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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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乡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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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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逐步规范乡镇企业的财务管理。第三，要积极帮

助乡镇企业研究制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

务会计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乡镇企业内部财务考核体

系，为乡镇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财

务管理机制。

二、调整投资政策，增加财政对乡镇企业的投入，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一是财政要切实增加对乡镇企业

的投入，尤其是在财政周转金增量安排上要向乡镇企

业倾斜。从当前实际情况看，由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有限，加之财政周转金长期以来重投轻收，沉淀损失严

重，而各方面又都需要资金，调整资金投资结构受到利

益刚性的约束。因此，对存量周转金投资格局可以暂且

不调，但在增量即每年财政周转金新增加部分的安排

上，应逐步提高投入乡镇企业的比重。同时各级财政部

门，要从盘活现有的财政支农周转金入手，并从中拿出

较多比例，支持乡镇企业。二是强化对乡镇企业周转金

的使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使乡镇企业周转金产生更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展乡镇企业，需要扶持的

项目和对象比较多，为避免投入“误区”，把有限的资金

用在刀刃上，应本着“有偿周转、择优扶持”的原则，运

用市场经济的管理办法，并提倡借鉴银行部门管理资

金贷款的成功经验，对那些有生产原料、产品适销对

路，经济效益较好的出口创汇企业、支农企业等，优先

予以扶持。在进行投入的同时，财政部门还要重视跟踪

问效，积极引导企业优化投资结构，加快资金周转，提

高资金利用率。三是积极引导，调动集体和个人投资的

积极性。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和

聚附作用，引导集体和个人增加乡镇企业的投入，共同

投资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乡村

集体、私营、个体、“三资”、股份合作等经济成份一齐

上，呈现“多轮驱动、多轨运行”的特色。作为财政部门

来讲，在资金投入上一视同仁，凡经济效益好的都要支

持，特别是对乡、村、户联合投资入股并有一定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应根据其自身特点做好咨询工

作，并在资金投放上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

三、深化服务意识，疏通各种渠道，为乡镇企业走

向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是要对有关乡镇企业发展

的财税政策加以清理，并对保留下来的有利于乡镇企

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加以充实完善，积极贯彻落实。二是

要重视农村小集镇和专业市场建设，疏通流通渠道，使

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益，以推动乡镇企业的

大发展。三是要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坚决取消对乡镇企

业的各种摊派，努力为乡镇企业甩掉社会包袱，理顺各

种关系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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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帐  一盘棋  

一条 心

—— 沙洋区齐心协力

苦渡财政难关

马学雷

今年，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困难。一季度，全区财政支出缺口达 200 多万元，如

何摆脱财政困难，沙洋区政府提出了预算一本帐，节支

一盘棋，征收一条心，齐心协力渡难关的新举措。

今年年初，区政府亮出全区家底，将 1 200 万元的

“吃饭钱”包干到区直各单位，18 个乡镇街办，明令不再

搞支出追加，区财政只设一本帐。关住了支出的闸门，

全区又着手勒住预算外资金这匹野马。3 月份，区政府

决定对全区预算外资金统一纳入财政笼子，对各种罚

没收入，一律上交财政。否则，扣拨其经费。区直某局一

季度 4 万多元的罚没收入迟迟拖欠，区财政扣拨了该

局 4 月份的经费。硬手段带来好效果，全区 20 多个局，

17 个乡镇的小家当都作了清理，上缴财政 500 多万元，

杜绝了一边喊困难，伸手向财政要钱，一边花钱大手大

脚的现象。

其次，全区上下一盘棋，勤俭节约。在年初的区政

府常务会上，新任区长提出：区级六大机关由区政府带

头，区直各部门，由区财政局带头，节约办一切事情。从

2 月份起，政府几位区长主动取消专车，出差、下乡用车

由区政府办公室统一调度。同时，坚决杜绝各单位买高

档车，购车和建房由区长一支笔审批，刹住了购车、建

房的攀比风。作为管钱的区财政局，带头过紧日子，至

今还只有 2辆破旧不堪的吉普车。

全区在抓好节支的同时，还上下一条心，大力组织

财政收入。4 月 28 日，区政府召开财政工作会议，专题

研究财税工作，17 个乡镇领导在会上签定了税收责任

状。主管财政的副区长多次深入到 17 个乡镇开展调

查，研究征收对策。草场乡党政领导开展了包一个企

业，收一片税的活动。乡党委书记为办好石膏矿，四出

奔波，引资金，搞联营，现已生产出优质石膏原料，全年

可提供税收 10 万多元。蛟尾镇从镇长到村长，层层签

定税收责任状，全镇 18 个村长还主动交出 1 000 元的

风险抵押金，截至 4 月底，该镇已入库税款 3Q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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