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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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