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改革
脱钩自养  

摆脱财政困境

山 西省财政厅

浑源县是山西省雁北地区人口最多的县，

到 1990年底，全县财政供养 10 353 人，仅人员

开支就得 1 455 万元，而财政收入只有 1 282 万

元，当年，财政赤字达 610 万元，收支矛盾十分

尖锐，严重制约着全县经济的发展。造成财政困

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机关庞大臃肿，财

政超负荷运转。因此县委、县政府决定，采取行

政事业单位与财政脱钩自养的办法。解决财政

入不敷出的问题。1990 年先在有法定收入和固

定收入的十个单位试行。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

从 1991 年 10 月起，又延伸到有直辖经济实体

的单位和既有行政职能又有事业职能的单位以

及经济主管部门，到目前，已有 45 个单位的

924 人，与财政脱钩自养。其具体做法是：

一、“上脱下管”。就是对那些有法定收入和

固定收入的单位，实行人头经费（有的包括办公

经费）与财政脱钩，单位内部通过严格收费、加

强管理或开辟新的创收渠道，来实现经费自理，

人员自养。如计量局，有计量容器鉴定费、零配

件费、材料费、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罚没收

入五项法定收入；文管所有悬空寺门票、存车收

费等固定收入，都可以让它们脱钩自养。实行这

种办法的还有煤管局、环保局、防疫站、风景局

等 21 个单位。

二、“上脱下靠”。就是对一些有直属经济实

体的单位，根据这些直属实体的经济发展潜力，

将干部职工的部分工资，经费从县财政核减，核

减的工资经费依靠直属经济实体去解决。为了

防止搞“转嫁负担”，强调单位要依靠对经济实

体加强管理和服务，或拓宽经营规模和服务领

域，或单位中的部分干部、工人直接转到直属实

体中去搞生产经营来扩大收入，实现自养。如工

商联把它的人员和经费挂靠到其直属经济实体

——工商经济服务部，实现了脱钩自养。实行这

种办法的还有工业局、经济协作办等 11 个单

位。

三、“上脱下办”。即对那些既无法定收入，

又无经济实体可靠，但有条件、有能力创办经济

实体的单位，把它们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与

县财政脱钩，让单位通过从事开发性生产或服

务性经营活动，创办经济实体，开展有偿服务创

收，实现自养。比如排改工程处，通过与县财政

脱钩，单位兴办了水泥预制厂等经济实体，承担

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程配套项目服务，实现了

创收自养。实行这一办法的有建设局、农机局等

9 个单位。

为了鼓励、推动机关单位脱钩自养，浑源县

财政局还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和可能碰

到的实际困难，采取了以下一些相应的政策性

措施：

第一、为解除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实行脱

钩自养后单位性质不变，干部职工原有身份、级

别不变，国家规定的调资晋级仍按原渠道执行，

干部职工离退休后的生活补助费和死亡职工家

属的遗属补助费如单位无负担能力的仍由财政

负担。

第二、多方扶持，增强脱钩自养单位的创收

能力。经营上允许从事开发性生产和服务性经

营；鼓励建立生产基地，围绕本行业兴办经济实

体，实行有偿服务；允许承包、租赁、联合经营与

本行业密切相关的企业、作坊、果园等。在资金

上，允许向银行贷款和从外地引进，起步阶段，

对于借贷的启动资金在一定时期内给予财政贴

息，也可拿出一定数额的周转金给予资助，同时

允许脱钩自养单位依照政策法规支配本单位的

资金和收入；在干部管理和人员调配上，凡经费

自理单位的分支机构以及下属经济实体的人

选，可由经费自理单位选择确定，按干部管理权

限任命；随着经济实体的发展壮大，人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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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从其它单位的多余人员中聘用，也可经

劳动部门批准后招收待业青年和季节性临时

工。

第三、正确进行利益引导。单位脱钩自养

后，所创收入除按县里的规定上缴财政后，剩余

部分的 30% 可用于弥补经费不足和列入职工

福利基金、奖励基金。

同时为了防止脱钩自养单位非法创收、越

轨经营、胡支乱花等不良倾向，县里还规定：单

位从事创收和经营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

有关政策法规；必须以服务为宗旨，不准以单纯

盈利或本单位利益为目的，刁难甚至坑害他人；

不准搞跨行业经营，不准从事“官倒”活动；执法

执纪部门，必须严格按照通过正当途径创收的

原则，来解决自己的经费，不得向下属单位收取

管理费解决人员开支，也不得向下属单位乱摊

和平调下属单位的人、财、物，更不得以服务之

名加重企业和农民负担。为防止所创收入变成

单位“小金库”而私充腰包，财务管理实行“收支

两条线”的办法，即单位所创收入要按规定上缴

财政，所需经费开支由财政统一拨给；创办实体

必须建立专帐，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收入除上缴财政的部分外，70%必须用于生产

和建设，从严控制消费基金和非生产性支出，各

项开支必须按规定的范围和标准执行，不得随

意扩大和提高；除生产经营所需的活动资金外，

其它资金要纳入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代管，经

营财务活动要接受审计、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

的监督。

通过一年多来的实践，已取得明显效果。一

是减轻了财政负担。自推行脱钩自养以来，减少

财政负担 150多万元，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财政困难会逐渐克服。二是实现了人员分流，平

稳过渡。由于脱钩自养只对单位，不对人，从而

实现了平稳过渡。三是抑制了机关继续膨胀。通

过脱钩自养，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干部职工千方

百计往党政机关挤，基层干部想方设法往县级

机关挤的问题。所有脱钩单位，除接收毕业生

外，没有再增人。四是促进了事业的发展。1990

年以来脱钩的 10个单位，1990、1991 两年用于

事业建设的资金，分别比脱钩前的 1989年增加

12 万元和 43 万元。五是调动了创收积极性。

1990、1991 两年脱钩的 20 个单位，过去由于没

有压力和责任，缺乏组织收入的主动性。脱钩自

养后，一“逼”一“激”（优惠政策激励），有效地调

动了他们创收的积极性。1991 年收入比脱钩前

增收 23.5 万元。

财政改革
深化改革  振兴财政  

促进经济发展上 新台阶

——
湖北省第五次财政理论讨论

会部分观点综述

陈秦安  邬守国

今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湖北省财政学会

在武汉召开了全省第五次财政理论讨论会，与

会代表就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振兴财政，促进

经济发展上新台阶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地讨

论。

一、关于调整经济结构问题。对于湖北省经

济结构的调整，代表们认为，首先要根据本省不

同时期的机遇，资源，财力，制定一个较为完整

的分阶段调整规划，明确调整方向和重点。并提

出了五点具体建议：（1）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

能，实行倾斜政策。政府主要通过计划、财政、税

收、信贷杠杆，对不同产业、行业实行鼓励和限

制政策。（2）运用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企业，实现

资源优化组合。（3）全方位开放资金筹集渠道，

如发行股票，发展财政信用，发行建设债券等，

保证结构调整的资金需求。（4）解放思想，放开

政策，加快科技领域改革，建立技术转让市场，

推进技术进步，促进结构优化。（5）加快对外开

放，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优化产品结构。

二、关于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问题。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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