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建设县 乡财源  

增强 自给能力

刘友明湖北省保康县常务副 县长

1991 年，我县财政收入完成 1 823 万元，比上年增

长 29.9%，超收 420万元，财政自给率达到 84.79% ，提

高 18.2个百分点。财政形势的明显好转，得益于历届党

政班子按照一个经济发展路子，沿着一个目标真抓实

干；得益于我们坚持县乡两轮一起转，挖潜新建一起上；

得益于我们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培植了一批

骨干财源项目，增强了经济发展能力。

明确主导，挖掘现有财源潜力

我县工业起步较晚，生产能力弱，经济效益低；同时

税收漏征多，财源流失大。加强现有财源建设，提高产

出效益，强化征收管理，是短时期内增强县级经济实力

的最佳途径，也不失为缓解生产资金短缺，克服财政收

不抵支矛盾的上策。

第一，抓能力达产。据去年初统计，1982 年以来财

政扶持新上的 12 个重点项目，只有 4 个达到设计规模；

全县重点调度的 25 种主要产品，实际产量达到设计能

力的只有 3 种；现有财源三分之一的潜力没发挥出来。

对此，我们采取了“两压两优先一责任制”的措施，即压

生活和一般生产用电，优先供应达产项目电力；压非生

产性资金，优先保证达产项目资金需要；与有达产任务

的主管部门和企业签订达产责任状，从而保证了企业满

负荷生产。1991 年，达产项目新增产值 2 500万元、税利

200万元。

第二，抓技术改造。“七五”期间，我们筹集了 4 000

万元资金，建成技改项目 65 个，完成产值近 5 000 万

元，占全县工业实际净增产值的 80%以上，增强了县级

经济实力，提高了全县总体生产技术水平。但我县企业

技术改造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生产的潜力还很大。1991

年，我们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加快企业技术改

造和新产品开发步伐，全县确定了 9 个重点技术改造项

目，改造扩建开发了五钠、磷酸、汽车配件、牛皮纸等 9

个产品的生产线。对这些技术改造项目采取了资金物

资方面重点倾斜，技术管理方面专人负责，项目投产 方

面签约定责等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按期投产，当年新增

产值 900 万元，利税 170 万元。

第三，抓征管。根据我县一方面财政不能自给，另

一方面跑、冒、滴、漏严重的实际，我们强化企业的贡献

意识，加强了征管措施。一是严格税收政策，坚持依法

治税，依率计征，足额入库，严禁越权减免税收，对偷税、

漏税、抗税的坚决绳之以法，决不姑息迁就。二是严格

征管目标，将全年收入任务分战线落实到企业，分税源

落实到税种，分地区落实到单位，定时间、定任务、定措

施、定奖惩，纳入政绩考核，对完不成税收任务和不按税

法纳税，有偷漏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取消参与评选先进的

资格。三是稳定分成政策，鼓励多收多超，对乡镇当年

超收收入只作工作目标考核，不增加分成基数，不作次

年分配收入任务的绝对标准，起收部分按当年初确定的

分成政策执行。四是坚持常年检查，扎扎实实地开展

“三查”和纳税稽查，堵塞了跑、冒、滴、漏，保证了财政增

收。

第四，抓综合财政预算。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深

入，我县预算外资金急剧增加，1990 年达到 1 927 万元，

比 1980 年增长 1 4.7 倍，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 37%。本

属于财政资金范畴的这块预算外资金游离于财政的控

管之外，结构错位，流向偏移，真正用于生产和事业发展

的不足总量的 30%。致使一方面预算内赤字累累，一方

面预算外资金大量浪费。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实施了综

合财政预算管理，把预算外资金纳入财政管理范畴。通

过计划形式，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资金，综合平衡，强化了

政府调控职能，保证了重点建设，发挥了财政统筹引导、

分配全县资金的功能。1991 年，从综合财政预算中调剂

融通资金 400 余万元，支持了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突出特色，培植后续财源

我县的工业格局是以电力工业为根基，磷化工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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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特产、建材、机械为主枝，其它工业为细枝绿叶的

“树型结构”。与此相应，后续财源建设也必须围绕工业

的“树型结构”，固“根”，壮“干”，延“枝”，突出特色，加速

开发。

固“根”，发展基础财源。我县水能资源丰富，有发

展电力的基础。但由于开发不够，电力建设已明显滞后

于经济的发展，枯水季节往往有一半企业不能正常生

产，严重影响了现有财源能力的发挥。为促进财源开

发，我们坚持电力先行，走以电力工业支撑工业发展，以

工业发展转换水电优势的财源建设的路子。“七五”期

间，全县筹资近 5 000 万元投入水电建设，相继建成一

批骨干电站；1991 年，孙家湾电站又建成投产，马桥一

级站完成 1 600 余万元的投资，今年年底可望建成发

电。届时，电力紧张的矛盾将大大缓解，新增加电力及

由此产生的附加效益将为财政带来数百万元的收益。

壮“干”，建设支柱财源。我县磷矿资源丰富，远景

储量 10亿吨左右，是全国八大磷矿基地之一，硫铁矿资

源也很可观，属罕见的磷、硫共生区。“七五”以来，我们

投资 6 000余万元，初步形成了从采矿到基本化工原料

再到精细化工产品的矿采化学工业体系，使磷化工逐步

担当了振兴财政顶梁柱的重任。1991 年，又相继扩建了

20 万吨磷矿开采和 5 万吨硫铁矿，采矿能力由原来的

30 万吨扩大到 50 万吨；扩建了 5 万吨磷肥、5 千吨五

钠、8 千吨磷酸生产线，新开发草酸 1 200 吨，并相继投

入生产，全县磷化工业产值已超过全县工业产值的三分

之一，矿采和化学工业主导产业的发展进程明显加快。

延“枝”，壮大替补财源。“七五”期间，我们充分利

用与二汽毗邻的优势和建材、特产资源丰厚的条件，大

力发展建材工业、特产工业和机械工业，开发了一批新

的替补财源。1991年，我们又新建了 2 000吨牛皮纸生

产线、300 吨油脂加工生产线，200 吨精制茶、1 万根付

轴、3.2 万件汽车锥盘、1 万个斯泰尔雾灯壳、30 万件旋

压皮带轮等生产线。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既改善了工

业产品的结构，又拓宽壮大了财源。

转换思路，建设乡镇财源

全县财政收不抵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大部

分乡镇不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1990年，全县 16 个乡

镇有 14 个不能自求平衡，挤占了县级财政，削弱了县级

财政的调控能力。

为调动乡镇理财积极性，扭转财政被动局面，我们

组织实施了乡镇财源建设“185”工程，即：力争三年内建

成 9 个财政收入过 50万元、1 个过 80 万元、6 个过百万

元的乡镇，16 个乡财政收入总额达到 1 280 万元，比

1990年翻一番，实现乡乡镇镇财政自给。为此，县政府

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乡镇抓住机遇，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选准项目，稳步发展。如我们对乡镇改以往的“收入

定额，超收分成，支出包干，结余留用，一定一年”为“收

支挂钩，定交定补，超收四六分成，一定三年不变”的财

政体制。出台了资金倾斜政策，按乡镇新增收部分，给

予 70%的周转金，分期分批扶持，滚动使用，发展生产；

建立了风险考核机制，对借入周转金在合同期内达到收

入目标的，免收占用费，达不到目标的除收取占用费外，

另加罚 15%。乡镇党政一把手和财政所长各交风险金

300 元，达到收入目标，风险金退回，县政府另奖 300

元，达不到收入目标的，扣掉风险金，一年一结帐，三年

结总帐。“185”工程的实施及配套措施的完善，极大地

调动了乡镇政府抓财源建设的积极性。1991 年，“185”

工程实施一年，全县新建茶园 2 700 亩，桑园 2 760 亩，

桔园 525亩，药园 1 320 亩，发展烟叶 7 000 亩，改造茶

园 8 000 亩，发展改造乡镇企业 150 个，农村多种经营

产值比上年增长 13%，乡镇企业产值增长 42%，乡镇财

政比 1990 年增收 187.2 万元，增长 26% ，自给率提高

了 11.5个百分点，基本实现了“185”工程的第一年既定

目标，展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县乡财政始 终 牢记

根 本任 务

——“将军县”财政局

抓财源建设纪实

汪朝潮湖北省红安县财政局

以走出 223 名将军而闻名全国的湖北省红安县，曾

经是一个山区贫困县，财政靠补贴过日子。改革开放以

来，“将军县”财政部门开始了有计划、分步骤的财源开

发工作，财政收入一年一个新步伐。1987 年县财政一举

摘掉了“补贴帽子”，1991 年财政收入达到 10 168.2 万

元。在由“补贴县”跨入“亿元县”这一进程中，他们始终

把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作为财政工作的根本任务，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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