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一项改变县级财政困难的
重大举措

——
河北省开展县级财政“双创双扭”活动写实

高志立

河北省县级财政“双创双扭”（创财政收入

亿元县、5 000 万元县，扭赤字县、补贴县）活动

开始于 1991 年。

背景与决策

1990 年夏，程维高同志来河北主持省政府

工作，8 月 15 日听取了省财政厅的汇报。河北

财政困难程度出乎他的意料。尽管在“六五”、

“七五”的十年间，财政收入平均递增 8.8%，但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河北财政的困难状况

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来愈严重。1988 年以来

连年出现赤字，1990 年全省财政赤字达到 2.4

亿元。县级财政困难更加突出。1980 年全省有

财政补贴县 47 个，到 1990 年增加到 64 个；

1983 年全省赤字县仅有 6 个，1990 年增加到

73 个。这样，一些应办的事情无力兴办，应解决

的问题无钱解决，财政欠帐越来越多。程维高同

志认为，财政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经济的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影响“八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和

“翻两番”目标的实现，如果持续下去，还会影响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和主管财政工作的副

省长郭洪岐同志多次主持专门研究财政工作，

并到财政厅现场办公，指出，从长远看，要搞个

“改善财政状况的决定”，要在全省开展县级财

政“双创双扭”活动，并强调这是“八五”时期的

重大决策、重大行动，下决心抓住抓好。

1991 年 3 月份，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

财政工作会议。邀请了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协

的部分领导同志出席，与各地市党政领导和省

直各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共商“八五”时期我省

财政大计。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同志应邀到会

做了重要指示。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程维高对

财政工作提出了要求，副省长郭洪岐对“八五”

时期财政工作做了具体部署。经过会前的充分

准备和会议的讨论修改，一致通过了《关于加强

财政工作，改善财政状况的决定》和《河北省县

级财政“双创双扭”工作实施方案》、《河北省地

方预算内工业企业扭亏增盈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了河北省“八五”时期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

奋斗目标，提出了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增加收

入和保证收支平衡的主要措施。从此河北省县

级财政“双创双扭”活动开展了起来。

措施与保证

1. 组织保证。为实施县级财政“双创双扭”

规划，各级政府都成立了“双创双扭”领导小组，

在财政部门明确了日常办事机构，并对列入规

划的县（市）实行了责任分工和重点联系制度。

省对地市、地市对县（市）、县（市）对乡（镇），层

层签定包保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制，一级抓一

级，真正把规划目标落实到部门、企业和项目

上。同时实行奖罚政策，把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

来，按年考核，兑现奖罚。对在规划期内实现目

标的县（市），省里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表彰奖励；

对没有特殊原因而完不成规划目标的县（市），

进行通报批评或必要的经济处罚，从而使规划

县（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既有压力又有动

力，充分调动了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省、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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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组织力量深入到规划县（市），与县

（市）政府和财政部门一起，对县乡财政的收支

基数进行反复摸底、测算和比较分析，逐企业、

逐行业地分析生产经营状况，在掌握经济优势

和财源潜力的基础上，帮助规划县（市）制定了

既能立足于本地实际、充分发挥自我优势，又能

兼顾新、老财源的开发和利用，适应经济和市场

发展变化需要的规划和措施，并积极参与项目

筛选，具体帮助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体制鼓励。省财政本着鼓励增收的原

则，对创财政收入亿元和 8 000 万元以上的县

（市），以及列入规划的计划单列市，按现行“收

入递增包干”体制，对每年新增上交部门给予适

当照顾，即亿元县（市）全部免缴，8 000 万元县

（市）免缴 70%；对按期完成扭转补贴的县，在

财政体制上实行“自收自支，一定几年不变”的

体制，减下来的补贴，自扭补起三年内不予收

回，留给县专项用于发展生产。各地、市、县也结

合本地实际相应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和鼓励措

施。

3.资金支持。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千方百

计、多渠道筹集“创、扭”资金，支持县级财源建

设，确保“创、扭”规划的顺利实施。两年来，全省

各级财政部门共筹集“创、扭”资金近 9 亿元。为

管好用好“双创双扭”专项资金，省财政厅制定

了《“双创双扭”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

“创、扭”资金来源、分配方案、使用原则和具体

的管理办法，并通过《“双创双扭”专项资金季报

表》、《“双创双扭”资金借款报表（月）》和实地开

展“三查”（查拨款情况、查项目进度、查资金使

用效益），及时了解掌握全省“创、扭”专项资金

的运用情况。各级财政在资金的安排、使用和回

收上，实行了“五坚持”的管理办法，即：坚持专

款专用，“创、扭”资金必须用在“创、扭”县（市）

的经济发展上；坚持重点使用，省级“创、扭”资

金主要用于省级分工抓的“创、扭”县（市），对

地、市抓的适当支持，但主要靠地市自己筹集资

金；坚持用于“创、扭”县（市）效益好、有偿还能

力的县、乡企业；坚持对“创、扭”资金实行跟踪

问效制度；坚持对省借“创、扭”资金通过预算往

来拨款，单独反映，确保按期归还。

4.相关措施。1992 年，为配合县级财政“双

创双扭”，全省在乡镇财政开展了财政收入上台

阶活动。省财政厅制定了“八五”期间全省乡镇

财政收入上台阶的实施方案，提出了上台阶的

档次和目标，制定了上台阶的措施，明确了工作

分工、考核及奖惩办法。各地也都结合本地经济

情况、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逐级制定了乡镇财

政收入上台阶的具体规划和措施。

形式与途径

各级财政和有关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总体部署，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从开展各具特色

的财源建设入手，因地制宜实施“双创双扭”规

划。

——有的地方突出抓基础财源，充分利用

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创税农业。邢台地

区转变发展农业不能富财政的观念，大力支持

农业调整产业结构，在提高粮棉单产、确保粮棉

总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创税农业，走既富民又富

县的路子。近几年，地区财政多方筹资 2 000 多

万元，集中支持巨鹿、南和、宁晋等县兴建果品

生产基地，创办“绿色企业”，并以果品加工为重

点，实现产品增值。如巨鹿县，盛产串枝红杏，种

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首位，被国家确定为“串枝

红杏生产、出口基地”。为发挥这一优势，该县一

方面支持串枝红杏生产，另一方面，于 1992 年

筹资 150 万元上了杏茶饮料项目，9 个月产杏

茶 6 220 吨，实现利税 150 万元。目前该项目二

期工程已经上马，今年投产见效后，预计年产杏

茶 2 万吨，实现利税 600 万元，为摘掉补贴县帽

子创造了条件。

——有的地方突出抓支柱财源，坚持集体、

联户、个体、私营“四个轮子一齐转”，大力发展

县、乡、村三级企业。沧州地区注意发挥乡镇企

业投资少、见效快、船小易掉头、市场应变能力

强的特点，大力发展“六小企业”（小建材、小工

艺、小化工、小电子、小食品、小作坊），到 1992

年底，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 73 亿元，利税

50 万元以上的乡镇企业达到 67 户，乡镇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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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占县级财政收入比重逐年提高，为实现

“创、扭”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有的地方突出抓培植梯级财源，按照

“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的

思想，下大力量上项目。衡水地区始终把抓投

入、上项目、扩规模、打基础放在首位，既抓“短、

平、快”，又抓“大、高、外”。去年，全区共新上和

在建生产性基建、技改项目 1 177 个，其中当年

竣工投产 941 个，总投资近 10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02%，为该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有的地方突出抓地域性群体财源，发

挥地域、行业、历史文化等优势，带动经济发展。

保定地区的容城县是全国有名的服装县，全县

有大大小小的服装加工企业 2 200 多个，服装

行业所创收入占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的 85% ，

提供的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40%；新城县的

白沟市场、蠡县的留史皮毛市场、安国县的祁州

药市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市场。为发挥这些优势，

保定地区在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同时，积

极筹措资金促其发展，两年来，地区财政支持容

城县服装企业周转金 400 万元，支持白沟市场

开发建设资金 100 万元，支持蠡县乡镇企业流

动资金 300 万元，支持安国药厂新产品开发资

金 100 万元。优势的发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加快了该区的“创、扭”步伐。

——有的地方突出抓内涵财源，帮助企业

加强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唐山市属各县对

企业分类排队，确定重点，既抓盈利企业，促其

抓住机遇，多增产多创收；又抓亏损大户，由领

导挂帅，主管部门分包，财政配合，制定改善管

理、扭亏增盈措施，到企业蹲点抓管理。丰润县

预算内工业 企业 1992 年末有未弥 补 亏 损

1 028.5万元，潜亏 1 326.3 万元，到期未归还

贷款近 2 000 万元。为扭转这一局面，县有关部

门抽调懂经营管理的业务骨干 28 人，其中副局

级干部 11 人，分别深入到 6 户企业，进行增效

挖潜和企业内部改革试点。通过抓点带面，取得

较好的效果。到 1992 年底，全县预算内企业实

现利润 1 602.8 万元，比 1991 年增长 3 倍，亏

损企业亏损额减少 33.7%。

——有的地方突出抓城乡互补，通过内引

外联，综合开发，促进县乡经济发展。石家庄市

把城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和所属县区资源优

势相结合，对县乡企业进行政策引导，技术帮

促，资金支持。两年来累计发放扶持乡镇企业资

金 3 383 万元，帮助新办企业 54 个，扶持老企

业挖、革、改项目 130 个，为 95个企业缓解了流

动资金短缺的暂时困难，使乡镇企业产值和上

缴税金大幅度增长。1992 年，全市乡镇企业总

产值达 82.7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 70.2%，年

均递增 30.5%；实现利润 7.1 亿元，比 1990 年

增长 115.2%，年均递增 46.7%；上缴税金 1.8
亿 元，比 1990 年 增 长 49.3%，年 均 递 增

22.2%。全市有 23 个乡镇跨入了“河北省乡镇

百颗星”行列。

进展与效果

两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河北省县

级财政“双创双扭”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991 年，丰南县和黄骅市跨入财政收

入亿元县（市）行列，填补了河北省财政收入亿

元县的空白；有 4 个县（市）登上 7 000 万元台

阶，4 个县（市）达到 5 000 万元；扭转吃补贴县

4 个，扭转赤字县 10 个。其余规划达标的县

（市）也都实现了目标，县级财政的实力普遍有

所增强。

——1992年，全省县级财政收入完成 4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创 8 000 万元的县

（市）4 个，创 5 000 万元的县（市）4 个，扭补贴

县 4 个，扭赤字县 5个。
——

1991、1992 全省财政连续两年实现当

年收支平衡。财政经济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
——1993 年 5 月，河北省召开第二次全省

“双创双扭”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各地开展

“双创双扭”工作的经验，探讨了新形势下加大

“双创双扭”工作力度的思路，提出了调整“双创

双扭”“八五”规划的部分目标，研究制订了促进

规划目标实现的新的政策和措施。河北省“双创

双扭”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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