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用 改革 精神 抓财政

刘采京中共山西省大同县委书记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县级财政工作不同程度

地得到了加强。但是，由于各种增支因素的增

加，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县

级财政难以为计的状况，不仅直接影响了县域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改革的进行

和社会的稳定。如何进一步加强县级财政工作，

增强财政实力，保证改革、发展和稳定目标的顺

利实现，已经成为县级工作的突出课题，为了解

决这个课题，多年来，我们大同县始终坚持用改

革精神抓财政工作，开创了全县财政工作的新

局面。1993 年，财政收入达到 2 105 万元，比

1988 年 896 万元增长了 1.35 倍，五年翻了一

番多。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 999 万元，比去

年同期又增长了 82.63%。财政收入的增长，不

仅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开支“吃饭”问题，而且还

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各项事业的滚动发展，使

全县出现了干部群众改革热情高涨、经济建设

热气腾腾、各项事业日趋兴旺的大好局面，从而

又为财政工作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重要保证。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实践，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

项工作：

改一味的挤、捆、压为把企业推向市场，不

断巩固、扩大主体财源。县属国有企业一直是我

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县

国有企业数量少，基础差、规模小，提供的财源

十分有限，而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又迫切需要

增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采取的主要是挤、捆、

压的办法，对国有企业捆得过死，挤的过多，压

制的过严，结果是企业难发展，而财政收入增幅

也不大，国有企业成为死水一潭，财政工作陷入

“围城”。

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我们以还权

于企业为核心内容，在积极支持企业大胆进行

内部改革的同时，主动放权，并在政策上、领导

上和具体工作中重点帮助，予以倾斜。首先，按

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精

神全面落实十四项经营自主权，真正把企业推

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其次，

县五套班子领导本着“做企业发展后盾，不干涉

企业生产经营”的原则，分组包片、个人包点，对

国有企业实行领导包点责任制，深入厂矿解决

问题、帮助工作。此外，县财政每年都挤出一定

的财力，用于企业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由于政

策灵活，环境宽松，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发展，

1993 年，全县国有工业企业完成产值 8 756.2

万元（1990 年不变价），实现利润 1 787.5 万元，

分别比 1990 年增长了 58.87%和 144.84%，完

成销售税 597.4 万元，所得税 759万元，其中所

得税比 1990 年增长了 1.77 倍。全县 13 家县营

国有工业企业无一家亏损。

改简单的征、管、抠为管理、扶持并重，大力

培植骨干财源。经营机制灵活是乡镇企业的发

展优势，但与此同时，其灵活的经营也给财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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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征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在乡镇企

业问题上，我们曾一度把目光集中在征管上，出

现了千方百计从乡镇企业中抠利抠税的现象，

一些企业因此陷入窘境。怎么办？在工作实践

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企业要管，税更要缴，但主

要精力应放在扶持其发展上。为此，我们一方面

明确总体思路，办好八件事、建设乡镇企业四小

区，即围绕山转发展绿色企业、围绕水转发展养

鱼企业、围绕田转发展种植企业、围绕土转发展

砖瓦企业、围绕石转发展石材企业、围绕坡转发

展养殖企业、围绕城转发展商饮服务业和围绕

路转发展运输业，建设城郊型经济小区、种养加

（工）小区、建材业小区和畜牧业小区。另一方面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措

施，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优

惠鼓励政策；同时，县里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用于

发展乡镇企业，确定技改项目，1991 年以来，先

后投资 6 050 万元，确定技改项目 78项。此外，

还对乡镇企业制定了具体的股份制改革办法，

现在全县乡镇企业中股份制企业已发展到 53

家。在注重发展的同时，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对乡

镇企业利税的征管工作，保证了税收有较快的

增长速度。1993 年全县乡镇企业总数发展到

4 274家，完成产值和销售收入均达 2.1 亿元，

实现利税 2 750 万元，分别比 1990 年增长了 2

倍、2.92 倍和 2.53 倍，上缴税金 625 万元，成

为名副其实的一大支柱财源。

改单纯依靠短、平、快为着眼长远，着力开

发后续财源。我县交通方便，有大秦、京包以及

正在兴建的大准三条铁路线和大塘、大张、同浑

三条干线公路穿境而过，又靠近“煤都”大同，搞

煤炭运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具有美好的

发展前景；同时，在建材业发展上。我县有用于

制砖的优质粘土、新型建筑材料花岗石、浮石和

优质保温绝缘材料岩棉的原料玄武岩以及石灰

岩等，发展建材业有远大的市场潜力。基于这种

情况，近年来，我们把增加财政收入的着眼点放

在了发展煤炭运销和建材业等，开发后续财源

上。在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巩固扩大黄土坡煤

站、砖瓦厂、建材厂、水泥厂等几家老牌企业外，

又联营兴建了湖东煤炭发运站，成立了石材开

发公司，仅湖东煤站一家企业年创利税千万元。

今年我们又着手筹建了解庄煤站，预计建成后

年创利税可逾 1 000 万元。

改好“大”喜“公”为八轮并转，形成群体财

源。在县级经济工作中，一直存在着重公有经济

轻个体私营、重骨干企业轻中小企业、重 一、二

产业轻第三产业的倾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

来了在产业间、企业间、地区间财政税收分布的

不平衡，既影响财政收入，又制约经济发展。对

此，我们提出了不拘一格求发展、力求经济成份

多元化、经营形式多样化的指导思想。首先，在

企业性质上，不好“公”恶“私”。明确提出“县办、

乡办、村办、民办、联营、合股、外出办、引进办”

八轮并转，一视同仁，鼓励发展。目前，县营企业

已发展到 32 家，乡办企业 33 家，村办企业 20

家，个体工商户 2 529 户，私营企业 20 家，与

1990 年相比，均有大幅度的增长。其次，在经营

规模上，不喜“大”厌“小”，积极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目前，全县二轻企业发展到 16 家，1993

年完成产值 1 738 万元（1990 年不变价），实现

利润 48.89 万元，提供税金 56.8 万元。第三，在

产业结构上，不重“生产”轻“服务”，坚持一、二、

三产业合理配合发展。1993 年全县社会商品零

售 总额达到 1.58 亿元，比 1990 年增 长了

64%。从而形成了公、私、联携手同行，大、中、小

同步发展，一、二、三产业合理配合的经济发展

格局，多渠道地提供了财政来源。

改大收大支为量入为出，做到开源节流并

重。我县现有行政事业单位 152 个（不包括事业

单位下属单位），其中行政机构 88 个，财政供养

人员 5 752 人，民政供养 860 人，事业行政经费

支出每年都要占到地方财政实际支出的 80%
左右。以 1990 年为例，全县地方财政实际支出

1 684 万元，其中各项事业行政费支出就达

1 352万元，占到 80.3%，在各项事业行政费支

出中，个人部分就有 881 万元，占到事业行政费

支出总额的 65.2%，占到当年地方财政实际支

出额的一半以上。机构多、人员多、财政负担重。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千方百计开辟财源的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时，也注重节约开支，勒紧裤带过日子。一是严

格编制，精简机构和人员，杜绝超编现象发生；

二是在健全乡镇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上，建立

了行政事业单位经费和公费医疗包干制度，严

禁超支公务费用、超支医疗费用、超标准购置小

汽车、超标准招待等；三是严格财务审批制度，

严格审批程序和权限，消除了超支乱花现象。由

于口子扎得紧，在近年来增支因素不断增加的

情况下，除了准时发放干部、职工工资和支付必

要的办公经费外，还能抽出一定的资金用于生

产和建设。1993 年当年财政结余 149 万元，还

可拿出一些资金支持生产和建设的发展。

县乡财政

克服“等靠要”  
自力更生求发展

李树春江 苏省响水县县长

近几年，响水县经济发展较快，从 1990 年

到 1993 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由 4.8亿元增加

到 7.4 亿元，年递增 15.5%；工农业总产值由

8.7 亿元增加到 14.4 亿元，年递增 18.2%；财

政收入由 3 107 万元增加到 4 489 万元，年递增

13%。但是，今年以来，响水县财政却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困难。人员的基本工资难以按月发放，

正常的办公经费难以保证，相当部分的项目经

费难以如期拨付。

为什么经济形势好，而财政却十分困难？其

主要原因：一是财政收入和可用财力的增长远

远低于人员刚性增支的增长。以 1994年预算与

1990 年实绩比，财政收入年均递增 12.2%，可

用财力年均递增 10.15%，而财政支出年均递

增达 26.7% ，其中新增人员刚性支出年均递增

高达 57.7% ，大大高于财政收入和可用财力的

增长。二是上级财政扣款直接影响县财政资金

的正常调度。去年以来，全县共被上级财政扣款

1 197 万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本息 782 万元，

财政专项周转金 265万元。目前，仅收回 197.2

万元，尚有 999.8 万元没有收回。三是财政赤字

超过了县级财政的承受能力，乡镇财政极度困

难加重了县级财政的负担。

响水县财政究竟有无好转的可能？回答应

该是肯定的。据调查分析，响水县的财源是有

的，增收的潜力还是大的。以生猪税收来说，多

年来流失十分严重，1993 年生猪出栏 26 万头，

税收仅入库 110 万元。1994 年全县计划饲养 50

万头，出栏 30 万头，按照现行税收法规预测，该

项税收全年预计在 500 万元以上。再以农业特

产税来说，潜力也很大。1993 年仅征收 55 万

元。按照国家规定和今年农业特产的可靠收入

测算，预计全县农业特产税可征收 300 万元以

上。还有除屠宰户以外的 7 000 个个体户工商

税、车船使用税、集贸税等，增收潜力也很大。如

果今年我们把能收的全部收起来，财政赤字将

大大减少，困难的局面将有较大改观。
那么，克服当前如此严重的财政困难，到底

靠什么？我们认为，只有靠自己。必须克服“等、

靠、要”思想，自力更生求生存、求发展，立足收

支自求平衡。

（一）大力发展生产，积极培植财源。发展生

产，培植财源，是克服当前财政困难的关键所

在。首先，必须办好高税利企业，主要是水泥、纺

织、散热器、自行车中轴、制药、服装、缫丝等企

业。其次，要加大技改投入，培养新的经济增长

点。今年着重引进 70 台喷气织机，新建万吨氯

酸钠，开发 500 万只轴承座和子午胎活络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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