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兴县域经济的财政思考

周振东

黑龙江是农业大省，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

县域经济和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同

是全省经济的基石。县域经济不仅分布面广，而

且与城市经济相互依托，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观念

上的偏差，政策措施上的扶持、引导不力，致使

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尽

管这几年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县域经济建

设，并取得了可喜进展，但落后状况并没有从根

本上改变。如 1993 年全省近 70 个县（市）的财

政收入，仅同江苏省常熟、江阴等 7 个县（市）的

收入大体相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原因很多，改

变这种状况，不能一蹴而就，需从多方面下手，

从财政角度看，必须更新旧观念，谋划新思路，

实施新举措，促使县域经济步入经济- 财政-
经济的良性循环轨道。

建立经济-财政-经济良性循环，是振兴

县域经济的客观要求，是财政、经济部门的双向

责任和义务

经济决定财政，经济发展的程度决定财力

的多寡，而财力的多寡，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

证。建立经济-财政-经济良性循环，就是建立

低投入、高产出、多积累，再投入、再产出、再积

累的良性循环。首先要求财政工作必须紧紧围

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这个主旋律运转。不仅在

财政宽裕的时候，要把振兴县域经济放在自己

工作的首位，就是在财政困难的时候，也必须保

持清醒的头脑，牢牢把握经济决定财政的客观

规律，科学履行财政职能，准确找到杠杆支点，

努力提高操作技巧，全方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从这点出发，近几年黑龙江省财政部门按

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重点抓了富县率先上台

阶，贫县尽快脱贫工作。从 1991～1993 年的三

年间，共注入支持达标脱补资金 3.15 亿元，吸

引各方资金投入 6 亿多元，帮助 40 个“达标脱

补”县（市）新建和技改项目 324 个，到 1993 年

末，已有 246 个项目投产见效，实现利税 1.8 亿

元，预计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新增利税

4.5 亿元。现在已有 16 个县提前达标，10 个县

提前脱补。同时，对 33 个财政自给水平不足

60%的贫困县进行了重点扶持，先后筹措资金

2.51 亿元，支持新上项目近 400 个。1993年扶

贫项目实现产值达 3.8 亿元，利税7 000万元。

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和财政、经济部门

的密切协作，县域经济有了发展，财政状况也开

始得到改善。1993 年全省县级财政收入就比

1991 年增长了 57.79% ，为提高全省财政经济

整体水平创造了条件。尽管如此，受财力的限

制，县域经济发展对财政提出的资金需求，仍远

远不能得到满足，急需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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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真正把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视为财政

自身的需要，视为自己的责任，在政策、工作和

资金上给予更大的倾斜和支持。同时也要求各

级经济部门的工作，必须全方位纳入以经济效

益为中心的轨道，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自己工

作的首位，把社会效益同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

起来，把企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同发展地方财

政，增强县（市）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力量结

合起来，以使经济-财政- 经济良性循环真正

建立起来。

建立经济-财政-经济良性循环是一项系

统工程，必须紧紧围绕“低投入、高产出、多积

累”的目标，认真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思想障

碍和工作问题

要搞好改革开放，观念更新很重要。黑龙江

虽处于边疆地区，但改革开放较晚，经济发展中

的不少思想还需更新。

（一）摒弃单纯的经济和财政观念，树立财

政、经济“一盘棋”思想。从财政角度看，当务之

急是要解决好为发展而发展、不讲效益、不讲积

累的单纯经济观念问题。近几年各地上的生产

项目，成功的比较多，但脱离国家产业政策，不

问财力可能，不管有无市场和效益好坏，盲目乱

上的“瘪子工程”、半拉子项目，也为数不少。其

结果造成财政投入与产出比例低下，经济与财

政双重损失严重。摒弃单纯经济和财政观念，代

之以经济发展“一盘棋”思想，就是要把振兴县

域财政经济纳入到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轨道，

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使促进县域经济发

展成为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一项系统工程。在格

局上，纵向要形成省、地（市）、县的合力，横向要

形成财政、银行、经济管理部门及企业的合力。

在操作过程中，财政部门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

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站在经济发展全局的高

度，把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当成己

任。经济部门要增强财政意识，在富企富民的同

时，把为财政提供积累、支持财政振兴，看作是

支持自己，以实现经济与财政的相互促进、良性

循环的目标。

（二）摒弃项目上得多、摊子铺得大就是扶

贫、就是兴县的旧观念，坚定地树立以效益论政

绩的新思想。效益是经济工作的灵魂，没有效益

的经济活动，就是浪费，就是犯罪。以效益为中

心，就是要吸取以往忽视效益，乱上规模、乱铺

摊子给县域经济带来的恶性循环的教训。那么，

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而言，怎样才能富有效益地

发展经济呢？

一是要对县情有清醒的认识。一切从实际

出发，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灵魂，县域经济要

取得好的效益，首先就要对本地的情况有一个

全面的、清醒的认识。这里既包括对当地人文地

理特点、自然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包括对可用资

源及一些社会习惯的认识。要弄清哪些是本区

域的优势、劣势，设法避劣扬优，变劣为优，并逐

步使诸方面的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进而转变为

效益优势、财政优势。近几年来，黑龙江省一些

县（市）已经做了可喜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如安达县发展肉牛、杜蒙县发展养鱼、东宁县上

苹果梨、宁安县开发响水大米等名特优项目，就

是因为他们对县情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做到了

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较短的时间内，不但增

加了当地财政收入，而且实现了富县富民的双

重目标。与此相反，一些县（市）虽然上了项目，

但成功的少，回报率极低，就连借款到期也还不

上，非但财政一无所得，连本级财政应得的收

益，也被抵扣掉了，这一教训是很深刻的。

二是要对经济开发项目进行科学论证。一

个开发项目能否成功包括多方面因素，其中科

学的论证则为关键一环。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一

些县市为把项目、资金要到手，搞的并不是可行

性论证，而是针对审批机关的口味，缺啥补啥，

搞“可批性”论证。加之一些地方领导人调整频

繁，而参加论证人员对项目成败并不负任何法

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只管签字，不管后果，结果

有的项目半途而废，有的则成百万元地埋在地

里；有的项目虽然建了起来，但由于无原料、无

市场、无法投产达标，不仅害了国家，也害了县

市自己。搞好项目的科学论证，从根本上杜绝

“三拍”，即论证时拍脑门，要项目时拍胸脯，项

目失败时拍大腿，关键是要建立严格的立项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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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度，对项目责任人，要有明确的奖惩制度；

要建立项目档案，有关部门特别是资金投入部

门，要切实做好项目的跟踪管理，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以避免更大损失；要搞好拨款的事前和事

后监督，明确还款时限和扣还办法，使借款部

门、单位和责任人从借款之日起，就有强烈的还

款意识和效益意识，以便从根本上扭转重投入、

争项目而忽视效益的做法。

三是要重视项目的见效速度，选择一个好

的项目，还必须讲求见效速度。同样的项目，为

什么有的县（市）成功，有的县（市）失败？实践证

明并不是资源条件不行，也不是技术水平不过

硬，而是建设速度太慢，失去了机遇，失去了市

场。慢往往慢在资金迟迟不落实，或只有建设资

金而缺少流动资金，等等。因此，扶持县域经济

发展，既要慎重立项，更要集中财力，开足马力，

保证项目尽快达产达效。资金是项目尽快建成

达产达效的根本保证。在立项的同时，就要考虑

资金来源主体及配套资金能否及时足额到位；

就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决不可搞钓鱼项目。

四是要注重选聘人才。选好一个厂长，比上

个大项目还重要；选好一个地方领导人，比开一

个金矿更能造福当地老百姓。有些县域经济长

期发展缓慢，与人才匮乏和选人用人有直接关

系。目前，一些低素质领导者的短期行为，已成

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要使县域经

济有长足的发展，必须注重人才的选拔，要给那

些改革意识强、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才委以重

任。

（三）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办企业的旧模

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进程。企业是经济

的细胞，搞好企业，发展经济，财政才能振兴。黑

龙江省是老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步履维

艰、发展缓慢，县级工业基础薄弱、困难重重，出

路何在？实践告诉我们，振兴县级工业的根本出

路，就是要按照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以产权改造为突破口，改革现有的产权制度。要

推动企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

求，走面向产权市场改革之路，在实现产权的流

动、重组中，求生存、求发展。财政部门要积极促

进县级工业企业加快改造、嫁接、重组步伐，加

快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进程，并注意解决好转换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力支持县级工业尽快走

向市场，成为“四自”的经营实体。

（四）摒弃总额包干的旧财政体制观念，按

分税制体制重新构想发展地方经济的新思路。

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地方财力的来源

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一定

要更新旧的体制观念，按分税制的体制要求，重

新构造发展地方经济的新思路。

第一，下功夫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培植地方

税源。我们必须处理好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既要

保国家的税收增长，又要保地方税收有更大的

增长。一是要加强流转税的征收管理，尽管流转

税小部分归地方，但基数大，省里虽然仅能分到

一部分，但其总额却占地方财政收入相当大的

部分，这部分税源能否管理好、征上来，对地方

财源建设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决不可因国家

分走一块，地方就放松管理，或不去积极培植这

部分财源。二是地方培植税源的重点，应主要放

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上。三是各级政府在抓好

大税（流转税）征收的同时，一定要把抓地方税

的税收突出出来，抓紧抓实，地方税多为零散小

税，政策性强，征收难度大，必须进一步加强领

导，增加力量，千方百计做到应收尽收。

第二，大力发展效益型大农业。黑龙江作为

一个农业大省，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很大

发展潜力，而且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特产税）全

部归地方。大力发展效益型大农业，不仅可以使

农民致富，促进农民奔小康目标的实现，也可以

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 入，为振兴县域经济提供

更多的资金支持。农业大省发展工业，多以农副

产品为原料（这也是一种潜力、优势），通过农业

“第一车间”的高效产出，还可以拉动地方工业

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所以，大力发展效益型大农

业，是实行新财政体制后发展县域经济的最佳

选择，各级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门必须对此有充

分的认识，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

入，下大力量把支农资金管好用好，把应该配套

的资金安排好，并积极抓好“科技兴农”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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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第三，扶持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个体经

济。乡镇企业和民营、个体经济，不仅具有投资

少、见效快的特点，而且也具有机制灵活、产品

调头迅速和潜力较大的优势。振兴县域经济，就

是要把发展这些非国有经济抓住，竭尽全力，做

好这篇大文章。一要加大资金投放力度。除各

级预算安排和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外，各级财政

都应视财力状况，尽可能多地增加一些乡企周

转金，促进乡镇企业实现突破性、跨越式发展。

二要打破唯“成分”论，把扶持民营、个体企业作

为财政、银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作

为谋划新兴财源的一个重点来抓。凡是有条件

的地方，都应从地方财力和信贷资金中划出一

部分，本着“短期借用、财产抵押、法律公证、按

期收回”的原则周转使用。力争在 2～3年内把

一大批民营个体企业发展建设成为乡镇财政的

重要税源。三要研究出台有利于乡镇工业小区

发展的财税政策，进一步增强招商引资的凝聚

力。比如要本着利益兼顾的原则，对易地到工业

小区办厂缴纳的增值税（25%部分）和所得税的

分配问题做出相应规定，以调动地方易地办厂

的积极性。

总之，实现“经济发展- 财政增收-投入增

加-经济更快增长”的良性循环，事关经济发展

大局，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

政府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动作。财

政作为综合经济部门之一，在振兴县域经济发

展，实现良性循环上责任重大，任务繁重，更要

提高认识，充分发挥好职能作用，真正把支持振

兴县域经济工作摆上位置，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强化服务与监督，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做出新

的贡献。

简讯

沭阳 县 茆圩 乡提前三个月

完成全 年收 入任 务

茆圩乡是江苏省沭阳县特困乡之一。多年来，乡财

政一直收不抵支，靠向上级财政伸手“要饭”过日子。今

年年初，该乡确立了“不等不靠不依赖”的思想，眼睛向

内，广辟财 源，狠抓征管。到 9月底已入库 77.2万元，

为全年收入预算的 100.4%，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全年财

政收入任务。

长年“要饭”吃的难处使乡领导认识到：财政困难

是全乡各种矛盾的焦点，财政工作抓好了，各项工作就

主动。抓财源建设关键是抓调整生产结构，把发展创税

型农业放在乡镇工作中心位置。为此，该乡因地制宜，

扩大花生和西瓜的种植面积，全年全乡种植花生 3 万

亩，西瓜 8 000 亩，大大开辟了农业特产税等税源，为财

政增收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全乡脚踏实地抓征

管。为了抓好西瓜特产税的征收，财政所根据西瓜种植

面积大，分布散的特点，组织人员深入全乡 19 个村

8 000多个田块，逐块进行丈量，按户登记造册，一户一

户上门征收，使西瓜特产税入库 12.8 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482%。为了征收好耕地占用税，他们针对以往

存在的问题，统一思想认识。采取“一登记、二查清 、三

补交”的方法，对 1987 年以来占用耕地建房户进行登

记验证。在查清漏征户基础上，财政所牵头，组织乡干

部和村组干部一齐上，一户一户征收，使 90%以上占用

耕地建房户缴清了税款。到 9 月底，共计清理征收耕地

占用税 16.2万元，是去年同期的 8.5倍。

（江苏省沭阳县财政局人秘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振兴县域经济的财政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