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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蛋糕

道乃理财之大道
——湖南省财源建设纪实

本刊记者  ★石化龙★
1991 年初春，一项财源建设工程在

三湘大地上拉开了序幕。这就是近年来

在湖南省城乡广泛开展的财政收入上台

阶工程。时至今日，人们已日渐感觉到

这一强县富民工程的磅礴气势，更深刻

地意识到它所展示的广阔前景。

实施“3581”工程

早在 1990 年，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一

班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全省各地讲用

钱的多，说生财的少。或者说分“蛋糕”

的劲头足，做“蛋糕”的点子少。大家都

眼巴巴地盯着现有财力，期望从中多分

得一块。当时湖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才

60多亿元，全省没有一个亿元县，而那

时全国已有 200多个亿元县。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培养出几个亿

元县来？省财政厅党组决定，先选定实

力较为雄厚的长沙、浏阳等 5 个县市为

突破口，实行重点扶持。到当年底，浏

阳、益阳、醴陵、长沙、凤凰等 5 县（市）不

负重望，财政收入一举突破了亿元大关。
亿元县建设初战告捷，使人们的精

神面貌为之一振。省财政厅决定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财

源建设活动。在 1991 年年初召开的全

省财政工作会议上，省财政厅特意邀请

亿元县政府领导现身说法，组织各地政

府领导和财政局长们深入讨论亿元县经

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使与会者受到了极

大的鼓舞和启发。省财政厅因势利导，

正式提出了 县级 财政收 入 上台阶的

“3581”工程规划：即全省分别建设一批

财政收入过 3 000万元、5 000 万元、8 000

万元、1 亿元的县（市）。
为做好示范工作，省财政厅在全省

14 个地市州中各选择一个县市进行重

点扶持，千方百计筹集各种财政间歇资

金近亿元，采取处室包地市的办法，从政

策、资金、管理等方面，对重点县市实行

一抓到底的全方位服务。为明确责任，

增强紧迫感，省财政厅与各县市政府签

订了“财源建设责任书”，对财政收入上

台阶的目标、考核验收办法及省、地、县

各级承担的责任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同时，省财政厅还要求各地市州财政部

门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确定各自的财

源建设重点县市，全力“支、帮、促”。
益阳市赫山区在实施“3581”工程

时，找到了一条发展“一村一品”，建设地

方财源的好路子，促进了该区财政收入

大幅度增长。现已发展到 246 个村，占

全区总村数的 45.2%。他们依托本地资

源搞加工，区域特色明显。如兰溪镇，十

里长街上聚集着 400 多家大米加工厂，

年加工稻谷 4 亿多公斤，创产值 3 亿多

元，每年向国家纳税 120 多万元。沧水

铺镇有 2 400多户从事水泥包装袋加工，

年产值 1亿多元，实现利税 700多万元。
这样，赫山区去年财政收入过了亿元。

1992 年 7 月，湖南省在狠抓县市财

源建设的同时，又把乡镇财政收入上台

阶的小“3581”工程和企业实现利税上台

阶的中“3581”工程列入全省财源建设规

划，大大丰富 了财源建设的内容。1993

年，省里又分别选择产粮大县、丘岗山地

县、城市区和财政特困县等不同类型的

县市开展财源建设试点工作，进一步推

动全省财源建设向全方位、多类型、多层

次的方向发展。
实施“3581”工程后，湖南省各级各

部门抓财源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涌

现了一批像长沙、临澧等财政收入增长

达 30% 以上的“冒富县”。到 1993 年底，

全省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达 14 个，财

政状况大为好转。尤其令人振奋的是，

通过实施“3581 工程”，全省各级政府转

变了理财观念，开始了对生财之道的探

索，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源，把财政收入

的“蛋糕”做大。
主动适应新体制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

主要内容的新的财税体制，给地方财源

建设和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有人说，消费税的全部、增值税的

“大头”中央财政拿走了，地方财源建设

没有什么“甜头”了，今后“得大头的就用

大劲，得小头的就用小劲，没得头的就干

脆不用劲了”；有人认为，湖南是个农业

大省，分税制下抓财源建设的难度更大，

没有什么“搞头”了；还有人认为，实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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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后，政府对企业不再减税让利，地方

的财力减少，扶持生产无能为力了……

分税制实施都半年过去了，有的县市还

在彷徨和观望。
针对这些现象，湖南省委、省政府于

1994年 8 月及时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财源建设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明确

提出“要适应新体制要求，做好财税工

作，首先必须更新观念，以 变应变，及时

调整财政工作思路。”省长杨正午每到一

地考察工作，总不忘跟当地的“当家理财

人”一笔一笔算帐：尽管消费税、增值税

中央拿走了大头，但地方财政所得的部

分加上中央财政的返还部分，比例仍可

达 43% 左右。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发展

高效农业才是生财聚财的一条有效途

径。常务副省长王克英大会小会都在

讲：农民多收一担棉，财政可增收 15元；

多养一头猪，财政可多收入 9 元；多养一

担鱼，财政可多收 30 元；多采一担茶，财

政可增收 50 - 100 元。新税制下抓财源

建设不是没搞头，而是很有前途。
不仅如此，省党政领导还亲自抓财

源建设。省委书记王茂林在江永抓柚

子，成片开发 10 万亩香柚；省长杨正午

在溆浦抓枣子，绵延“百里十乡”，开发面

积达 10万亩；省委常委胡彪在桂阳抓烟

叶子，种植面积近 30 万亩；副省长庞道

沐在桃江抓竹子，60 万亩竹林成片开

发，生产加工一条龙。现在，这“四子”基

本上已形成区域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帐算清了，思想统一了，干劲也就更

足了。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吸

引各种渠道资金投入财源建设，努力争

取夺“金牌”，拿“银牌”。三湘大地再一

次涌起狠抓财源建设、努力做大“蛋糕”

的热潮。

安仁曾是全省有名的农业高产穷

县，1991 年财政收入仅 1 194 万元，人平

财政收入列全省倒数第二。实行分税制

后，该县坚持走农业强县之路，大力发展

“三叶”（茶叶、桑叶、烟叶）、“三特”（特种

米、特种养殖、特种药材经济林）、“三果”

（万寿果、小水果、油桐果）和生猪生产，

连片开发，规模经营，初步培植起了独具

特色的高效农业财源体系。1994、1995

年分别实现财政收入 3 658 万元和 5 008

万元，分别增长 37.8% 和 41 % 。去年又

突破了 6 000万元。麻阳苗族自治县原

是省定贫困县，1990年县财政收入才

1 000万元，到 1993 年底，全县财政累计

赤字 1 025万元。自 1994 年抓财源建设

以来，在全县推行春菜、夏瓜、秋桔生产

和发展两烟，形势喜人。当年财政收入

即跃过了 3 000 万元台阶，1995 年在遭

受百年未遇特大洪灾的情况下，财政收

入仍达到 3 952 万元，去年已突破 5 000

万元大关，实现了“一年增长一千万，三

年翻了一大番”，一举扭转了赤字局面。
如今实现收支平衡，并消化历年赤字

449万元。

各地在财源建设过程中，注重抓特

色财源、建支柱财源。江华瑶族自治县

将以前不起眼的野生香菇作为重点财源

来抓，建立了数十万群众参加种养的“百

里香菇基地”，年产值达 3.6 亿元以上，

成为该县第二大支柱财源。素有“中国

香柚之乡”称号的江永县，利用本地特殊

的土质和气候资源，大规模开发生产优

质香柚，富县富民，10 万 亩香柚可实现

产值 10亿元，利税 1 亿元，农民人均增

收 3 000元以上。通道的薇菜本是山中

野草，千百年来无人问津。近几年办起

了薇菜加工厂，一年加工薇菜 500吨，出

口日本和韩国，每公斤能卖到 80 元人民

币。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一篇《捕蛇者说》

使“异蛇之乡”永州名播四方。近年来，

该市充分发掘本地蛇资源 ，办养蛇场

300余家 ，其中吨以上规模的 40 余家 ，

从业人员上万人 ，年产蛇 150吨 ，产值

4000 余万元，成为国内外较有影响的

“蛇乡”和湖南最大的蛇生产基地。此外，还

有湘潭湘莲、麻阳麻鸡、汉寿甲鱼、黔阳

乌鸡、武冈铜鹅、浏阳黑山羊、宁乡流沙

河猪等均已成为致富一方的特色财源。
各级都来做大“蛋糕”

这几年，湖南省在实施“3581 工程”、

加强地方财源建设的过程中，重视了对

县市财源建设的指导，也摸索创造了许

多路子和经验，却一度忽视了省和地 市

州两级的财源建设。省委省政府对这一

状况给予了高度重视，要求从 1996 年

起，省、地市州、县市各级都要把加强财

源建设作为一 个重点，分行业、分系统、

分企业制定财源建设规划，千方百计筹

措资金，加快本级支柱财源和骨干财源

建设，力求在今后五年使本级财源有更

多、更强的增长点，确保本级财政增长和

宏观调控的需要。
为了切实抓好省本级的各项财税收

入，湖南省于去年初在省地税局设立了

直属分局，专门负责省级收入的征收、管

理和稽查工作，以确保省级收入稳定增

长。同时，集中各种资金，重点投向省级

骨干财源建设项目。省财政明确提出把

省级财源建设作为落实“两个根本性转

变”的样板工程来抓。省政府办公厅还

向省直各单位和中央驻湘企业下发了

《关于切实加强省本级财源建设和财政

管理的通知》，对进一 步促进省本级财源

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市场就是一个财源，加强市场建设，不仅可以 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又 可以 大量增加 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等地方财政收入。图为凤凰县红火的农村集市贸易。

省委、省政府抓本级财源建设的做

法和要求，给各地市州作出了榜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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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区及所属市县、乡镇纷纷作出规划，

采取养鸡下蛋、再孵小鸡，先让“下蛋的

鸡”吃饱的办法，积累资金，逐步壮大各

自的财力。常德市规定市本级每年用于

本级财源建设的投入在总额上不得少于

上年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 10% ，并按这

一要求，对投入指标逐项分解，逐家分

解。同时要求财政周转金对市本级财源

建设项目的投入要比上年增长 5 -

10%。湘西自治州高度重视本级财源建

设，加大对湘泉酒、酒鬼酒的扶持力度。
去年初以来，先后筹集资金 6 000多万元

帮助湘泉集团公司进行技改，扩大生产

规模，去年销售收入达 5 个亿，利税 2亿

元。
湖南省财政收入，每年平均以 24%

的速度增长，增速之快是该省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更为可喜的是，按新口径统

计，地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过千

万元的乡镇也从无到有，分别发展到 20

个和 34个。但湖南有句俗话：“六月不

是看禾时，成绩将来再说不迟”。在初步

总结近几年财源建设工作时，省财政厅

领导神情凝重地指出：与沿海省份和全

国平均水平相比，湖南财政状况仍不容

乐观。据统计，湖南目前人平财力才 200

余元，列全国倒数第 8位，人均财政支出

列全国倒数第 6位，仍旧未能摆脱“农业

大省、工业弱省、财政穷省”的状况。特

别令人忧虑的是，省财政仍主要是“吃

饭”财政，缺乏资金搞建设，投入严重不

足，势必影响到后续财源的增长。

凤老莺雏、雨肥梅子的时节，湖南省

在娄底地区隆重召开了第 20 次专员、州

长、市长联席会议，就新时期财源建设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会议指出，

新时期加快财源建设必须与经济结构调

整紧密结合起来，要以财源建设为导向

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要通过财源建

设，力争到本世纪末，全省地方财政收入

登上 200亿元台阶，全省全部消灭赤字

县和累计赤字，同时上划中央财政收入

也要保持同步增长，不断增强各级财政

实力。“创业艰难百战多”。经济工作当

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前进的道路上

也许还有更多的困难和曲折。放眼湖南

省财源建设工作，前路漫漫，任重道远，

但充满希望。

专 访

百色财政：

困难与机遇并存

本刊记者  ★吴春龙★  本刊通讯员  ★刘利邦★

百色，因为著名的百色起义而闻名

全国。1929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在这里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

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右

江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

重要贡献。

百色这个革命老区，如今在我国改

革开放日益深入、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

时候，它的财政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如

何呢？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据我

们最近的实地考察，大致情况如下：

起步较晚 发展迅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大部分

地区逐渐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

期，而百色地区由于边防安全的原因，真

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 80 年代后期

至 90 年代初，晚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尽

管如此，进入 90 年代以来，百色地区的

财政经济还是取得了快速的发展。1995

年，百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76.8 亿元，

比 1990年增长 232% ，略高于同期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14% 的增长水平。
1995年，百色地区财政收入 5.78 亿元，

比 1990年增长 196% ，高于同期全国财

政收入（不包括国内外债务）增长 112%

的增长水平。1996 年，百色地区农民人

均纯 收 入 1 261 元，比 1990 年增 长

345% 。
从 1980年到 1996年，百色地区财政

收入出现过 3 次翻番，第一次是在 1987

年，财政收入从 1980 年的0.47亿元增加

到 1.14亿元 ，用了 7 年时间 ；第二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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