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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实行分税财政体

制后，由于新旧矛盾交织，乡镇

财政建设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

和问题。一些地区为了增强县

（市）财政的调控能力，保证人

员经费开支，将过去由乡镇财

政管理的收入和支出权限 上

收。个别地方在机构改革及税

务部门分设中，将乡镇财政机

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削弱了

乡镇财政的力量。这种现象不

仅不利于乡镇财政的健康发

展，而且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对乡镇财政的内在要求不相吻

合。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

策背景下，直接支持、促进、服

务于农村经济的乡镇财政职能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当前加强

乡镇财政建设，我个人认为，应

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确定合理的乡镇财政

管理体制，调动乡镇政府组织

收入的积极性。财政体制是处

理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

一项基本制度，乡镇财政管理

体制问题是乡镇财政建设的一

个核心问题，乡镇财政管理体

制确定的合理与否，不仅直接

涉及到县乡政府的利益，而且

对保证增加农业投入、稳定农

民负担等都会产生影响。分税

制体制的实施，为理顺乡镇财

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条件，在分

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步入

正轨的情况下，如何规范县乡

（镇）财政体制，成为完善分税

制的重要内容。处理好稳定与

发展的关系，兼顾县乡政府利

益，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是

确定乡镇财政体制的一项基本

原则。

2.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积

极培植财源，确保乡镇财政收

入稳定增长。随着分税制的推

行，乡镇财政的财源结构发生

了变化，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农

林特产业以增加农业特产税收

入，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建立农

业生产服务体系以增加营业税

收入等，成为乡镇财政巩固与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发展的新课题。今后，乡镇财政

的工作重点应放到支持和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上来。去年底中

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进一

步强调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

的首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逐

步把我国农业建成有强大物质

基础和发展后劲的现代化农

业。作为直接为农村经济发展

服务的乡镇财政，在新形势下

应进一步明确理财思路，把工

作重点放在支持、促进和服务

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其

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

业结构，促进农业走高产、优

质、高效的路子。“两高一优”农

业的发展，不仅包括种植业，也

应包括林、牧、副、渔及各种养

殖业。支持农民搞多种经营，加

快资源开发。要运用先进科学

技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建设

综合效益高的新型农业。其二

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乡

镇企业上档次，上规模，上水

平，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乡镇企

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发

展乡镇企业是繁荣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乡镇企业发展

了，可以有效地支持农业发展，

减轻财政负担，同时可以增加

乡镇财政收入。其三是着力发

展农村第三产业，搞活流通和

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繁荣。

3. 建立高效合理的乡镇

财税机构，保证乡镇财政工作

健康发展。截至 1993 年底，全

国已有 96.7%的乡镇建立了

财政所。实行分税制后，乡财政

所的机构设置大体可归结为两

种类型：一是“财税分设型”，一

乡三所（财政、国税、地税）；二

是“财税合并型”，即财政所与

地税所合并或合署办公。两种

形式各有利弊。由于税务机构

实行垂直领导，因此，“财税分

设型”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的

贯彻执行，减少地方政府的干

预，有利于稳定税务干部队伍，

但不利于理顺财税关系，机构

设置重复，加大征税成本。“财

税合并型”则有利于加强税收

征管力量，调动乡政府组织收

入的积极性，有利于完善乡镇

财政体制，协调财税运营，降低

征税成本，但是也存在上下关

系不顺、干部待遇不统一等问

题。

乡镇一级财税机构如何设

置，财税工作如何协调？根据多

方面的调查，我们认为，至少应

考虑两项因素，即收入组织的

保证程度和课税成本。目前，我

国乡镇财政收入尤其是农业四

税，税源零星、分散，纳税人法

制观念和纳税意识有待强化，

因此，有必要借助一定的行政

手段组织征收，这样做既可多

收税，又可降低征税成本。实践

证明，利用现有的农村基层行

政组织，可以有效地配合税收

的征管工作，减少税收的流失。

因此，地税所的设置要根据各

地的不同情况确定，有条件的

可以考虑成立乡镇财税所，以

利于协调财税运作，健全乡镇

财政职能，增强乡镇政府对乡

镇经济的调控力度。

4. 拓宽理财领域，进一步

加强对乡镇“三项资金”统管工

作。分税制体制改革为乡镇财

政实行“三项资金”统一管理创

造了条件，各地应善于抓住机

遇，通过改革，理顺乡镇自筹资

金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切实加

强乡镇“三项资金”特别是预算

外、自筹资金的管理，形成乡镇

综合财力，为乡镇政府行使政

治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提供

充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加强

对农村统筹资金进行“费改税”

的研究。出台可行的政策措施，

把“三项资金”都纳入财政管理

的范围。另外，要加强村级财务

管理。乡镇财政要从分析现行

村级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之不

足入手，努力探索出一个适合

我国农村的个体经济和集体经

济混合形式的村级财务管理体

系和管理形式，以促进农村经

济更健康地发展，为党在农村

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创造更

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

境。

5. 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

乡镇国库的建设。乡镇国库是

办理国家预算收支的基层单

位，乡镇国库的建立、巩固以及

管理，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目

前全国乡镇国库建设已初具规

模，并形成了以《乡镇国库管理

办法（暂行）》为核心的管理制

度体系，这些为乡镇国库巩固

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为

乡镇国库建立和发展提出了新

的要求。我们要按照《预算法》

和《国库条例》关于“一级政权

要有一级财政，一级财政要有

一级国库”的规定，对已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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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镇国库，要保证其正常运

转。要适应分税制体制的需要，

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

乡镇国库不断巩固和完善。尚

未建立乡镇国库的地区，要积

极创造条件，配合有关部门，有

计划地把乡镇国库逐步建立起

来。

6.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

干部队伍建设。一方面是要解

决好乡镇财政干部的编制待遇

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稳

定目前的乡镇财政干部队伍。

同时要根据改革的新形势，抓

好乡镇财政干部的培训工作，

要利用各种途径，加强培训工

作，不断提高乡镇财政干部的

文化、专业素质和政策理论水

平，使乡镇财政干部能够适应

新形势的需要。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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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北 京牌  
吃 区位饭

三河市财政局

河北省三河市位于北京东 60

公里，地处京津唐三角地带。几年来

三河市充分利用临近京津的区位优

势，按照“举开放旗，打北京牌，吃区

位饭”的经济发展思路，抓住中央各

部委机构改革，兴办三产的机遇，引

进项目，引进资金；抓住北京市实行

“退二进三”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

成建制地引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到三

河落户，大力发展经济，地方财源不

断发展壮大。该市近年来相继实现

了“跨入河北十强，跻身全国百强”

的奋斗目标，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1991 年财政收入完成 5 601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7.6% ，1993 年财政收

入完成 9 033 万元，比上年增长

38.6% ，1994 年，财 政 收 入 完 成

10 476万元，进入亿元县行列。

建设骨干财源

几年来，三河市紧紧抓住投入

这个龙头不放，多层次、多元化、多

渠道筹措资金，保证每年投入 3 亿

元以上用于建设骨干财源。1992

年，全市项目投入 3.4 亿元，1993

年为 4.5 亿元，1994 年达到 5亿元。

按正常的投入产出比例 1 ：3.7 计

算，因投入增加，这几年就分别净增

工 业 产值 12.6 亿、16.7 亿、18.5
亿，每年增加财政收入 450 万元。为

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用，三河

市认真筛选项目，重点投向两个方

面：一是高投入项目。1993 年，全市

新建和技改项目 130 多个，其中，投

入在 5 00 万元以 上的大项目有 24

个，投入在 3 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

有 3 个。1994 年，全市已新上 13 个

投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大项目。其

中，欧式屋面瓦项目已列入国家重

点扶持项目；新上热浸镀项目，总投

入 700 万元，即将投产，产值可达

14 700万元，利税 780 万元；泃阳镇

和兰州军区后勤部联合投资 2 200

万元建设兰河轧钢厂，现已正式生

产，年可创产值 8 000 万元，完成利

税1 000万元。这些项目的建成和投

产，对培植经济发展后劲、大力开拓

财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是

高科技项目。近年新上项目大部分

属于电子、食品、制药、生物工程等

高科技项目，这些项目市场前景广

阔，附加值高。如 1992年洁神集团

投资 1 680 万元，引进国际上最先

进的意大利干洗机生产线、精烫整

形机的软件及日本的硬件，产品质

量和产销量大为提高，1993 年全公

司完成工业总产值 6 000 万元，实

现利税1 200万元。投资 2 200 万元

兴建的高楼等级面粉厂，引进国际

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整个工艺流

程全部采用电脑控制，能生产 20 余

种专用面粉，以此为核心组建的高

楼粮油集团，今年可创产值上亿元，

利税超千万元。全市还储备了新型

液压机等一批高科技项目。

优化主体财源

三河市充分认识到，从根本上

振兴县级财政，就必须优化现有的

市乡工业结构，集中力量发展支柱

产业、重点企业和拳头产品，提高规

模效益。因此，我们对现有企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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