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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体制下
县级财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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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县体制是城带乡、大

带小、促进市与县协调发展的

管理体制。由于历史和主客观

等原因，特别是受“东北现象”

的长期影响，黑龙江省县域经

济发展不快，甚至在某种程度

上制约了地区财政经济的迅速

发展。就齐齐哈尔市而言，所辖

9 个县（市），除 2 个县（市）财

政收入按原体制超过七千万元

以外，其余 7 个县中有 5 个是

贫困县，年均财政收入徘徊在

三四千万元左右。这些经济基

础薄弱的地区要取得长期发

展，毫无疑问需要上级给予必

要的资金、人力、物力及优惠政

策帮扶，但关键还是要靠县级

自身开源挖潜，搞好财源建设，

培育新的经济生长点，以促进

县级财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从齐齐哈尔市所属县

（市）情况看，县级财源建设应

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 系列化开发，挖

掘资源财源。地域资源是得天

独厚的宝藏，过去利用本地资

源多采取粗放式的、单打一的、

零打碎敲的办法。由于资源利

用不规范，属于单品种和浅层

次的开发和利用，常常造成资

源利用率低、外流和损失浪费

过大。齐齐哈尔市是国家商品

粮和畜牧业基地，在挖掘资源

上，要破除过去单一型、浅层次

开发、技术要求不高、周期短受

益快的权宜性观念，应在开发

资源多品种、深加工和系列化

上大做文章，通过大力发展劳

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

业，搞好以大豆、淀粉、粮油、畜

产品等为主要原料的梯次开

发，实施“食品战略”，逐步把商

品粮基地、畜牧业基地转化为

食品工业基地，最大限度地释

放资源潜在的效能，以获得最

佳经济效益。

（二）通过科学化改造，培

植特色财源。目前，各县具有本

地特色的多数产品科技含量不

高，有的还是作坊式的生产模

式。因此，县级要通过多方筹措

资金，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不断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水

平，使产品既保持原有特色和

风格，又有新发展，从而增强市

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另外，要不

断提高特色产品规模化经营水

平，形成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

多层次协作生产经营体系，并

逐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

型产业。

（三）通过集团化经营，培

植合作型财源。市管县的主要

目的，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借助

城市的科技、人 才、产业等优

势，带动县级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目前，市级有些拳头产品由

于受资源、场地、人力等限制，

生产发展较为缓慢，有的还没

有形成规模效益。鉴于此，县级

要主动与中心城市的大中型企

业联营联合，形成企业集团，通

过大中型企业的项目、产品、技

术、人才的辐射和扩散，促进县

级企业的快速发展。联合要着

眼于优势互补，通过大中型企

业与小企业、国有企业与乡镇

企业、集体企业的联手发展，推

动城乡之间、企业之间的经济

技术合作，进而优化企业组织

结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四 ）通过 土地转移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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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培植开发型财源。县级应在

认真清理农业税课税面积的同

时，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搞好

“五荒”使用权的拍卖，对“五

荒”资源进行二次开发、深度开

发，充分发挥“五荒”的综合效

益。并可设立“五荒”开发基金，

重点用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比较显著的开发项目，从而促

进农林牧副渔大农业的稳步协

调发展。

（五）通过 体 系化建设，培

植区域型财源。要坚持走区域

化布局、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

务、企业化管理的发展路子。通

过市场牵动、龙头企业带动、基

地农户联动，逐步形成种养加、

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一体化

生产经营体系，加快农村市场

经济转化步伐。另外，充分利用

围城沿路的区位优势，集中开

发建设一些工业小区，综合利

用中心城市的水、电、路、资金、

信息等有利条件，尽快发挥区

域的经济集聚效应。

（责任编辑  江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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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昌县位于湖北省

西南部，县境环绕宜昌市城区

和葛洲坝水电枢纽工程，正在

兴建的三峡工程和宜昌三峡国

际机场也分别处于该县境内。

全县辖 20 个乡镇，58 万人。

1985 年全县财政收入 2 677 万

元，其中，乡财政收入 890 万

元。1986 年该县全面建立乡级

财政以来，坚持以效益为中心，

不断完善乡财政体制和乡级国

库运行机制，加强乡级财源建

设走出了一条财政体制启动、

乡级国库推动、财源建设带动

的效益型乡级财政建设之路。

乡 级 财 政收入 1994 年 达 到

5 718 万元，今 年 上半年完成

3 5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0.2% ，比 1986 年全县的财政

收入还多 10%。1994 年乡均财

政收入和留用的预算内财力分

别高于全省乡镇平均水平的

66.3%和 87%，乡级财政收入

总额位于全市 9 个县（市）之

首。宜昌县是怎样建设乡级财

政效益机制的呢？

不断完善体制

  启动乡级财政体制效益

财政体制规定着县、乡之

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体制效益

在乡级财政整体效益中占据十

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不断改进

和完善财政体制，使之充满活

力，一直是该县乡级财政管理

工作的着重点。

该县乡级财政自建立起到

目前止，共经历了 3 轮体制，4

次调整。

第一轮（1986-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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