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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财政：
城市经济发展的

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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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贵阳市云岩区率先试办

街道财政，此后陕西省在西安市、北

京市在东城区也相继试办。据不完

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 5 000多

个街道办事处中，已有 1 600多个建

立了财政机构，有人员 9 000 名左

右。到 1995 年底，街道财政收入总

额为 54 亿元，支出总额为 36 亿元。
财政收入超千万元的街道有 30个左

右。十几年来，街道财政在城市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法律上讲街道办事处还不是

一级政权，但为什么一些大中城市的

街道财政却逐步建立起来并获得蓬

勃发展呢？正如财政部地方司高英

副司长所说，街道财政的建立，是大

中城市街区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

一定水平的一种内在要求，是客观的

产物，是自发产生的。
首先，城市街道经济的发展，一

方面为街道财政的建立提供了可供

分配的物质对象；另一方面也迫切需

要街道财政参与管理。城市作为多

功能的经济综合体，具有生产聚集能

力高，生产扩散力强，经济联系广泛

的特点，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集中场

所。城市经济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

展，无论从水平上看还是从规模上

看，都有一个历史性飞跃。伴随城市

经济的发展，街道集体、私营和个体

经济也有较大发展，从单一的加工配

套业和小型零售商业逐步发展成以

工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并存的局

面，使街道经济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街道经济的发

展，为建立和发展街道财政提供了必

要的物质基础和分配对象。同时，街

道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所有制经济

成分并存，经营方式多样化，以及相

当一部分企业基础薄弱、管理水平低

下的状况，迫切需要建立街道财政来

规范分配，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促

进街区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其次，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准政

权组织，在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

中，它的性质、职能和作用也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在客观上提出了建立街

道财政的要求。1954 年国务院颁布

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规定，

设立街道办事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

城市的居民工作，密切政府和居民的

联系”；性质是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

的派出机构；基本任务是办理市辖区

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

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工作，反映居

民意见和要求。但随着城市和街道

经济的快速发展，辖区内工厂、商店、

机关、学校、医院及人口越来越多，街

道构成了城市社会中的基层小社会，

成为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结合点，

居民和单位对城市的综合管理和社

会服务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为适

应这一要求，街道办事处逐步由“纯

民政型”的职能向基层政权的综合管

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扩展。目前，街

道办事处的机构设置约有 16个方面

的工作班子，经常性工作约有 87 项，

市、区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延伸到街道

办事处，部分管理职权已经开始向街

道办事处转移。街道办事处基本担

负着宪法所规定的一级政府的职责，

已由原来的单纯民政组织向行使政

治、经济和社会管理，协调、指导、服

务和监督等政府职能的一级政权演

变。街道办事处事权的不断扩大，客

观上要求取得相应的财权，拥有相应

的财力，实现事权与财权相结合。于

是街道财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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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地方的实践看，街道财政

在城市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 ，街道财政的建立，使街道

办事处的职能更加完善，增强了街道

办事处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能力，

推动了街道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促

进了街道两个文明建设。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街道办事处功

能日趋复杂化和扩大化，许多事情想

办却缺乏财力，市、区财政满足不了

需求；同时，市、区给街道下达的任

务，布置的工作，由于财力的原因，也

往往不能很好地完成。建立街道财

政后，街道财政收入有了保障，财力

明显增强，街道办事处可根据自身的

财力情况安排各项事业的发展，提高

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修建老年

活动中心、养老院、文化站、社区道路

等。重庆市渝中区菜元坝街道财政

所筹集 8 万元资金，将废弃的防空洞

改建成群众文化站，丰富了群众的文

化生活，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第二，更好地发挥了财政的分配

和监督职能，强化了税收征管，减少

了收入流失，节约了支出。原来街道

税收增加多少与街道自身利益不直

接、不紧密，在支出方面也没有管理

积极性，“用钱伸手要，用好用坏无关

紧要”。街道财政建立以后，街道办

事处开始关心辖区内财源，充分发挥

信息灵敏、情况熟悉的优势，积极与

税务部门配合，共同做好区内税收征

管工作，促进了财政收入的足额入

库、稳定增长。如北京八里庄街道对

辖区内个人出租房进行清查，1995

年 10 月就征收营业税 10 多万元。
在支出方面，街道办事处由原来的报

帐单位变成收支挂钩单位，当家理财

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能够做到严格

预算管理，对支出严格把关，发挥了

财政监督作用。如重庆市渝中区、武

汉市江汉区和湘潭市岳塘区等地的

街道都专门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定，将

街道预算内、外资金和自筹资金全部

纳入街道财政管理范围之内，实行规

范管理。
第三，街道财政的建立，调动了

街道办事处培植财源，精心理财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街道和城市经

济的快速发展。由于组织财政收入

和街道办事处的利益紧密相关，因

此，办事处更加关心辖区内企业的兴

衰，并通过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改善

企业的投资结构，促进街道经济向符

合国家产业、产品政策的方向发展。
同时集中原来零星分散的收入形成

一定规模的财力，为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培植街道财源，发展街道经济。
如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街道财政

利用本地区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优势，

采取多种形式创办街道企业，近年

来，为新办企业筹措资金 150 多万

元，扶持街道企业 10多个，安排从业

人员 300 多人，1995 年这些企业完

成工业产值 3 200万元，利税 200多

万元。湖南湘潭市雨湖区和岳塘区

积极筹措资金支持高科技产品开发

和商业网点建设，以此增加财政收

入。
为了总结交流街道财政建设的

经验，进一步研究、探讨街道财政的

发展方向，不久前，财政部地方司召

集了一次城市街道财政理论与实践

研讨会。从会上交流的情况看，各地

在建立和发展街道财政的实践中都

摸索了一些适合本地情况的操作办

法。这些办法主要是，普遍成立了机

构，配备了专职或兼职人员；制定了

不同类型的财政体制，向街道下放财

权；重视和加强街道财政支出管理和

企事业财务管理；根据本地的经济运

行特点和区位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

街道财源建设活动；强化财务管理，

发挥财政监督作用，改变了过去“预

算内资金管不好，预算外资金管不

了，自筹资金不敢管”的状况，等等。
同时，在街道财政的建立与发展过程

中还有一些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如街道办事处的法律地位，是否建立

国库，街道财政管理资金的范围，街

道财政预决算的审批等等。
如何看待街道财政的发展，街道

财政究竟应走向何方？对此，高英副

司长认为，虽然街道财政的建立与发

展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着一定作用，

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目前普遍建立

和发展街道财政的条件还不成熟。
建立街道财政不能一哄而上，需要以

城市街道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为

基础和前提，要以支持街道办事处履

行和完善管理服务职能为前提，以大

力促进城市街道社区经济和科技文

化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指导

思想，要贯彻积极、稳妥、有效、健康

的原则。

万吨，苹果将成为铜川大有潜力的地

方财源。
铜川地处关中与陕北之要冲，资

源丰富交通便利，经济发展具有很大

潜力。虽然由于历史的和自身的种

种原因，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源建设遇

到困难，但是，在国家致力于经济建

设战略西移和缩小东西部差距的今

天，振兴铜川财政经济的机遇也即在

眼前。最近，铜川市委、市政府动员

全市各部门、各行业认真研究经济发

展中的具体问题，并邀请国家体改

委、财政部科研所以及中南财经大学

的专家学者前往，为铜川经济发展和

财源建设问诊号脉、出谋划策。我们

衷心期望铜川能够抓住机遇，找到适

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使这颗黄土高

原上的昔日明珠再度闪现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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