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的调查研究，适时帮助企业培训财会人员，加

强核算，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发展。截至

1993 年 10 月底，全市已兴办三资企业 168 家，

合同引进外资累计达 5 033 万美元，其中已投

产 102 家，实现利润 1 600 万元，创汇 1 100 万

美元。

五、调整工作导向，探索理财新路

财政部门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支持，资金是

主要的手段。面对资金供需矛盾突出的严峻形

势，泰兴市财政局采取“三结合”的措施，做到困

难面前工资不迟发、投入不减少、拨款不误事、

运转不停顿。“三结合”即：预算内与预算外相结

合。尽可能多地抓预算外资金储存，把分散、零

星、闲置、沉淀的资金集中起来，积少成多，由死

变活，以短接长，发挥效用。内部挖潜与争取外

援相结合。在对财政投入的专项资金实行跟踪

管理、督促检查的基础上，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

的联系，宣传泰兴，宣传老区，争取帮助。原则性

与灵活性相结合。从实际出发，以管好用活见效

为原则，灵活调度各种资金，发挥资金的最大效

益。由于采取了这些有效措施，1992 年，市级财

政消除了历年的累计赤字，实现了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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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处在长江与襄

渝铁路之间的夹角地

带，交通落后，工业基础

薄弱，财源匮乏，财政运

行得十分艰难。为了摆

脱县级财政困难，我们

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

发展县级经济，培植和

壮大财源上，努力增收

节支，自 1978 年以来已

经连续 14 年实现收支

平衡并略有结余。1989

年被评为“全国财政系

统先进集体”和“四川省

财政系统先进集体”。

一、全方位支持财

源建设

经济决定财政，只

有经济的发展，才有财

政的充裕。为此，我们始

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方针，全方位支持

财源建设，使我县财政

平衡初步形成了良好基

础。

一是倡议“一乡一

品”，大力培植乡镇财

源。我们积极鼓励并帮助各乡镇制定开辟财源

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支持他们因地制宜

地发展乡镇企业，创办具有本乡特点和优势的

小骨干企业以及拳头产品和名牌产品，不断提

高乡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近三年，

县乡两级财政部门参与扶持财源建设项目

1 200个，注入启动资金 3 388 万元，取得较好

效果。目前，全县 24 个乡镇已建成瘦肉型猪、柑

桔、药材、绿茶、白肋烟、高山地膜玉米、高产杂

交水稻等产品基地。到 1992 年底，全县财政收

入超过 100 万元的财政所已由 1988 年的 5 个

增加到 9 个，乡镇财政收入达 3 766 万元，占全

县财政收入的 73.4% ，比 1988 年增加 1 945 万

元，增长 1.07 倍。

二是以财政扭补为契机，加快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通过多方筹资，帮助县

内企业完成了 30 多个项目的技术改造。1992

年，国营预算内工业实现产值 8 962 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43.3% ，创利润 916.2 万元，比

1990 年增长 20.4% ，实现流转税 546.9 万元，

比 1990 年增长 22.6%。与此同时，我们还采取

预算资金融通、周转金投放、财政无偿扶持等方

式，注入资金 2 137.7 万元，帮助企业调整产品

结构，开发新产品，转产或联营，促进企业生产

经营趋向良性运行。1992 年，企业亏损户数降

至 7 个，全年共减亏 166 万元，比上年增盈 262

万元，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扭亏增盈任务，年终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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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原万县地区行署授予扭亏增盈一等奖。

三是支持商业贸易发展，扩充流通业财源。

我们制定了支持和服务于集贸市场与营业网点

建设的措施及优惠政策，为 120 个国合商业网

点和 6 万多平方米营业面积以及 73 个专业市

场和综合商场的建成，尽力提供便利。全县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从 1988 年的 2.65 亿元增加到

1992 年的 5.10 亿元，营业税入库也从 897 万

元增加到 1 444 万元。我们还及时投入启动资

金 438 万元，扶持国有商业企业完成技改项目

34 个，建成全县最大的综合性商场“商业城”。

1992 年，全县国有商贸企业实现销售 2.7 亿

元，比 1990 年增长 12.54%。

四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大力帮助非国有

经济发展。我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尽管规

模不大，但遍及乡乡镇镇、村村落落。财源培植

也不能忽视这个方面。我们把它纳入乡镇财源

培植规划，统筹安排，重点扶持，开展乡财政干

部联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活动，对其生产

经营提出针对性建议，同时注入启动资金，扶持

其发展，如通过对私营巫山乡澎江化工厂和铁

桥钱江肉联厂的帮助，使其年创税利近 10 万

元，迅速增加了乡镇财源。

二、讲究协调配合，防止收入流失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虽然发展经济是基础，

而最大限度减少财税收入流失并及时足额入

库，则是一个关键环节。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

作，我们坚持了以下四点做法。

一是争取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我们对财政

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向县委县政府请示汇

报，争取领导的支持。县长和县委第一书记都很

重视财政工作亲自抓财政，将财政收入任务作

为乡镇和各部门年终考核的四大指标之一，并

把财政是否平衡作为一票否定指标，与奖惩挂

钩。

二是坚持财税金融联系会议制度，分析财

税金融形势、解剖财政收入入库上的症结，解决

生产、流通中影响财税收入的问题。

三是乡镇实行“四长”（乡镇长、财政、税务

所长、农行区营业部主任）负责制，财税人员实

行“四统一”（统一领导、统一安排、统一指挥、统

一考核），开展财税联合办公，强化乡镇财政所

的工商税代征职能。每个乡镇财政所都至少抽

调一人，长期参与税务所的征管工作，解决税务

部门征管力量不足问题。

四是日常征管与突击征收相结合。根据季

节，农业税在三季度和四季度初突击征收入库。

农林特产税征收在一、四季度集中力量打歼灭

战。对欠税大户，组织专门小组上门突击追收。

这几年，我们为缓解资金调度困难和确保预算

收入的完成，都开展了集中性的突击征收活动。

如 1991 年的财政部门“40 天工商税突击助征

活动”，1992 年 11 月的“突击征管月活动”，

1993 年 6 月的“税收突击月”活动，成效都比平

日显著。

三、坚持“以丰补歉”，确保收支平衡

近几年，我县支出增长较快，剔除上级专项

拨款，1989—1992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24%、

30% 、17% 和 10% ，稍微不慎，就会突破预算出

现赤字。在努力实现超收的同时，我们以“以丰

补歉”和控制支出为两翼，从预算管理方面为实

现收支平衡进一步创造条件。

一是安排预算注意留有余地，坚持“以丰补

歉”。每年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我们都努力做

到当年超收原则上留待下年使用，上年净结余

不打入当年预算，遇有特殊情况或重大灾害需

动用时必须报请县政府或财政局批准。每月给

县级预算单位拨款，限于全年支出预算的1/12，

并一律不预拨，对乡镇财政的借款，参照乡镇收

入入库进度借出。支持事业行政单位创收，创收

收入不打入支出预算，到四季度再视全县情况

用于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间接减轻财政负担，

同时对效益好收入大的单位核定抵支收入，直

接减轻支出压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1989

年末我县有滚存净结余 701.4 万元。我们加倍

珍惜这点“余钱剩米”，用它来实现年与年之间

平衡，进行“以丰补歉”。在保证职工工资按月发

放和正常业务支出需要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

增收来兑现国家出台的增资政策，一方面以积

存的历年净结余来弥补当年支出的不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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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以来，我县自行消化增资 1 282.6 万元，

弥补赤字 288.1 万元（1990 年 102.4 万元、

1991 年 185.7 万元）保证实现了滚存平衡并略

有结余。

二是以控制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和集团购买

力为重点，强化支出预算约束。对修缮购置经费

一般不打或象征性打入年度预算，严格控制房

子和车子的购建购买，坚持过紧日子。县委在民

国初年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四十年。同时，我们

强化社会集团购买力管理，近四年来，我县集团

购买力均在上级控办下达的控制指标之内，违

控购车现象基本得以遏制。

三是考虑本县实际和财政承受能力，弹性

处理一些支出项目。我们把困难摆出来，财力情

况公开，讲清道理，争取各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在征得县里四大班子同意的基础上，对一些支

出项目做了弹性处理。如每人月平 7 元的洗理、

书报费，我们对在职职工未作预算安排，由单位

在预算外解决。县内出差费，职工丧葬费、公费

医疗人平标准，均维持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单位

有钱可适当提高）。会议和车辆经费实行单项定

额管理，会议费开支只从低核拨伙食补助和住

宿费，其他细目不作考虑。小车、摩托车，经费预

算，实行定额管理，每年每辆只核定 6 000 元和

1 000 元，多余开支均由单位自行消化。

县乡财政

坚 持收支 平 衡  
支 持经济发展

谢永思

安徽省宣城地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工业

基础薄弱的地区。1984 年全区财政收入只有

6 746万元，人均仅 27 元，财政非常窘迫。为了

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地区财政局在地委、行署和

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牢固树立收支

平衡的理财思想，支持经济发展，狠抓财源建

设，大力组织收入，严格控制支出，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1992 年财政收入达到 24 527 万元，比

1984 年增长 2.63 倍，年均递增 17.4% ，连续 9

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县市无财政赤字，走出了

一条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财政收

入稳定增长的路子。他们的基本做法是：

一、加强宣传，统一认识，长期坚持收支平

衡的理财思想

起初，宣城地区对要不要实现财政收支平

衡，能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等问题在认识上不够

一致。有的认为地区底子薄，条件差，白手起家，

百废待兴，无法实现平衡；也有的认为财政搞平

衡要吃亏，对地方经济发展不利。面对这些思想

障碍，地区财政局紧紧抓住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这个关键环节。首先，主动向地区领导宣传财政

平衡的重要意义，汇报财政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争取他们的重视和支持。在地区领导重视下，各

县市都把财政收支平衡列入各县（市）长任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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