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行同一口径，一个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

境。外地企业借获鹿之地发展了经济，获鹿县也“借鸡

生蛋”增加了税收。

筑巢引凤

获鹿历史悠久，文物古迹尚存，县城一带曾是著名

的“背水一战”的赵军营垒，“萃山”是韩信出奇制胜的

“纪念地”，县南有历史文化名山— —封龙山、青龙湖、

宝泉寺等风景名区。近年来，为开发旅游资源，吸引国

内外游客，提高获鹿的知名度，县政府动员社会各界抓

紧建设旅游网点。财政局出资 500 万元，以投资入股和

财政贴息等办法，支持旅游网点建设，以使这一潜在的

财源变成更加可观的现实收入。

县乡财政

开源节流  

确保平衡

任秀峰  梁演效  洪加才

近年来，黑龙江省讷河市财政局从全市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坚持量入为出、开源节流的指

导思想，采取各种强化措施，促进增收节支，连续多年

实现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和财政收支平衡。1992年本级

财政收入实现 5 88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6%，当年净

结余 71 万元；今年上半年本级财政收入实现 2 150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2%。财政局连续五年在市目标

考评中被评为一类单位，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市职工劳

模大会先进单位。

一、倾斜投入，培植财源。讷河市财政局坚持财政

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想，把培植财源放在首位，大

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近年来，他们对全市经济

发展的重点项目，都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予以资金投

入上的倾斜。

一是向乡镇企业倾斜，培育新的经济生长点。近三

年来每年投放乡镇企业的财政周转金都在 100 万元以

上，仅今年上半年，就向乡镇企业重点项目投放财政周

转金 110 万元，有力地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培育了

新的财源。上半年，乡镇企业实现产值 3.17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73.3% ；实现利税 3 505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80.4% 。

二是向农业开发倾斜，引导农业向高产、优质、高

效的大农业方向发展。1992 年，财政支农支出 480.6 万
元，比上年增长57.3%。运用这些资金，全市购置农机

具 488台（件），开发水田 1 万余亩，改造低产田 4.5 万

亩，增加灌溉面积 1.5 万亩，并完成了红太渠首和运河

联网等项工程建设，使农业生产获得了第十个丰收年。

今年，支农支出比例又由上年占财政总支出的 3.6%提

高到 5.8%。

三是向工业技改倾斜，努力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去

年以来，财政投入工业技术改造资金 586万元，落实讷

河制药厂新型感光材料、印刷厂四色胶印、淀粉厂预糊

化淀粉、农机厂人造金钢石、大兴公司瓦饼生产线等 11

个技改项目。通过技改挖潜，全市工业发展步伐明显加

快。今年上半年，实现产值 2.3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1
.
5%；实现利税 1 929.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2.5% 。

四是向新产品开发倾斜，提高县域经济的科技含

量。先后选定上马六个高起点、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开发

项目，并投入新产品开发科技经费 30 万元，有力地推

动了科技兴市的发展。蚕蛹软化、水果声光电子保鲜等

科技项目已获取国家专利，助滤剂等新产品已投入生

产，实现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二、加大力度，抓好扭亏增盈。近几年来，讷河市有

些企业效益不高，亏损严重，一直困扰着县域经济的发

展，严重地制约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为解决这一问

题，财政局把企业扭亏增盈作为振兴地方财政经济的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一是健全组织，强化领导。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

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参加的扭亏增盈领导小组。在

财政局设立了扭亏增盈办公室。明确了切实抓好扭亏

增盈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做到指标到位，责任到人。

二是抓盈亏大户，推进“一九八”工程。今年，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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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确定了抓 18 家盈亏大户（1 家利税千万

元、9 家利税百万元、8 家扭亏企业）的“一九八”工程，

财政局把这 18 家市属工业企业作为扭亏增盈的联系

企业，积极帮助这些企业制定落实扭亏增盈措施，支持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各种形式投入资金 580 余万元，

推进了“一九八”工程的顺利实施。上半年 18 家企业实

现产值 8 991.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7.3% ，占市属

工业产值的 93.9%；实现利税 81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65% ，占市属工业利税的 84.5%。特别是 8 家扭亏

企业扭亏效果显著，已有 4 户企业扭亏为盈，4 户企业

实现减亏。上半年，8家企业实现产值 4 230 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93.7%；亏损 13.6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亏

203.3 万元，减亏 93.7%。

三是转换经营机制，采取超常规措施抓扭亏。讷河

财政局积极配合市经委、体改委等部门进行企业体制

改革的试点工作，促进了企业改革的深化，全市工商企

业逐步走上自主经营、租赁经营、股份经营、联合经营

的新路子，同时关停、兼并、破产、转产了一批扭亏无望

的企业。水泥厂实行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

革后，企业效益猛增，上半年实现利税 97.2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93.6% ，一改多年亏损的落后面貌。

三、密切配合，强化征管。讷河财政局把税收征管

作为确保财政平衡的重要环节来抓，重点是强化两大

税收征管：

一是强化工商税征收。与税务部门密切配合，积极

开展纳税情况大检查，去年共清缴出应纳税额 38 万

元。协同税务部门对全市的税源情况进行调查，摸清了

税源底数，发现了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

施，有效地防止了偷漏跑冒税款，拓宽了税收面。配合

税务部门逐户清理陈欠，抓陈税回收，对不能完成任务

的乡镇企业通过抵拨乡镇定补经费办法，扣缴欠税款，

确保各项税收及时足额入库。实行税收情况分析例会

制，同税务部门一起逐月分析预算完成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

二是强化农业税征收。加强了“农业四税”和《税收

征管法》的宣传，层层建立责任制，对农业税专管员实

行了严格的目标管理，并积极协调金融部门配合，共同

做好入库工作。1992 年全市农业税实现 2 014 万元，超

额完成计划，并于 11 月末前及时入库。

四、深化改革，减轻负担。纳河市财政局在左右财

政支出的大项目上“动手术”，进行改革，确保财政收支

平衡。1992年以来，他们着重进行了四项改革。

一是积极参与机构改革。讷河市是全省综合改革

试点县（市）之一，讷河市财政局积极为全市的机构改

革当参谋，配合市人事局、编委办、组织部等部门研究

起草了机构改革方案，本着“小政府、大服务”和“精干、

高效”的原则，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方案 于去年 10 月

实施后，市直党政机构由原来的 70 个减到 32 个，领导

职数由原来的 191 个精简为 111 人，机关人员由原来

的 1 397 人减少到 744 人，精简 653 人，仅此一项一年

就减轻财政负担 81.6 万元。

二是进行了事业行政经费改革。为促进事业行政

单位由全额预算向差额预算过渡，差额预算向经费自

收自支过渡，自收自支向缴纳利税过渡，讷河财政局对

事业行政单位全部实行了“支出包干、超支不补、节余

留 用”的办法，对乡镇财政实行了“定收定支、超收分

成、欠收减支、超支不补”的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又

采取了逐年削减一些单位的事业行政经费，促使有条

件的部门办经济实体创收的办法。从 1993 年开始，对

有关部门和各乡镇，每年削减行政经费 20%，削减的行

政经费用于支持市直部门和各乡镇创办实体。这一政

策出台后，文化、物资、粮食和农口等部门都办起了经

济实体。农业局于 1992 年 7 月组建起优质农产品开发

公司，今年可实现产值 436 万元，利润 51 万元，税金 27

万元。

三是进行了公费医疗改革。实行了公费医疗按工

龄分档次定限额和超限额由国家与个人共同分担的办

法。全市有 12551 人享受公费医疗，1992年公费医疗支

出为 125.5 万元，人均支出 119 元，较好地控制了公费

医疗经费的过猛增长。今年，在总结上年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进一步改革，实行了医疗保证金和医疗保险金制

度。

四是进行了煤炭补贴办法改革，变暗补为明补，从

1992 年 5 月份执行，当年减少财政补贴 235 万元，今年

可节省财政支出 330 万元。

五、严把关口，控制支出。一是严把预算编制关。

编制预算时，实行零基预算，加强预算约束。通过调查，

在摸清各单位的人员编制、取暖面积、车辆、工作业务

量等底数之后，按照各单位需要经费的实际情况，本着

确保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和保证重点工作所需经

费的原则，精打细算，科学合理地确定基数。对公务费

中的水电、公杂、邮电、差旅、取暖、交通工具消耗等项

费用，实行定额包干；对业务费严格控制，除非办不可

的事项给予核定经费外，其他一般不予确定；对会议费

实行统一掌握，主要用于市级几个大型会议。对差额单

位只编制人员经费，不安排公务费和业务费，让其通过

创收自行解决。预算一经确定，在年初就及早同各单位

领导和财会人员见面，增加透明度，使其从年初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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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头脑中绷紧过紧日子这根弦。

二是严把支出口子关。坚持市长一支笔批钱制度，

严格按预算办事，不乱开口子。没有列预算的项目，一

律不安排支出；对纳入预算的一次性支出和弹性支出，

实行预决算制度，即由用款单位先提交一次性经费申

请报告，经财政局长审查后，报市长一支笔审批，然后

按不超预算的实际支出进行决算；对动用财政预备费

的项目，市长先征求财政部门的意见，可行的，市长签

批，不行的，市长一律不签批。市长签批的财政部门给

予办理，市长不签批的一律不予办理。

三是严把专控商品关。认真执行专控商品审批制

度，不经批准的一律不准购买，资金不合理和资金不足

的坚决不批。凡是财政拨款的行政和事业单位购买小

汽车，不管资金来源如何，必须经常务市长批准，否则

不予办理定编和控购手续。欠发职工工资的乡镇、亏损

企业和欠交利税的单位不准购买小汽车。

四是严把预算外资金管理关。成立了由财政局长

牵头的预算外资金调查小组，对全市的预算外资金，从

形成、发展到目前的管理现状进行了详细调查，制定了

《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明确规定，凡是有

预算外资金的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在银行设立存储专

户，全额入帐，不准有帐外帐和小金库，收入必须用财

政局统一印制的票据，支出必须接受财政监督，并上交

财政一定比例的预算外调节基金，如有违反者，从严查

处。通过强化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掌握了行政事业单

位的预算外收入数额，对预算外资金收入较多的单位，

财政减少对他们的拨款，每年节省财政支出 130 多万

元，征收预算外调节基金 68 万元，缓解了财政供需紧

张的矛盾。

县乡财政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四 川省三台县财政 局

近年来，我们从三台的基本县情出发，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及时完善农业投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支

柱产业，抓好科技开发，疏通流通渠道，使全 县农业经

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1992 年全县农 业 总 产

值实现 12.4 亿元，比 1988 年增长 33.8% ；乡镇 企 业总

产值实现 10.49 亿元，比 1988 年增长 133% ；粮 食、棉

花、油料、蚕茧、水产、生猪产量跃入全省农业 县 20 强

和全国农业县 100 强之列；蚕茧、油料总产量已连续 3

年名列全省第一，1992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18

亿元，比 1988年增长 47.6%。经济的发展，为财政收入

的稳步增长，实现收支平衡奠定了基础。1992 年财政收

入达到 6 935 万元，比 1988 年增长 57% ，县可支配财

力在“六五”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县财政已连续 7 年保

持收支平衡。

一、完善农业投入机制，确保农业稳步发展。我们

针对三台县农业资金筹集渠道狭窄，部门配套资金难

以落实等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和完善以财政投入

为启动，集体投入为补充，农民投入为主体的农业投入

机制。在财政投入上，确保预算内安排的支农资金逐年

增长，农林特产税收入的全部、县财政机动财力的 20%
以及镇乡财政超收分成的 40%也都用于农业，并依据

政策足额征集农业发展基金，严格管理 各类支农资金

和支农周转金。在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 下我们又积极

诱导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广泛筹集社会闲资

游资投向农业。仅 1992 年全县 129 个农村合作基金会

就拆借和投放了农业生产资金 8 000 多万元。在吸引农

民投入上，本着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无论是投资还

是投劳，一律不搞统一摊派。在引导农民增加种、肥、药

及中小农具的投入的同时，我们还引导农民增加科技

投入，比如由农民请农技部门和科技人员直接对其实

行有偿服务来增加农业投入的科技含量。此外，我们还

积极吸引外资，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农业发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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