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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地区自 1985 年在各县市

试建乡镇财政，十年来，乡镇财政由

点到面，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

1994 年，全区 乡镇预算内财政收入

达到了 1.4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近

2 倍；乡镇财政收入已占全区县级

财政收入的 44.5%。在全区 148 个

乡镇中，上解乡镇 72 个，结余乡镇

93 个，60%以上的乡镇收支平衡或

上交。全区财政收入超过 50 万元的

乡镇有 94 个，占总数的 62.8% ，其

中过 100 万元的有 46 个，过 300 万

元的有 8 个，过 500 万元的有 4 个，

最高的阳新县富池镇达到 1 236 万

元。乡镇财政实力的增强，促进了农

村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民致富奔

小康的步伐。“九五”时期，要进一步

高度重视乡镇财政的发展。分税制

实施以后，营业税、农牧业税、地方

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所得税作为

固定收入留给了地方。目的是让地

方发挥优势，开辟财源，壮大实力。

从咸宁地区的情况看，1994 年全区

的地方收入达到了 2.2 亿元，占全

区财政收入的 55.3%，这些收入大

部分集中在农村乡镇。由此可见，要

振兴全区财政，必须首先振兴乡镇

财政，乡镇财政搞活了，县级财政和

全区财政发展就有了基础，因此，在

“九五”期间，我们要把握和调整好

经济建设和财源建设的思路，以分

税制的政策导向，调整产业结构和

财源结构，拉开乡镇财政“大建设”、

“大发展”的序幕，把经济建设和财

源建设的主战场转移到乡镇建设上

来，把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重心，

转移到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地

方增收上来。

发展乡镇财政，咸宁地区具有

明显的优势。一是形成了一定的产

业规模。在稳定发展粮棉油生产的

同时，形成了以楠竹、木材、茶叶、苎

麻、桂花、生猪、水果、鲜鱼、药材、蔬

菜为基本资源和主导产品的十大多

种经营基地。乡镇企业保持了蓬勃

发 展的强劲势头，13 个省、地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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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小区建设初具规模，产值和利税

均占 全区 乡镇企业的三分之一以

上，具备了加快乡镇财政建设的基

础条件。二是具有比较优越和便利

的交通条件。我区处于正成为国家

投资热点的长江经济带的辐射圈内

和武汉、鄂州、黄石、岳阳、九江等省

内外大中城市的腹地，长江、京广铁

路、大沙铁路、106 国道和 107 国道

贯穿全境，“一江、两线、两道”的沿

途乡镇有 22 个，临近乡镇达百余

个，占全区 乡镇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突出这些 乡镇的发展，必将对全

区乡镇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建设起到

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此外，“九

五”期间，我区还面临着全国生产力

布局调整提供的发展机遇。武钢一

千万吨钢、二汽轿车发展、三峡开工

以及国家建设华中大电网，京广铁

路武衡段电气化改造，建设京珠高

速公路等对我区乡镇经济发展和财

政建设是极为难得的，有利于我们

去挖掘传统产业的生产潜力，去争

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发展 乡镇财政，必须要有一 个

好的思路，“九五”期间，我区乡镇财

政发展 要 着 力 从以下几方面下功

夫：

（一）制定一个符合我区区情的

财政发展战略

今后一个时期，乡镇财政要着

力实施“三项战略”：

第一，实施“点、线、面”战略，突

出重点 乡镇的发展。以长江、铁路、

国道以及县市之间主要干道沿线的

重点 乡镇为“点”，以沿江、沿线、沿

路 为“线”，连成网络，重点突破，分

步推进，带动全区 乡镇大层面的发

展。

第二 ，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

促进城乡财政经济的共同发展。在

城乡经济的连接上，找出生财的着

力点：一是大力促进城乡经济资源

的优势互补；二是实现城乡经济总

量、结构与财源规模、结构的相互支

撑。形成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相互

促进、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之势。

第三，实施“科教兴财”战略，促

进财源结构的优化。加强科技、教育

与社会财富增长和乡镇实力壮大的

结合，以科技、人才和教育培训为载

体，加大经济发展与财源开发上的

科技引入力度，促进乡镇经济的崛

起和 乡镇财政的振兴。

（二）形成一个推进乡镇财源建

设的大势

根据我区的实际，今后一个时

期，乡镇财源建设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突破性发展乡镇企业，巩

固骨干财源。乡镇企业是乡镇财源

的主体，要坚持“一 手抓大发展，一

手抓大提高”的方针，讲求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促进乡镇企业上档次、上

规模、上水平。二是突破性发展多种

经营，壮大基础财源。要狠抓基地建

设，实行基地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要着力发

展“庭院经济”，让千家万户动手，按

照“分散小庭院，并网大基地”的模

式，引导农户向“一村一品、一 乡一

业”的方向发展，形成规模、形成支

柱、形成区域特色。要大力推行“公

司+基地”、“公司+农户”或“公司

+ 基地+ 农户”的经营方式，走产业

化发展道路。三是突破性发展个体

私营经济，培植新兴财源。各地要进

一步放宽政策，采取多种措施，鼓励

个体私营经济放开手脚大发展，确

保乡镇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四是

突破性发展旅游业。咸宁的区位条

件优越，交通便利。以山青、水甜、洞

秀、泉美、林茂、桂香为主要特色的

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目前已初步形

成了九宫山、赤壁、温泉、陆水四 个

功能各异的旅游区和连成一 片的旅

游线，开发前景十分广阔。要通过两

三年的努力，逐步把旅游业建成支

柱产业。

（三）建立一个规范合理、充满

活力的乡镇财政体制

体制的确立要本着公平、效能

的原则，既要有利于调动县乡两级

的积极性，也要适当给乡镇 一定的

压力，以促进乡镇经济发展。一是合

理划分乡镇财政收入。农业四税、地

方工商各税、其他收入及增值税留

地方 25%部分和消费税、增值税增

量返还部分要尽可能留给 乡镇，县

（市）不得搞“中间截留”、“ 税外分

税”和“超体制集中乡镇收入”。二是

合理确定乡镇财政的支出范围。 凡

是与乡镇政府事权有关的财政 支出

都要继续下放给乡镇。财政支出下

放后，各级政府要继续关心 乡镇事

业的发展。对重大政策性增支的出

台，要充分考虑乡镇承受能力，县市

对乡镇的重大增支要适当分担。三

是合理确定乡镇预算管理体制。同

时，要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乡镇国

库运行方式，使 乡镇国库真正发挥

一级金库的作用，切实改变新体制

运行中乡镇有“库”无“金”的状况，

促进乡镇财政向实体方向转变。

（四）完善一个体现乡镇财政职

能的管理体系

在收入上，不仅要管预算内财

力，还要管预算外和社会财力；在支

出上，不仅要安排好行政事 业单位

的正常支出，还要管理好生产性建

设性支出，以体现支持农村改革、发

展和稳定的职能作用；在理财方式

上，不仅聚好财、用好财，还要积极

参与财源开发和经济管理，在生财

上下功夫，当好乡镇党委、政府的参

谋，形成稳定的财力增长机制；在财

政管理上，不仅要综合统筹平衡 乡

镇社会财力，管好钱财，还要对区域

经济的运行，实施财政调控、管理好

制度，用好政策。

（五）营造一个有利于乡镇财政

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一，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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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要利用多种形式和各种传播媒

介，大造舆论声势，宣传乡镇经济在

全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促进全

区财政经济工作上台阶的重要作

用，澄清各级干部和群众在乡镇财

政建设上的模糊认识。

第二，完善乡镇财政建设的政

策和法制环境。首先要落实对乡镇

财源建设的扶持政策。一方面，要通

过出台政策和多渠道筹集资金，支

持乡镇建立“财源建设基金”提高外

来投资比重，提高个人和社会投资

比重。另一方面，要加大扶持力度，

集中资金对乡镇有效益、有前景的

项目，实行定向、连续扶持，形成规

模效益。同时搞好“两个纳入”。利税

过百万元的乡镇企业要纳入地区财

政局统一调度，多种经营在千亩以

上的基地要纳入地县财政的帮扶重

点。其次是县市职能部门在乡镇的

分支机构的事权，尽可能下放到乡

镇政府统一管理，使乡镇财权与事

权相结合，有钱用，有事干，增强乡

镇财政在区域内的调控能力。再次

是按照《预算法》要求，将乡镇财政

管理职能落实到位，实施收支管查

的全面管理。为乡镇政府当好家、理

好财。

第三，创造一个“争先、抢前”的

竞争环境。要鼓励我区乡镇经济参

与全国、全省大市场和地区市县之

间的竞争，“九五”期间，地、县、乡三

级每年要搞排行榜、龙虎榜，按照乡

镇经济实力、经济效益和财政实力、

财政效益排座次，向社会公布，营造

一个“以实力定位置，以实绩论英

雄”的氛围。

（责任编辑  王 旭）

专访
压缩人员经费  缓解财政困难
——河北省宣化县控制财政支出收效显著

本刊记者

河北省宣化县把控制财政支出作为削减财

政赤字的重要举措，通过精减机构，分流人员，

使全县财政供给人数由 1990 年 7 672 人压缩

到 1994 年底的 6 986 人，五年中财政支出年均

递增 19%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 个百分点，成

为张家口市所辖 13 个县中唯一不欠发工资的

县。与此同时，滚存财政赤字由 1992 年的 1 035

万元压缩到了 404 万元，削减赤字 631 万元。

“七五”期间，宣化财政收入由 1 326.7 万

元增加到 2 100.6 万元，增幅已不算小，但收入

绝对额在全省仍处于下游。与此同时全县财政

负担人数却居高不下。1990 年全县欠发差旅费

和各种补贴达 100 多万元。到 1992 年个人部分

支出占到了全部财政支出的 89%，财政赤字达

到 1 035 万元，欠发干部教师工资尤其是乡镇

欠发工资成了家常便饭，专款不能如期拨付，事

业发展与财政拮据的矛盾日渐突出，曾一度成

为张家口市的“老大难”。

在这种情况下，“八五”期间，县委、县政府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通过减人来保证工资的发放，提出了“先修渠，

后放水，控内控外要并举，体制不走回头路，稳

步推进求实绩”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压缩人员经

费的工作。

“先修渠，后放水”。即先给单位政策，让其

增加收入，创造出可以分流人员的条件，然后再

把单位的全部或部分人员分流出去。如对农业

局，县里给予优惠政策，促其兴办了种子公司、

蔬菜公司、植保医院、农机公司、农机具服务队

等 10 余个实体，实行有偿服务，待这些单位具

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并可获得稳定的经营收入

后，再逐个从县财政负担的单位分离出去。

“控内控外要并举”。对预算内供给人员及

经费和预算外供给人员及经费同时进行控制。

控制人员经费不是简单地把财政负担的人员推

出去了事，而是通过算细帐，采取对应措施来达中
国
财
政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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