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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 2400 多个县，县级财

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

大，可以说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

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各地抓住

机遇，大力发展经济，财政实力不断

壮大。但从目前来看，县级财政困难

的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以四川省

达川地区一些县的情况为例，主要表

现是县级经济发展质量低，整体效益

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支出增

长加快，财政自给率下降，地区间财

政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实现中央提

出振兴国家财政这一目标，必须加强

县级财政的基础地位，从根本上改变

县级财政困难的状况。
一 、树立自力更生和过紧日子的

思想

加强县级财政基础地位必须转

变思想观念，纠正认识上的一些偏

差，扫除县级财政经济发展中的思想

障碍。一是要破除依赖思想，强化自

力更生，自谋发展的观念。一些财政

困难县企盼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

施，使县级财政的困难问题“一揽子”

解决，这是不现实的。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只能立足解决公共财政服务水

平差异中的一些特殊困难问题，重点

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县级财政必

须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困难，按照未

来 15 年振兴财政的目标，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加快发展。二是要破除

“穷大方”的思想，强化艰苦奋斗，加

快发展的观念。现在，一些财政经济

基础较差的县也在攀比小汽车的豪

华，比办公楼的气派，比通讯工具的

档次。这种比阔气，穷大方的做法必

须改变，要勒紧裤带积蓄资金，集中

财力支持经济发展，加快财源建设。
二、壮大财源基础

壮大财源基础是加强县级财政

基础地位的前提和关键。壮大县级

财源基础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加快发

展，效益显著提高，财源结构优化，充

满蓬勃生机。从四川省达川地区县

级财政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发展速

度在逐步加快，但经济效益和质量不

稳定，国家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三年

多来，效益直线下滑，尤其是一些国

有企业已被连年高额亏损吞食了全

部积累，资不抵债，财源萎缩。因此，

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实行“两个根本转

变”，确立面向市场，扬长避短，因地

制宜，效益优先的发展思路，在“优、

特、高、聚、严”五个字上狠下功夫。
“优”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目前，

相当一部分县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

结构趋同，经济无活力。应按照优胜

劣汰的市场法则，对资源进行重组。
对优势企业和发展前景好的企业改

制一批；对无优势主导产品并长期处

于微利或亏损的企业转化一批；对资

不抵债和扭亏无望的企业，采用破

产、拍卖、关闭等方式，进行解体重

组。对农村的土地资源，特别是“五

荒”采取拍卖、租赁等方式，进行成片

开发，在兼顾农户利益的条件下，引

导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逐步向集约

经营发展，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区域

化、产业化，创造发展优势。
“特”就是不断开发市场俏销的

拳头特色产品。要改变项目上马前

市场调查不充分或别人上什么项目

也跟着上等盲目做法，闯自己的发展

新路，开发有自己特色的产品。
“高”就是企业技改和新上项目

科技含量要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要依靠科技进步。在推动企业科

技进步中，要突出对制约生产能力的

主要环节进行配套改造，以充分发挥

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紧紧围绕降低

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益，积极采用新

工艺、新技术，不断提高科技在经济

增长中的贡献率。在发展农村经济

中，要采取良种工程、生物工程和人

才工程等科技攻关综合措施，推动

“两高一优”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的

商品率和商品价值，使农民快富，财

政增收。
“聚”就是集聚资金加大投入。

一是各级政府要收回预算外资金的

所有权，集中使用，重点支持能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骨

干项目的发展。二是以发展股份制

经济的办法集聚农民、居民手中的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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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资金，支持经济发展，重点扶持 乡

镇企业发展。
“严”就是要在严格管理 上下真

功夫。好企业是管出来的，“管理科

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 因

此，必须突出成本 、质量 、资金 、财务 、

安全、环保等综合管理，建立“先进 、

合理、科学 、配套”的基础管理 体系，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管理 人 才和技术

队伍，从根本上改变“粗放经营”的状

况，以严格科学的管理促发 展 、增效

益。
三、夯实财政基础管理

一是加强收入管理，依法治税、

应收尽收、均衡入库 、稳定增 长。组

织县级财政收 入应由过去只重 视国

有经济收入转变到国有 与非国 有并

重，从过去只重视征收转变到征 与管

并重，切实做到大税 与 小税一 起抓，

中央收入 与地方收入一起抓。要 形

成县、乡政府管税，财税部门收税，群

众协税护税的征管局面；改革征管办

法，加大征管力度，严格实行 税收征

管目标责任制；严格税收执法，强化

税政监督，适时开展税收专项清理和

检查，严厉打击各种偷、骗、抗税等违

法行为，尽力减少税收流失。

二是严格支出管理，量入 为出、

优化结构、自求平衡。结合机构改

革，精简机构，核减人员，压缩行政经

费开支。积极鼓励事 业单位创收，自

我发展，减轻财政负担 大力压缩会

议费、招待费等 非生产性 支出 ，严格

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把 支出控制在

有效财力范围内。在控制支出总 量

的基础上，大力调整 支出结构，挤出

更多的资金支持生产 发 展，涵 养财

源。
三是强化综合财政管理，突出管

好预算内外资金。要建立由财政统

一管理、政府集中安排、预算内外资

金综合调节使用的新格局，以 利于政

府集中财力办大事，解决重点建设资

金短缺的困难。

四 是切实抓好国 有资产 管理，

实现 产权明晰、资产完整、合理流

动、保 值增值。当前应 认真 抓好清

产核资 、资产评估、产权界定 、产权

登 记和 监管 工作，维护国 有资 产的

完整性。大力推进 企 业 产权制度改

革，树立资本经营观念，建立以资产

责任为核心的企业运 行机制，形成

奖罚分明的激励和约束 机制，促进

国有资产高效运作，不断增值。

四 、打牢乡镇财政基础

乡镇财政是县级财政的基石。

以达川地区的 县级财政 为例，乡镇

财政收入占大头 ，但目前 乡镇财政

体制不顺，活力不够，基础不牢，23%

左右的 乡 镇不能自求平衡。打牢 乡

镇财政 基础，县级 财政 要帮助解决

好乡镇自身难以 解决的问题。一是

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和财权与事

权统一的原则 ，合理确定 乡镇财政

体制 ，要 把分 税制财政体制真 正落

实到位，有条 件的地方 要逐步 建 立

健全乡镇 金库。二是实施富乡裕财

的激励政 策，鼓励 乡镇加强财源建

设，促进财政收 入上台阶，限期消化

赤字，自求收 支 平 衡。三是 协调乡

镇财政 、国税 、地税三 者之间的条块

关系，避免 工作上各自为政，遇事扯

皮的现象，真正做到目标同向，工作

同力，推进 乡镇财税事业的蓬勃发

展。

（责任编辑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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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要抓好

“八个转变”

赵爱群  戴龙楚

加快乡镇财政建设，既是“振兴

国家财政”的 重 要内容，又是巩固基

层政权建设和促进 县级财政发展的

迫 切需 要。分 税制财政体制实施

后，湖 南 省 娄 底各地把 狠 抓 乡镇财

政工作作为地 方财政建设的重要举

措来 抓，促 进了 乡镇 财政的 发展。
1995 年，全区 乡镇财政收入共完成

19 3 14 万元（新口径，下同），占全区

地方财政总收 入的 4 1 .1 % ，比 上年

同期增 长 32% ，高 于 全区财政收入

增长幅度 15 个 百分点。但是，在 乡

镇财政工作中 仍 存在 认识模糊、观

念陈旧 、工作 盲目 、管理混乱、体制

不顺等现象，严 重制约着乡镇财政

更快更 好地发展 。 乡镇财政要适应

两个根 本性转 变的需 要，充分发挥

其基础作用，必 须着 重抓好“八个转

变”。
一 、在理财观念 上，要由抓大税

向大税小税一起抓转变。根据分税

制的规定 ，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是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县乡财政
	加强县级财政的基础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