10 个县（市）有 9 个是贫

困县。近几年财政部门重点帮助各县市

立足当地资源，培植龙头企业，建立商品

生产基地。目前已建立近千个龙型经济

实体，通过“公司 + 农户”一体化经营的

扶贫开发方式，带动着约 50 万户农民从

事开发性生产。全区 初步形成了以茶

叶、林果、畜牧、蚕丝、水产、食用菌等具

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将产供销各个

环节有机地衔接起来，实行贸工农一体

化，较好地解决了千家万户与大市场的

对接问题，实现了梯次加工增值，增加了

地区和农民收入。1995年实现财政收入

66 673 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1.58 倍，年

均递增 21.9% ；农民人均纯收入 1 056

元，比 1990 年增加 606 元，5 年间有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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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
黑龙江省把贫困县中的贫困乡、村，

作为扶贫攻坚的重点，支持鼓励贫困乡

和贫困群众上一些直接解决温饱、增加

收入的种植业、养植业、林果业项目，努

力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该省

扶远县财政部门，利用国家一类口岸优

势，投资 120 万元支持农民发展棚菜生

产，扩大对俄蔬菜出口，既为财政培植了

财源又带动了农民增收；桦南县财政部

门利用当地无叉南瓜良种优势，积极筹

集资金支持贫困乡村农民扩大南瓜种

植，开展南瓜籽系列加工，年增加农民收

入 8 000多万元。
青海省班玛县，由于受历史和自然

条件的制约，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94 年

全县财政收入只有 54万元，财政支出达

464万元，被国务院确定为少数民族贫

困县。1990 年省、州级财政集中财力对

该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先后

建成两条采金船。到 1995 年底，该县的

金矿累计生产黄金660公斤，销售收入

6 270万元，县财政收入达到 902.2 万

元，彻底改变了县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
到 1996 年底，已有 7 266 名牧民实现脱

贫。
开发智力：治穷与治愚并举

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 贫穷，不在缺

资金，也不在自然条件差，而在于农民的

科技文化素质太低。因此抓好贫困地区

农民的智力开发，实施科教扶贫，是扶贫

的根本。为此，中央财政每年都拨出专

款，扶持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据

悉，按照 1995 年开始实施的“国家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规划”，中央财政从 1995

年至 2000 年累计拨出专款 39 亿元，引

导 21 个省、自治区各级财政按 1∶2的比

例共同拨出配套资金，用于改善贫困地

区的办学条件。目前，这部分资金到位

情况良好，正发挥着很好的社会效益。
各地财政部门在扶贫的实践中，深

刻地体会到了治穷必须先治愚的道理，

每年都要拿出大量财政资金实施科技扶

贫。如四川省从 1987 年起，省财政每年

拿出 100万元，帮助贫困地区分期分批

建立扶贫开发培训中心，各级财政从培

训配套费中每年安排 3 513 万元，专门用

于对贫困农牧民的实用技术培训，累计

培训 1 100余万人次。从 1994 年起，省

财政每年拨专款 20万元，建立科技扶贫

奖学金，委托全省四所农业中专学校为

贫困县培养中等技术人才。目前在校学

生人数已达 196 人，这些学生毕业回乡

后成为脱贫致富的领头人。
农业生产中的许多实用技术，一旦

被农民所掌握，就会很快创造出相当高

的生产力。新疆财政部门的科技扶贫，

就是把重点放在向农民传授农业实用技

术上。他们针对生产实践中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围绕高产开发的综合配套

技术，聘请专家对农民授课，还组织农民

技术员、科技示范户、高产户现身说法，

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与此同时狠

抓科技推广，对地膜玉米栽培、棉花高产

攻关、老果园改造、牛羊快速育肥等成熟

实用的技术大面积推广，1996 年全疆贫

困地区推广种植地膜玉米 30 万亩，地膜

玉米单产达 624公斤，比常规玉米的产

量提高近一倍。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是一个以牧为主

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1991 年全盟牧区

共有贫困人口 8.6 万人，占全盟牧区总

人口的 43%。这些年来，财政部门不断

加强科学引导，走出传统的牧业方式，因

势利导地帮助贫困牧民发展五配套小草

库伦 3 560 处，2.5 万亩，开发大中型饲

料基地 5 处，围栏天然草场 36 万亩，不

仅使 65% 的贫困户走上了增草增畜增

效增收的现代化畜牧业轨道，而且有效

地防止了草牧场的沙漠化。
蹲点解困：身体力行送温暖

在多年的扶贫实践中，各地财政部

门的干部亲眼目睹了贫困地区的落后状

况，深知贫困地区农民的疾苦。因此他

们怀着对贫困地区群众的深厚感情，纷

纷走出舒适的办公室，深入贫困地区，蹲

点帮助解决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许多

实际困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

财政干部深入贫困山区，带给农民

的首先是全新的市场经济观念，他们向

当地农民反复宣讲，贫困地区要走上致

富之路，必须立足当地资源，变资源优势

为经济优势；必须了解市场信息，增强抗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必须学会科学种田，

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使农民的眼界大

开，市场经济的观念大为增强，奠定了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思想基础。
许多贫困地区经济难以发展，主要

是由于经济发展思路不对头。因此，各

地财政干部下去后，把为贫困地区制定

经济发展规划，确立正确发展思路作 为

帮扶的重点。黑龙江省财政厅从 1989

年起，每年都派出一、二名处级干部和部

分科技干部到明水县蹲点扶贫，他们常

年吃住在明水，经常深入乡村进行调查

研究，根据当地的实际制定了优先发展

能直接解决农民温饱的种养业、林果业

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规划，并积极

筹措资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促进了明

水县经济的发展。到 1996 年，明水县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6 .57亿元，财政收入

4 375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1 700 元，分

别比 1989 年增长 29 倍、6.1 倍和 10 倍，

昔日的龙江“第一穷”，彻底甩掉了贫困

的帽子。
贫困地区信息闭塞，他们渴望打通

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因此财政干部深入

到贫困地区后，充分发挥自己信息灵，联

系面广的优势，为当地经济发展牵线搭

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福建

省财政厅选定寿宁县为自己的定点帮扶

对象，1991 年 7 月，他们邀请了三明钢铁

厂等 11 家省重点企业的厂长经理、总工

程师、总会计师到寿宁县进行扶贫考察

和调查研究，提出了寿宁县今后经济的

发展思路。这 11 家企业还与县里 18 家

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对口扶贫协作。几年

来，县里根据这一思路，同时借助企业间

的对口扶贫协作，使寿宁工业上了一个

新台阶。
财政扶贫，功不可没。对于财政部

门在扶贫工作中起到的突出作用，党中

央国务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财政部在

最近召开的全国财政扶贫工作会上，对

河北、陕西、四川、黑龙江等 12 个省财政

扶贫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中央的信任

和支持给各地财政部门以极大鼓舞，他

们表示：财政扶贫已进入了最后的攻坚

阶段，时间紧、任务重，今后一定要更加

努力工作，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为在本

世纪消除贫困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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