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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赤字是中西部地区一

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

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乡镇财政

赤字具体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发展性赤字。指乡镇财政没

有处理好发展与财力的关系而形成

的赤字。一些乡镇出于发展经济，壮

大财力的良好愿望，盲目兴建或引进

了一些国家限制发展或产品不适销

对路的项目，造成了资金沉淀。如湖

南省澧县 80年代末用 1 300 多万元

贷款建成的第二纺织厂，以及太青轨

钢厂、永丰冷冻厂等，就属于这一类

投入。这些企业，一直是乡镇甚至是

县财政的包袱。
2、政策性赤字。指政策开了 口

子，规定要办或可办的超预算支出。
其特点是合理合法，无法追究当事人

责任。1995 年，澧县拨给乡镇人头

经费人均 4 500 元，而按上级文件规

定应发或可发的经费比包干数高出

近一倍，达 8 000元。
3、经营性赤字。主要是指乡镇

企业粗放经营造成的赤字。由于乡

镇企业粗放经营，粗制滥造，产品质

量低劣，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导致

企业亏损，使乡财政失去基础，因而

形成赤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政

府要钱找财政，财政要钱找企业，企

业要钱找银行，银行要钱（收贷）找政

府的恶性循环局面。
4、管理性赤字。指乡镇财政因

管理混乱形成的赤字。主要表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征管不力，导致税收

流失。以澧县为例，按现行农业特产

税税率测算，全县应征税 1 000 多万

元，实际只征 500万元。由于此项税

收流失较多，留给乡镇的收入相对就

少，因入不敷出形成赤字。二是执行

预算不严肃。澧县某乡卫生院维修，
计划 4 800 元，实际支出 34 800 元，

超计划列支 3 万元。三是管理把关

不严，多支乱支，如某些开业庆典、集

体捐资支出太多太滥等。四是招待

费、小车维修费超标。乡镇一级的招

待费和小车维修费一般占乡级财政

总支出的 20% ，有的乡镇还有请钓

费、送礼费、招商费等。导致这种赤

字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监督。
如何促使乡镇财政走出困境？

我们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即大力开

辟财源，坚持量入为出，加强内部管

理，强化监督机制。
第一，大力开辟财源，消除发展

性赤字。现阶段，可供乡镇开辟的财

源，一是土地资源，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通过推行荒山、滩头有偿出让，增

加地方财政收入。二是矿产资源，在

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可因地制宜对

某些矿产资源如煤炭、砂石等进行拾

遗补缺性的开发。三是水力资源，有

些地方水力资源丰富，自然落差大，

可大力开发利用，从能量转化中获得

收益。四是开辟森林、旅游资源。五

是以大中城市为依托，搞好劳务输

出，变人力资本为财力资本。六是抓

好乡镇农村集贸市场建设，积极引导

私营企业和个体专业户发展。
第二，坚持量入为出，消除政策

性赤字。乡镇财政要把国家政策与

本地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根据乡镇财

力状况安排支出计划，比如，有的部

门要求乡镇建多少个开发区，搞多少

招商引资项目等，对此就要慎重决

策，不能盲从。一般地说，这些部门

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如果不考虑本

地实力，一哄而起，则可能使乡镇财

政陷入困境。此外，一些不影响干部

基本生活、可发可不发的补贴，即使

有文件规定，也要视财力而定，切不

可互相攀比，乱发津贴或实物。总

之，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
第三，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消除

经营性赤字。财政部门要帮助企业

抓好成本管理，对那些管理混乱、资

金流失、浪费严重的企业，要积极参

与治乱、治散、治穷，促进企业扭亏增

盈。同时，要结合深化改革和产业结

构调整，集中必要的财力，加速企业

技术改造，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
第四，强化监督机制，消除管理

性赤字。消除管理性赤字的根本措

施是强化监督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1）发挥乡镇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

定期对乡镇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并及时公

布检查情况，提高财政收支透明度。
（2）建立和完善乡镇财政审计制度，

特别是对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情况，要

认真进行审计，对私设小钱柜，请客

送礼，铺张浪费严重的要敢于曝光并

进行处理。（3）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乡镇财政要定期向人大报告预算执

行情况，特别是各项支出，要实行公

开管理。乡镇长任职期满或调离工

作，要主动报告财政状况，接受群众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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