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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区地处西安市北郊，1980

年设区建制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

的城市近郊区，财政收入仅有 501

万元。近年来，该区以发展经济带动

财源建设，以财源建设促进经济发

展，财政工作从扶持乡镇企业入手，

以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突破

口，广开财源增加收入，全区财政面

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由

单纯抓农业到主要抓乡镇企业和多

种经营的转变。1994 年财政收入达

7 828万元，比上年增长 28.7%。全

区经济发展保持了速度和效益同步

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抓管理帮助企业增效益

为促进企业发展，开辟财源，区

政府非常重视对企业的管理，财政

部门先后帮助制定了 “乡镇企业纯

收入分配”、“工效挂钩”等办法，建

立了“发展乡镇企业基金”、“财政支

持企业生产发展”等制度，改进了固

定资产折旧提取办法。仅按实际情

况提高折旧率一项每年可给企业增

加专项发展资金上千万元。对乡办

或村一级企业在全面推行风险抵押

承包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承包指标，

除产值、利润外，还增加了对国家的

贡献、上缴税款、资产保值增殖、企

业积累、技术进步、上缴利润等指

标，仅乡村两级企业就收回抵押承

包风险金近千万元。财政部门还积

极帮助企业建帐建制，开展互审联

查，每年采取多种形式培训会计人

员 500 多人次，在区乡两级企业中

有计划地开展了会计达标活动，建

立健全了产品质量、节能降耗、降低

成本、 提高效益等各项基础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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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些工作为企业上等升级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到目前，已形成了一

定的群体优势，并在技术进步、管理

水平、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等方面

有了较大提高。1994 年底，全区乡

镇企业发展到 1 799 个。有一些企

业先后荣获“国家二级企业”、“部级

先进企业”、“省级先进企业”、“市一

级先进企业”称号。其中被评为“中

国百强之星”的三桥镇，去年先后办

起各类企业 1 700 多户，乡镇企业

总收入达 8.1 亿元，多种经营收入

达到 4 500 万元，财政收入1 774万

元，给国家上缴工商税收 1 573万

元，人均收 入达 1 400元，雄居全区

和西北地区各乡镇之首。

筹资金扶持骨干财源

为缓解企业资金短缺的矛盾，

区政府采取优惠和倾斜政策，通过

多渠道的资金投入，大力扶持重点

骨干财源的发展。

——各方协力，全区实行组织

资金责任制，实行存贷挂钩，确保银

行贷款资金投放的不断增加。1994

年年初，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建立组

织资金责任制：全区需组织资金 3

亿元，其中区乡完成 1 亿元，农行 1

亿元，信用社 1 亿元，并实行存贷挂

钩、清贷挂钩、双线下达、双线考核。

这样，区乡两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肩

上都有了担子，大家齐心协力组织

资金支持财源建设。这些资金，重点

支持了骨干财源企业和重点财源村

的建设，解决了企业生产经营、技术

改造、横向联合、重点项目的资金需

求，使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总收入

在全省率先双跨 20 亿元目标。

——加强预算内、外资金管理。

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每年都从预

算内挤出 150 万元扶持企业进行挖

潜改造和作为生产周转资金，对预

算外资金，在资金所有权不变的情

况下进行合理利用。

——开展财政信用，积极支持

重点骨干财源。目前全区拥有财政

信用资金1 200多万元，每年还向上

级财政部门拆借资金数百万元，主

要用于重点骨干企业补充技改项目

资金不足和中小型技改项目以及解

决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1992

年至 1994 年用于扶持财源建设的

财政信用资金达 2 700 多万元。

—— 开展横向联 合，吸收引进

内资和外资。目前全区共谈成横联

项目 150 多个，引进资金近 4 亿元，

其中外资项目 40 多 个，利用外资

3 700多万美元。

——通过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

吸收单位、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个

人、社会闲散资金。

在使用形式上采取有偿无偿结

合、免息贴息结合、长期短期结合，

使促产资金实力大大增强。在资金

分配 上，择优扶持重点企业，把有限

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一是支持重点

骨干企业，将全区企业进行排队，确

定 一批重点企业，并制定达标任务，

在政策资金各方面予以 优先扶持。

二是支持技术改造和经济效益好的

短、平、快项目。三是支持企业大搞

横向联合，增强发展后劲。实践证

明，由于重视了对重点企业的扶持，

对该区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据统计，骨干企业数量

仅占全区企业的 1 % ，对国家的税

收贡献却占企业税收的 50%以上。

定政策鼓励增收

经过多次改革，该区将乡镇财

政体制由原来的“超收分成”体制改

为“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基数留成、

增长分成、节余留用”的体制，即财

政收入每年按 1 %的比例留成，分

项考核，凡其中 一项税收未完成者

不予留成。当年较上年增长部分实

行增长分成，增长分成比例经济不

很发达的乡镇为 30% ，经济相对发

达的乡镇为 20%。对由乡镇负责征

收的个体税收，采取“单收单算、比

例留成、增长分成”的办法。对其比

上年增长部分采取提高分成比例

10%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

调动了乡镇培植、壮大财源和发展

财源的积极性。三桥镇 1990 年财政

收入只有 748 万元，到 1993 年达到

1 200 万元，增 长 62% ，1991 年到

1993 年，三年该镇体制留成和分成

收入即达 110 多万元。

这几年，区政府先后制定了一

系列乡镇财政创收计划，并辅之以

激励措施。如 1992 年制定的“八五”

后三年财政创收工程计划规定，对

各 乡 镇财政 收 入 增 长幅 度 达 到

15%的，给领导班子每人奖励 1 500

元，每增长 一个百分点，增加奖金

100 元，干部由乡镇自定奖励政策。

结果，当年大部分乡镇、街道办事处

财政收入增幅都达到 15%以上，区

政府当即兑现奖金，对各乡镇触动

很大。除此而外，区政府还对在财源

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干部职

工、农民企业家，拿出百两黄金予以

重奖。1993 年，又对通过抓财源建

设促进财政收 入大幅度增长的乡

镇、街道办事处，对给国家做出突出

贡献的纳税大户制定了颇具吸引力

的激励政策。上述激励措施，有力地

促进了该区经济的发展和财源建

设，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抓三产调整财源结构

第三产 业是该区经济的瓶颈，

也是财源建设的薄弱环节。近几 年

来，他们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财源

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制定一 系列政策措施，促

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如《 关于培育和

发展各类市场的优惠办法》、《关于

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规

定》等，对第三产业实行经营范围放

开，各项政策放宽，人员人流 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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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放手等“四放”政策，坚持

“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

调动各种经济成份兴办第三产业的

积极性。

——加大对发展第三产业的投

入。共新建、扩建、改建了大明宫建

材市场、龙首批发市场等 18 个市

场，总 投 资 9 466 万 元，面 积 达

145 500平方米，1994 年全区私营企

业达 267 个，个体户7 488户，注册资

金分别为 6 386 万元和 7 428 万元。

目前，该区第三产业已形成一

定规模的税源，使税源结构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来源于集体和第三产

业的税收由 1990 年的 500 多万元增

加到 1994 年的 1 400 多万元。

县乡财政

县区财政健康运转
要处理好六大关系

魏乃明江苏省射阳县常务副县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推行，初步

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和地方各级政府

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极大地调动

了县区政府抓收入、压支出、保平

衡、促发展的积极性。1994 年江苏

省射阳县在农业连续遭受旱灾、虫

灾等多种灾害袭击的情况下，实现

财政收入11 989万元，比上年增长

22% ，支出11 714万元，较年初预算

下降 18% ，压缩 1 200 万元，实现中

央、地方财政收入都大幅度上升、支

出与赤字大幅度压缩的健康运行态

势。但是，也要看到，新的财政体制

在相应赋予县区财权的同时，也使

县区财政面临一系列的运转困难，

如地方固定收入面广、增幅小，组织

财政收入难度大；刚性支出多，县区

财政保障与调控功能脆弱；不少县

区财政赤字额较大，资金调度十分

困难。因此，在新的财税体制下，要

保持县区财政的健康运转，必须正

确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一）正确处理好涵养财源与依

法理财的关系。新财税体制和《预算

法》实施后，无论是按照财税法律法

规要求，还是从县区财力总量与运

转的回旋余地看，以往那种靠减免

税收来涵养财源的做法，既不现实、

也不合法。因此，县区政府要把依法

理财摆到财税工作的突出位置，严

格控制各种减免，把该收的收入征

足收齐，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

长，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同时运用财

税杠杆，引导县区经济结构向有利

于扩大地方财源的方向调整。根据

国家财税政策导向和县区经济发展

的实际状况，当前，要大力发展以下

三类与县区财政密切相关的经济：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根据

县区农牧业经济基础雄厚和农税基

本归县区所有，但农牧产品深加工、

精加工程度不高、增值效益、比较效

益低的实际，抓住国家扶持农业、加

大对农业投入的政策机遇，全面调

整农业品种结构，扩大特种经济作

物的种植比例，增加农业特产税收

入：发展产加销、贸工农 一体化的农

经组织，从流通环节的增值中获得

更多的财政收入，从农副产品精、深

加 工的效益增长中扩大税收总量。

司时，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发展外向

农业、创汇农业，使更多的农副产品

直接打入国际市场，并以紧俏的农

副产品资源优势，吸引外资参与农

业开发和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业生

产的附加值，增加农业在县区财政

收入中的比重。

——致力于发展规模经济。产

业门类杂、企业摊子小是县区经济

运行质量不高、企业利税率低的主

要原因。要保证县区财政健康运转，

必须扩大占地方财政收入 70% 左

右的工商税收，而工商税收的增长，

关键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化程度和市

场竞争力。因此，一要通过产权制度

改革发展规模经济。比如可以对县

属企业重点进行股份制改造，将具

有一定规模、效益比较稳定的企业，

按照《公司法》的要求，组建成股份

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扩大资产总

量，硬化资产经营责任，使县区企业

逐步走上自负盈亏、自求发展之路；

二要通过技改使产品上档次发展规

模经济。对市场供不应求的产品，通

过协调组织贷款、财政适当贴息、注

入财政信用资金等办法提高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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