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分配关系。具体设想是：开征乡镇地方建设

税，以代替目前国家规定的多种收费。一是把现

行 5%以内的乡统筹和村提留改为乡镇税收，

二是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提取的

教育附加、社会性支出、以工建农等三项资金，

改按销售收入的 8%征收地方建设税。此外，禁

止各级政府和部门再向农民和企业收取任何费

用。“费改税”至少有四个好处：一是规范了农村

分配行为，能有效地控制农民及乡镇企业负担；

二是农民和企业除缴税外，不再有其他负担，防

止乱摊派；三是增强了乡镇政府的调控能力，有

利于资金的管理；四是“只纳税，不交费”，从根

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四）支持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支持乡

镇企业的发展，也是财政支持巩固农业基础地

位，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

措施之一。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乡镇

企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是农业技术

改革的助推器，是建立“以工建农、以工补农”机

制的依托。农村经济结构要由单一的农业结构

向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农工商

建运服”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结构转变，消除

农村二元经济结构，乡镇企业将要发挥更大的

作用。就江苏省的实际情况来看，财政进一步支

持乡镇企业发展，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

作：一要继续贯彻“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原

则，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向高层次方向发展；二要

积极支持南北协作，鼓励苏南乡镇企业的先进

管理技术和人才向苏北流动，促进苏北的乡镇

企业快速发展；三要改革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使

用管理办法，增强财政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的

实力。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是一个系统工程，财政

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财力能够承受的

情况下，要尽可能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使其迈上新的台阶。

财务管理

深
化
财
政
、
财
务
改
革 

 

严
格
控
制
行
政
费
过
快
增
长

黑
龙
江
省
财
政

厅
办
公
室

齐
齐

哈
尔

市
财
政

局

近年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面对地方财

力不足、硬性增支因素逐年增加的严峻形势，通

过深化财政、财务改革，对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经

费逐步实行和不断完善“总额包干、结余留用、

超支不补、风险抵押”的管理办法，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行政费支出一直控制在省下达的控制

指标之内。

（一）确定科学、合理的包干基数，为包干办

法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

事业的不断发展，行政、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及职能也相应发生变化，加之物价上扬等因素

的影响，原有行政、事业经费定额标准已不能适

应实际需要。为此，从 1992 年开始，在对市委、

市政府下属 6 个单位实行经费包干试点时，市

财政局坚持勤俭节约、反对浪费、量力而行、过

紧日子的指导思想，按照事业机构、人员编制和

职能作用，重新修改和完善了经费定额标准。对

人员经费，按标准打满核足；对公用经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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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干单位的实际情况 ，相应调整了差旅费、邮电

费、交通消耗费等项标准定额。在此基础上，对

各单位一些突发性的政策性增支问题，坚持从

实际出发，视当年财力状况进行协调予以解决。

今年年初，针对财税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情况、新

问题，为使包干办法收到实效，市财政部门制定

了《关 于进一步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几项规

定》，配合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对其所属的 56 个

单位经费指标区分不同情况逐户、按项进行了

核定，签订了合同。同时，针对报帐单位内部吃

大锅饭的弊端，将各项指标层层分解包干，既强

化了自我约束机制，又调动了各单位勤俭节约

的积极性。各部门都先后制定了经费包干实施

办法，采取发行内部代用券、单项支出包干等办

法，有效地抑制了行政费支出的过快增长。

（二）制定明确的奖罚条件和标准，充分发

挥包干办法的激励作用。科学、合理地核实包干

基数，为推行包干办法奠定了基础，但要使包干

办法收到实效，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于使事业单

位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的有机结合，即发挥

利益驱动机制和风险责任机制的配合作用。

1993 年开始，市财政局在市直行政机关中普遍

执行了经费总额包干办法，并在包干合同中明

确提出了总额包干风险抵押、节奖超罚的具体

规定。在签定包干合同时，各包干单位的领导和

一般干部均交纳风险抵押金。年终决算后，没有

突破包干指标的单位，全额返还已交纳的风险

抵押金；包干指标有结余的单位，除退还风险抵

押金外，可将结余额分别用于奖励单位职工和

职工集体福利；超支单位如数从风险抵押金中

扣缴。实行风险抵押、奖惩兑现办法后，有效地

调动了各单位和职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一些

单位主动修改和完善节支办法，特别是对差旅

费、邮电费及车辆消耗费等支出项目进行了从

严管理和控制。出差时能乘火车的不乘飞机和

专车，能用电话联系的事项不派专人，市内工作

尽量不用电话，长途或直拨电话有专人审批，从

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行政经费管理只是单位领导

负责的状况，形成了人人关心、事事处处精打细

算的氛围，从而促进了行政费管理工作健康发

展。

（三）严格考核，认真兑现奖罚，把包干办法

落到实处。实践证明，要使经费总额包干办法坚

持始终，落到实处，并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强

化考核作用，及时、认真兑现各项奖罚规定。为

此，市财政部门针对过去重指标核定、重合同签

订，轻奖罚办法兑现的问题，强化了对行政费包

干办法执行情况及检查和考核，并根据包干指

标完成情况，认真兑现奖罚。1992 年，对市直 6

个包干试点单位经费结余情况逐一进行分析和

考核，并按合同规定及时兑现了奖罚办法，使各

包干单位尝到了经费总额包干的“甜头”，没有

实行包干的单位对这项改革也有了新的明确认

识，为此项改革在市直机关普遍推行起到了促

进作用。1993 年，行政费总额包干办法在市直

机关普遍推开以后，有 49 个单位签定了包干合

同，经过一年的运行，到年末有 29 个单位没有

突破包干指标；有 16 个单位实现了经费结余，

结余经费 6.4 万元；有 4 个单位超支，超支额

6 350元。均按合同规定及时兑现了奖罚。

（四）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行政费包干办法

收到实效。行政费总额包干办法能否收到实效，

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弹性支出能否控制住。齐齐

哈尔市在推行包干办法的同时，从控制弹性支

出入手，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包

干办法收到实效。一是严格清理不合理开支。

1993 年，通过清理、压缩、核实等项工作，共节

约支出 48 万元。其中：压缩会议费 10 万元；不

应由行政负担的公用开支 20 万元（52 人）、个

人取暖费 2 万元（23 户）；封存、报废 、调出而没

办理手续和擅自购买及没有牌照的小汽车 13

台，减少消耗费 5 万元；办实体及预算外办公用

房面积 4 200 平方米，减少开支 6 万元；不应由

财政负担的各种学会、协会及应自行负担的刊

物、杂志等费用 5 万元。二是严格控制重点项目

的弹性支出。1993 年，针对市直机关电话费管

理偏松、不合理支出过大的问题，财政部门制订

了《关于对市直行政机关公用电话费用实行包

干暂行规定》，实施后取得了三降（电话台数、月

均支出数、公费住宅电话费用）一节（经费）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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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效果，全年节约电话费用 75 万元。今年又对

电话费包干办法重新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对单

位的公用电话实行“科处包干、与个人利益挂

钩、节奖超罚”的办法；将公费住宅电话改为私

费家用电话，实行“定额补贴包干”的管理办法。

今年前 7 个月，电话费支出又比上年同期节约

26 万元。同时，对会议费、差旅费、交通消耗费、

接待费等弹性支出也进行了重点控制。1993 年

仅接待费一项就比上年减少近 20 万元。三是积

极支持机关开展创收活动，以补充行政经费的

不足。1993 年以来，通过扶持市委、市政府办公

厅车辆维修等创收项目，每年可补充经费 1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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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好、用活国家有限的抗旱资金，组织好防旱

抗旱力量，增强防旱抗旱能力？是需要旱区认真考虑的

一个问题。四川省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了改革抗旱资

金的使用管理、建设抗旱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在去冬今

春抗旱服务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融设备购置、维修保

养、提水保灌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新路子。仅一年时

间，全省投资近千万元，在全省 62 个县（区）建立了县

级抗旱服务队 42 个，乡（镇）及片区级抗旱服务队 100

个，新购置抗旱机具 2 700 台（套），形成固定资产约

700 万兀。

在大旱之年，抗旱服务组织充分发挥了机动灵活、

服务周到、收费合理的优越性，为战胜干旱，减轻农业

损失做了大量工作。据统计，1994 年全省抗旱服务组织

共灌田 37.95 万亩，浇灌经济林木 3.21 万亩，提水

3 560万立方米，缓解 33.86 万人、38.59 万头牲畜饮水

困难。自身收入 120.65 万元，利润 12.89 万元。

四川省建设抗旱服务体系的主要做法是：

1.建立统一服务机构，改革抗旱经费使用办法，变

“输血”维持为增强“造血”功能。过去，上级下拨的抗旱

资金到位后，大多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结果，花钱不

少，旱情年年依旧，形不成长期稳定的抗旱实力。为此，
去年他们建立稳定的抗旱服务队，对抗旱资金使用办

法进行了改革，将层层下拨改为统一用作扶持发展和

完善抗旱服务体系，集中设备，突出重点，统一服务，以

不断增强防旱抗旱能力，为整个农业服务体系增加一

个重要的服务项目。

2.明确职责，因地制宜配置设备。抗旱服务队把服

务重点放在旱片死角地区，一保人畜饮水，二保农田灌

溉，以服务为宗旨，实行抗旱保本微利经营。针对旱区

实际，配置了体积小、轻便、机动性强的机电设备，便于

及时出击，确保重点旱区抗旱需要。

3.建立制度、加强管理。管好用好抗旱设备，使其

长期发挥效益是抗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又一关键。四

川省在实践中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所购

设备作为国有固定资产由县水电部门登记造册，建帐

存档，统一调配。并按购置价提取固定资产折旧，上交

水电部门专项存储。财务收支帐目健全，并接受财政、

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使固定资产达到保值、安全、

完整。

4.搞好服务，增加积累。在抗旱服务中，根据农民

提水要求，视其工作条件，选派适当机型，运送到户服

务上门。在服务中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收费标准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在搞好服务的同时，服务队还开展综合

经营，增强造血功能，逐步建立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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