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个第 三产业的财政收入，将一些新兴行业纳入营业

税的课税范围，严格控制营业税的减免。要加强税收的

检查，坚决打击各种偷税、抗税行为，杜绝税收的跑冒

滴漏。

第三，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控制支出。一是在预算

的安排 上，继续坚持“一要吃饭，二是建设，统筹兼顾，

保证重点”的原则，千方百计保证人员工资的按时发

放，保证正常的办公经费和重点项目支出。坚决压缩非

生产性开支，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特别是小汽车

的购置。二是对部门和单位的预算支出要严格控制在

年初确定的预算指标以内，不得突破，凡超过预算指标

或者不属于财政拨款对象的，财政一律不予拨补。三是

要积极鼓励事业 单位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各

种创收活动，认真抓好事业单位的以收抵支工作，逐步

将全额预算单位过渡到差额预算单位，差额预算单位

过渡到自收自 支单位，切实改变目前大包大揽的供给

制财政状况，以减轻财政的压力。四是要继续探索公费

医疗管理办法，要在总结上年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抑制公费医疗支出的过快增长。同时要积极探索对差

旅费、小汽 车油修费、邮电费等重点支出的管理办法，

以堵塞漏洞，节约支出，减少浪费。五是要进一步强化

支出管理，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要加强日常的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铺张浪费，真正把有限的资

金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县乡财政

乡镇财政 堵塞

漏 洞 刻 不 容缓

尚合升  曹坤山  吴志赋  屈钦宇

上半年，河南省漯河市、县（区）审计局派出审计组

对全市三县一区部分乡镇 1993 年度的财政收支进行

了审计。结果表明，被审计的 12 个乡镇认真实施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外向带动”战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取

得较好成绩。12 个乡镇全年财政收入 2 371.78 万元，

是预算收入的 121.4%。与此同时，完成预算外和乡统

筹收入 2 014 万元，支出 1 912 万元，滚存节余 892 万

元。乡财政在筹集资金，运用资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

题。

1.截留、欠交问题突出。被审计的 12 个乡镇中，截

留、欠交财政收入的有 8 个，他们该交的不交，不该留

的偏留，总金额 134.5 万元。如某乡将征收的耕地占用

税 59 万元在“待解税款”中挂帐；另一个乡将提留的农

林特产税 15 万元，在“乡统筹收入”中挂帐；有 3 个乡

欠交超生子女费、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和育林基金 29.9

万元；另有 3 个乡截留农业税附加分成、治安罚款和企

业上交利税等 30.3 万元，有的自收自支，有的直接坐

支，减少了财政收入。

2.挪用、坐支数额巨大。因财力不足，坐支挪用，专

款不专用，哪儿紧往哪儿挪习以为常。12 个乡镇坐支、

挪用金额达 567.66 万元。被坐支挪用的有专项资金，

有超生子女费、也有乡级统筹款。用项五花八门：一是

挪用资金搞基本建设。有个乡建办公楼，实有资金缺口

大，他们就擅自动用超生子女费 10 万元。二是挪用资

金购汽车。经审计查明，有 4 个乡购汽车 4 部，耗资

43.5 万元。三是弥补机关经费。有 7 个乡挪用资金弥补

机关经费 110 多万元。四是挪作它用资金 100 多万元，

如用于购对讲机等。

3.乱罚款、乱收费时有发生。中央有关决定 下发

后，乱罚款、乱收费受到抑制，农民负担相应减轻，但并

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 12 个乡镇中，有 7 个程度不

同地存在乱罚款、乱收费问题。执收的单位和部门，有

的无证执罚，收费标准随意确定。某县有个乡仅收取农

民烟叶违约金就达 74.8 万元，加重了农民负担，群众

反映强烈。

4.吃喝招待有增无减。据审计，各乡吃喝招待普

遍，资金浪费严重，去年 12 个乡用于吃喝招待的费用

92.5 万元。其中一个 乡经济并不发达，但招待费一年就

支付 26.9 万元，这对一个穷乡无疑是个沉重的经济负

担

5.公款借支现象严重。审计发现，12 个乡镇程度不

同地存在着公款借支问题，总金额达 336.14 万元。借

支分两种：一是公款公借。这类借支有 289.72 万元，被

借支的多数属专项款。有借给信贷公司搞信贷的，有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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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给企业搞经营的。二是公款私借。个人借支公款 23

万元，最多的 乡达 8.6 万元。借支时间短的一年半载，

长的数年不还，有的成了呆帐。

6.财会人员素质不高。12 个乡镇的财会人员，大部

分未经过专业培 训，有的不懂会计原理，不会建帐，不

会做记帐凭证。还有部分财会人员身兼数职，无充足时

间顾及本职业务，有的几个月不记帐，致使帐目长期不

清。

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弱化了财政、财务管理，加

强管理刻不容缓，为此提出下列建议：

1.培植财源，壮大财力。首先，理清思路搞好规划，

调整好产业结构，办好乡镇企业，实施“富民工程”，促

进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其次，乡镇财政所在扩大财源，

用好资金方面，要给企业当好参谋，将一部分财力投放

到发展农村经济 上去，支持乡镇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

提高经济效益。第三，财税部门坚决按财税法规办事，

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做到不漏户，不漏项，应收尽收，确

保财政收入，壮大乡镇财力。

2.依法理财，严格管理。①强化思想教育，搞好财

税法规宣传，增强法制意识，提高依法理财自觉性。②

坚持专款专用。对 扶贫、农发、教育等专项拨款及周转

金，必须按其用途如数下拨，绝不能截留或挪用。③严

格管好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是乡镇财政收入的大

头，必须由 乡财政统一管理，杜绝“多头掌管”，“多漏

斗”流失现象。同时对有预算外收入的单位的财务收

支，实行审计监督和追踪问效制度。④加强对乡统筹，

村提留资金的管理。这两类资金 一律由乡镇的农经管

理部门统 一管理，做到入帐及时，限额开支。严禁收入

不入帐和坐支或超支行为。⑤严格执行中央通知精神，

坚决制止乱收费 、乱罚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⑥狠杀

吃喝招待风，力求 节省资金。

3.抓紧培训，提高素质。针对乡镇财会人员素质不

高的实际，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对乡镇财会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增强依法理财自觉性，提高业务技

能，使其胜任本职 工作，更好发挥作用。

县乡财政

新体制下县级财政

增收节支应重视的

几个方面

陈友枝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行，对县级财政产生

了重大影响。为使地方财政摆脱困境，实现财政收支平

衡，县级财政除适时转变理财手段，培植地方财源外，

还应重视各项增收节支因素，特别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非税收入。在大力组织税收的前提下，应

统筹搞好搞活其他各项收入：一是土地使用权有偿使

用收入，这是一项新型财政收入；二是县直各部门单位

的预算外收入，应实行财政部门“专户储存”管理；三是

各企事业单位的历年欠款，应抓紧做好清欠工作；四是

清理国有资产流失，增加国有资产收入；五是开展财务

大检查，防止跑、冒、滴、漏。此外，按国家规定，严格加

强规费收入管理。

二、重视周转金管理，提高用财效益。一是在周转

金使用上要打破所有制界限，重点扶持效益好利税大

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培养骨干财源；二是增加对旅

游、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入，提高第三产业收入

增加值，使地方税收随之快速增长；三是及时回收各种

周转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防止挤占、挪用、浪费。

三、重视财政支出管理。由于工资制度改革等政策

出台，大部分县区都承受着巨大的增支压力，因此一要

控制行政事业人员增长，精简机构，压缩行政事业费支

出；二要对有稳定预算外收入的事业单位实行“以收抵

支”，促进全额单位向差额单位、差额单位向自收自支

单位过渡；三要对预算内国营亏损企业采取国有民营、

股份合作、合并租赁等种种方式，促使转制，提高企业

效益，减少财政亏损补贴；四要压缩会议费、公费安装

私人电话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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