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第五，要把振兴县级财政同精简机构、控制人员增

长结合起来。机构膨胀、人员增长过快，不仅增加了财

政压力，而且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必须下决心

推进县乡两级机构改革。近年来，四川省的广汉、绵竹

等县在精简机构、控制人员、节减财政支出上迈出了一

步，收到了很好的实效。如绵竹县财政局从政策、管理

上积极促进县乡两级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到目前全

县由财政负担的人员仍控制在 1988年的水平。我省其

他一些县近几年在控制人员增长、推动机构改革、节减

财政开支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今

后，各地要根据中央有关机构改革的精神，在促进经济

发展、转变政府职能的大格局中，走出一条震动小、效

果好、行得通的精兵简政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财政部

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想办法、出主意，确保机

构改革、人员分流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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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河
县
的
富
民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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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焦满堂

清河县地处河北省东南部的黑龙港流域，东靠卫

运河与山东省相邻，总面积 502 平方公里，耕地 51 万

亩，辖 8 镇 12 乡，320 个行政村，33.5 万人口。过去这

里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是个没有矿产资源，没有大中

型企业，多年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县，直到 1983 年

财政收入仅 458.5 万元，地区财政补贴 17.9 万元，干

部职工的工资才勉强发下去。1984 年以来，该县认真贯

彻改革开放政策，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发展经济，使清

河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尤其是乡镇企业飞速发展，使清

河经济改变了面貌，被誉为“北方温州”。1992年被列为

河北省 15 个综合改革试验县之后，清河县的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当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达到 8.85 亿元，比 1983 年增长 5.7 倍，财政收入

1 763.3万元，比 1983 年增长 2.8 倍，今年上半年完成

财政收入 1 238.9 万元，相当于 1990 年全年的财政收

入数，占 1993 年财政收入任务的 60% ，比去年同期增

长 29.3% ，预计今年财政收入可达到 2 200 万元，提前

两年实现“八五”规划目标，逐步从“吃饭财政”中解脱

出来。

清河县的富民强县之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呢？

他们首先在寻找适宜本县经济发展的路子上下功

夫。1984 年初，清河县曾参照外地发展县办和乡镇集体

企业的经验，狠抓了一阵子国营和集体企业，但收效甚

微，多数国营和集体企业投资不见效，增产不增收。与

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家庭搞的一些项目却显示了旺盛

的生命力。对这一经济现象，他们作了认真调查，研究。

他们认识到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具有短、平、快的特

点，即投资小、见效快，应变能力强，便于经营和管理，

只要放宽政策，引导得力，不需国家财政投资，就能把

群众发展这类经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很适合本县

的情况。经济发展了税源自然就增加了，财政的日子也

就好过了。于是清河县委、县政府从实际出发，决定以

此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带动全县

经济发展。几年来，清河发展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

是不“唯成份论”，“你赚钱我保护，你发展我铺路，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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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我服务，你有难我帮助，你违法我查处”。这样就刺激

了家庭工业、个体经济迅速增长，促进了生产力要素的

优化组合，使清河县很快走上了经济振兴的路子。全县

形成了精梳山羊绒、合金刀具、汽车配件、摩托拉线、耐

火材料五大骨干行业。财政收入每年以 20%多的速度

递增，1986 年摘掉了吃国家补贴的帽子，开始向地区上

缴 30 万元，1989 年上缴增加到 50 万元。

数以千计的个体、私营企业，在经过近十年的资本

积累阶段之后，纷纷联合起来投资办厂，朝着生产加工

型、规模效益型方向发展。1992 年初，县委、县政府又决

定实现乡镇企业的第二次战略转移和升级，实施以“大

规模、多投入、高科技、外向型、名优特”为主要内容的

规模工程，并制定了到 1995 年全县财政收入突破3 000

万元，进入全省经济强县行列的奋斗目标。

清河县在走富民强县道路的过程中，深感财政体

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此他们不断改革和完善县

乡财政体制，调整两级的利益分配关系，调动乡镇发展

经济、培植财源的积极性。该县 1984 年开始实行“定收

定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一定

一年”的乡（镇）财政体制，此后又作了改进，在鼓励抓

收入、控支出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隶属乡镇

的收入和支出没能彻底放下去，因而工资发不出去，乡

镇领导也没有压力。为了尽快摆脱财政工作的被动局

面，1991 年初清河县将乡（镇）财政体制改为“定收定

解，解补包干，超收分成，短收自负，分灶吃饭，开支有

度”。试行一年后，1992 年初又将体制修改为“收入定基

数，解补定包干，一定三年；超收分成，短收自负，分灶

吃饭”。除农业税直接上解县财政外，凡属乡镇的收入

均作为乡（镇）级预算收入，并参照前六年的有关数字，

制定了较为积极合理的收入基数；凡隶属乡镇管理的

机构和人员，其经费均列入乡（镇）级预算支出基数；按

照收入与支出的差额确定各乡（镇）的上解或补贴数；

超基数收入部分，县乡五五分成；政策性增人增支均由

乡镇超收分成中自行消化，并将收入、上解、补贴任务

按月分解、落实。此外，还对财政、税务和乡镇领导制订

了奖惩办法。新的财政体制确定后，充分调动了各乡镇

当家理财的积极性。过去部分乡镇领导，忽视培植税源

和征管工作，甚至找税务部门要求少收税，现在乡镇领

导亲自帮助企业跑项目、跑资金，经常研究财税工作，

制定增收节支措施。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相互配合，

齐抓共管，共同促产增收。1992年 20 个乡镇都超额完

成了全年财政收入任务，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平

均增长 29%以上。目前，清河县正在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富民强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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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财政部门
如何支持发展乡镇企业

卢家永

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

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

力发展乡镇企业是财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财

政部门如何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一、发挥财政管理财务职能，逐步规范乡镇企业的

财务管理，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和财务管理水平。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国家对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企业

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已正式实施，乡镇企业财

务会计核算制度面临着由旧到新的转换问题。因此，财

政部门要充分利用这次改革，抓好乡镇企业的财会制

度建设。第一，要集中力量配合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做好

企业财务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他们熟悉新制度、了

解新制度与现行制度的差别和变化，使“两则”在实际

工作中得以顺利贯彻和实施。第二，结合新财务制度培

训工作，继续抓好现有乡镇企业财会人员的会计证考

核以及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达标工作，不断充实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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