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如何缓解

县级财政困难
涂福生江西省铅山县委书记

实行新的财税管理体制

后，县级财政如何走出困境？我

认为，坐、等、靠、要是没有出路

的，关键要向内使劲，在开源节

流，强化征管上下功夫。

一、围绕提高企业效益，巩

固和壮大现有财源

财税体制改革后，增值税

的 75%和消费税的全部收入

划归中央。从表面上来看，原列

为地方财源建设重中之重的国

有工商企业不再是地方财政收

入的主要来源，其地位似乎不

再重要，其实不然。一方面，企

业增值税的 25%部分和所得

税仍然是地方收入中的大头，

另一方面，企业仍是地方收入

保存量争增量的主要来源。因

此，巩固和壮大现有财源仍然

是地方今后财源建设中的重要

内容，丝毫不能松懈。重点要放

在抓好企业扭亏增盈，提高企

业效益这篇大文章上。当务之

急是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

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促使企

业向完善管理要效益，向优质

高产要效益，向挖潜改造要效

益。

二、围绕新的财税体制，调

整地方经济着力点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央

与地方之间、地方各级之间的

一次利益再分配，也是促进产

业结构、财源结构合理调整重

要举措。在包干体制下，地方只

要交足所承担的财政上交数，

余下的收入全归自己。这种情

况，决定了高税产业成为地方

追求的目标。但实行分税制后，

税和利将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

范畴，与地方发生不同的利益

关系。因此，今后地方要发展经

济增加财力，必须改变过去只

重上项目，忽视税利结构的做

法，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制

定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结构，确

定投资重点，培植和发展地方

财源。

1.要大力培植和发展农

业财源。新体制将原来征收产

品税的农、林、牧、水产品，改为

征收农业特产税，生猪产品税

改为征收屠宰税，并都 100%
留给地方。因此，要把农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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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财政的支撑点来抓，关键

要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

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开展

多种经营，促进“三高”农业发

展。大力发展农业特产生产，并

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

化经营之路，提高农业特产商

品率，实现农业特产增值。

2.要大力培植和发展第

三产业财源。实行分税制后，第

三产业的大部分税收作为地方

财政收入，这就要求不仅要重

视生产领域，而且要重视第三

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应

该重点抓好几个方面：一是鼓

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尤其

要鼓励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发展

交通运输、娱乐、服务等关系地

方财力增收的重点行业。二是

加快市场建设步伐，在县城、建

制镇、公路沿线和农村集镇建

设一批各具特色、辐射面广的

专业市场和农贸市场；同时加

快科技、信息、劳务、房地产等

市场的培育和建设。三是促使

行政、企事业单位把现有的生

活服务设施向社会开放，转换

机制，参与市场竞争。

3.要大力发展资源开发

型企业，培植新兴财源。要彻底

从单纯依靠国有、集体企业获

取收入转变到面向社会去培植

利税大户。要打破预算内外和

所有制界限，只要是生产发展

快、提供利税多的企业，无论是

国有的、集体的、股份的、私有

的或是外资的，都要一视同仁，

给予支持，真正形成一批适应

市场经济，有旺盛生命力，为地

方提供稳定财源的利税大户。

三、围绕财政发展后劲，抓

好财源建设规划

根据铅山县经济发展状

况、资源优势和区域特点，在财

源建设上，应突出抓好大力开

发地下资源，努力发展木竹、蔬

菜、畜牧水产和蚕桑、白莲、西

瓜、甘蔗等经济作物生产，并依

托这些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建

材、轻化、食品、木竹加工、矿产

品加工等支柱行业。对现有的

水泥、果糖、造纸、机械等重点

财源，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改

造步伐，扩大规模、增加生产、

降低消耗、提高盈利水平。实施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按照“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格局，着力培

养乡镇骨干财源。

四、强化税收征管，切实改

进税收工作

从当前情况来看，税收征

管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税收

流失还比较严重。因此，在今后

的税收工作中，必须把堵塞税

收漏洞，减少税收流失作为重

要任务，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加强征管，改进工作。一是各级

党政组织要加强对税收工作的

领导，要把税收工作摆在重要

的议事日程，这是搞好税收工

作的根本保证。各部门、各单位

要把协助税务机关制止偷、漏、

抗税行为作为己任，为税收工

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要加强税收法制宣传教育

工作，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

提高纳税人的纳税自觉性。三

是要改进征管办法，强化征管

手段。要规范征管模式，实行申

报、代理、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

制度；要加强税源管理，杜绝漏

管户，掌握税源变化情况，把税

源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中；要切

实加强重点税源的征管，强化

零散税源控管，确保税收稳定

增长。四是要加强税务干部队

伍建设，健全税务机关内部制

约机制，努力提高税务工作人

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形成一支

廉政勤政，纪律严明，能打硬仗

的税务干部队伍。

五、强化财政管理，严控财

政支出

当前，资金紧缺，调度困

难，成了地方财政一个不可回

避的现实问题。如何缓解资金

调度紧张的矛盾？现实和有效

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加强预算

外资金管理，建立“第二预算”，

将预算内外资金融通使用，充

分利用“第二预算”的时间差，

来弥补和填充返还收入到来之

前的空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

加大预算外资金管理力度，切

实把一切具有财政性质、政府

行为的收入和所有预算外资金

纳入财政管理轨道，为实行财

政预算内外资金的结合使用和

融通互补，提供财力保障。二是

严控预算内财政支出，强化行

政、事业单位经费管理。要坚持

厉行节约，讲求效益的原则，在

保工资发放和机关正常运转的

前提下，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

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重点建

设上；要坚持量入为出，量财办

事的原则，按计划、按进度拨

款，不超前拨付。把超出财政承

受能力的支出项目坚决压下

来。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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