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促经济发展  
力争财政收入再上新台 阶

吴春龙  刘兴文  许兴旺
“七五”以来，北京市昌平县的财政收入随着经济

发展以较快速度增长，1990 年全县财政收入 1
.
35 亿

元，比 1986年翻了一番。1990 年，昌平县名列全国 100

个财政收入大县的第 23位，1991 年又名列全国经济综

合实力百强县的第 27 位。进入“八五”时期，县委、县政

府进一步解放思想，审时度势，制定了调整产业、产品

结构，狠抓重点工程项目，积极开发旅游区、科技园区

等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与此同时，大力抓好财政建

设，安排两位副县长分管财政，力争在经济建设上新台

阶的基础上，1995年财政收入达到或超过 2亿元，使财

政收入再上新台阶。昌平县财政部门紧密配合全县经

济发展部署，围绕着财政收入上新台阶的奋斗目标，积

极进行财源建设，狠抓收支管理，努力开展工作。

一、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引导农业向优质、高产、高

效的大农业方向发展。为开拓农业财源，县财政部门想

方设法、合理调度使用财政资金，大力支持农业结构调

整。1992年，全县财政支农支出达 1 066万元，比上年

增长 5%。财政部门运用这些资金，一是支持吨粮村建

设，为改变种植结构、改造喷灌设施和农业机械设备等

方面提供补助；二是支持农业社会化体系建设，即以县

为龙头，乡为骨干，村为基础，建立了包括种子基地、种

子公司等在内的一整套农业服务体系；三是支持建设

标准化果园，同时改造中低产果园；四是在山区地带支

持经济沟建设，对流域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种植经

济林面积在 50%以上的山沟进行整条开发，宜林则林，

宜果则果，把山、水、林、田、路综合起来治理。1992年县

财政局与贫困乡签订合同发展经济沟 7 条，新建和改

建经济林 18 750 亩。

二、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992年，财政部门同全县工业企业签订了第二轮承包

合同，同时制定 7条措施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这

些措施规定：企业在“八五”期间要开发 1～2 项新产

品；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开展多种经营，发展第三产业；

实行全员合同制企业在核定当年挂钩工资总额基础上

可增加一定比例的工资补贴，用于补充职工个人保险；

企业完成上缴承包任务后，可将综合折旧率提高到

8%；企业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自行制定内部工资奖金

分配制度等。实行这些承包措施后，企业经济效益明显

好转，到 1992年 11 月底，实行财政承包的企业经济效

益比上年同期增长 32.2%。水泥厂近两年一直亏损，从

1992年 3 月份开始转换经营机制后，改革用工制度和

分配制度，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材料消耗，如对管

理干部实行聘任制，利益分配上向脏、累、差的工种和

科技人员倾斜，对各车间、科室进行层层承包等等。

1992 年 1—11 月份实现销售收入 1 268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 16.54%，实现利润 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了 16.67%，企业对财政的承包任务提前三个月完

成。

三、积极筹措资金，为企业排忧解难。1992 年昌平

县财政局从各方面筹资达 5 160 万元，为 130多户县属

企业、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缓和了企业

资金紧张状况，为企业增加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创造了

条件。昌平县“七一”制镜厂是轻工业部重点骨干企业

之一，但由于设备老化，产品陈旧，产品大量积压，1992

年 1～10 月份亏损达 30万元。面对这种情况，财政局

与企业主管部门一起派干部深入企业了解情况，感到

必须为企业解决资金紧张、无力进行技术改造的矛盾。

通过研究，财政部门为有发展前途的引进镀反射膜玻

璃机项目筹资 50 万元。引进设备后，11 月份正式投产，

当月就创产值 29.6 万元，实现利税 6 万元。目前企业

订货合同源源不断，企业因而走出了困境。此外，他们

还加强对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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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户存储范围，发展财政信用。1992年行政事业单位

预算外资金专户存储额达 2 5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 200万元，增长 92%。通过调剂使用这些资金，支持了

经济建设，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四、强化收支管理，努力增收节支。如为组织好农

林特产税，县财政部门深入 11 个乡 22 个村，对果园进

行现场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税收征管方

案，并把税收任务层层落实。去年的农林特产税截至 12

月 15 日，就征收了 848.9 万元，为年预算的 2.09 倍。

他们加强税收财务监督检查工作，严肃财经纪律，防止

收入流失，1992年查处的入库违纪金额就有 420.8 万

元，比上年增加 143 万元。昌平县财政部门在抓好收入

的同时，通过控制机构和人员编制、压缩会议经费、差

旅费、设备购置和修缮费等，努力压缩行政经费支出。

他们还在财会人员中开展献千元活动，鼓励财会人员

献计献策，增收节支，1992 年上半年有 856 名财会人员

参加了献千元活动，提出合理化建议 286 条，实现增收

节支、增产节约 254 万元。

县乡财政

县级财政赤字

成因分析

庄善忠

县级财政赤字的成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它既与

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转换和分配领域里的各种关系还

未完全理顺有关，也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事业发展需求

不一致的结果。其具体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

面：

一、思想认识出现偏差

多年来，尽管经济建设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口号

一提再提，但并未成为一些党政领导及主管部门领导

抓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级对下级、政府对企业的考

核往往重产值指标，轻效益指标，而谈效益指标，又避

开财政指标，使效益指标与财政指标分离。加上近几

年，由于受某些历史的特定因素的影响，国家在编制预

算时，打了一部分赤字；而同期国家经济又呈好转之

势，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使一些人形成了“赤字无害”认识，片面认为赤字可以

多安排支出，多办实事，多上项目。结果上一任领导搞

少量赤字，下任领导就搞更多的赤字，甚至个别同志错

误地认为，不搞赤字没有补贴，多收入要多上缴，因而

吃亏。有的县本来当年收支可以争取平衡的，但东张西

望，左顾右盼也搞一点赤字，觉得这样才能避免“吃

亏”。还有个别县地方主义思想作怪，不是依靠自身努

力克服困难，而是想尽办法，找出短收增支的理由，人

为造成赤字，向上级争取补助。

此外，一些部门对财政困难状况认识不足，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之风淡化，在事业发展上不切实际地与发

达地区横比，与上级部门对接，使支出热降不下来。

二、财政支出增长过快

近几年来，由于新增支出因素过多，财政支出迅速

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承受能力。在增加支出中，一部分

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属于还帐性质，例如提高教

师、干部、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据统计，1991 年末行政

事业单位的一名职工的基本工资比工资改革前的 1983

年翻一番还多。另一部分是各种补贴，且这种补贴只能

增加，不能减少，补贴项目也越来越多。第三部分是属

物价上涨的影响，各种开支标准不断提高，有的是年年

增加。例如邮电费、会议费、差旅费、办公费和公费医疗

经费等。第四部分是机构不断增设，人员大量增加，人

头经费大幅度上升。例如 1983 年机构改革时，县级财

政局平均二十多人，1984 年一分为三：财政局、税务局、

审计局，目前三个局的总人数平均近 200人。不到十年

时间，人员增加近十倍。随着经济和事业的发展，一部

分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必要的，但有的机构分工过细，

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造成浪费。第

五部分是上级“请客”，下级给钱。国家每年都要新开一

些减收增支的口子，有的上级部门还强调本部门工作

的重要，以办项目等为借口，钓下面的“鱼”，有的项目

要求各级财政都要配套，缺一不可，使县级财力实难应

付，支出日益膨胀。

三、政策体制滞后实践

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甚至省市都相

继出台了许多新的财政政策，财政体制也有所变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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