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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共有 85 个县（市、区），1 990 年财政补贴 县

有 63 个，补贴面达 74.1 % ，补贴额为 2.98 亿元，占当年

县级财政收入的 2 1.9% ；全省有 6 1 个县（市）发生赤字，

赤字面达 7 1.8% ，赤字额为 2. 1 5 亿元，占当年县级财政

支出的 9.7%。在这些赤字县中，绝大多数是补贴县。这

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着当地财政经济的发展，而 且也影

响到全省财政经济的发展。从 1 98 4 年开始，甘肃省狠抓

财政扭补工作，以大力兴办县级工业作为培植财源的主

要途径，对一些县采取预拨财政补贴款的办法，有计划

地分期分批支持其发展生产，开辟财源，提高财政自给

能力，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 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需要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

一、狠抓财政扭补见成效

（一）建成 了一批项目，开辟了一些财源。 1 984 年 5

月省分别与 3 1 个补贴县签订了《扭补责任书》，至 1 989

年底，全省共安排扭补建设项目 248 个，已竣工投产 1 87

个，累计完成投资 37939 万元，累计实现产值 33 1 00 万

元，实现利税 5800 万元。在上述 3 1 个县中，有两个县已

实现扭补，其余各县的收入也逐年增长，基本都实现了

翻番。七年来，全省扭补县已建成一批主要立足于开发

利用当地资源的有色、冶金、建材、化工、烟草、食品等项

目，直接利用当地矿产品和农副产品 30 多种，形成了年

处理铜矿石 6.6 万吨、铅锌矿 1 3 万吨、精制盐 3 万吨、

轻质碳酸钙 5000 吨、石棉制品 4 500 吨、大理石板材 9

万平方米、水泥 31 万吨、玉米淀粉 1 万吨、各种食品和

饮料 2 万吨的加工能力。有些产品如超细碳酸钙、砂砖

等填补了省内空白，部分产品如玉米油、蛋白粉等已开

始出口创汇。通渭县的粉丝、临泽县的淀粉等产品不仅

占领省内市场，而且畅销全国 29 个省市，供不应求。

（二）一些骨干项目的建成为今后县级工业的发展

打下了基础。 1984 年开展扭补工作以来，各县相继建成

了一批骨干企业。在 31 个签订责任书的扭补县中，平均

每县有 8 个项目列入了扭补计划。目前已经建成或正在

建设的 百万元以 上的项目有 65 个，这部分项目将成为

县级重点项目和财政收入的支柱。如临泽县是全国有名

的农业高产县，但是 工业基础薄弱，1984 年工业产值仅

612 万元，只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 1 0.6 % 。通过几年

扭补项目的建设，新建了万吨玉米淀粉厂，改建了水泥

厂、奶粉厂、食品厂、建材厂等，又以淀粉为原料，开发针

剂、粉剂葡萄糖、草酸、柠檬酸等系列产品，增值增收。这

两 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增加产值 3500 万元，实现利税

1 030 万元，县财政可实现扭补。

（三）扩大了劳动就业，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扭

补项目的建设和投产，除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外，还产生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不仅带动了采矿、运输、建筑、包装、

服务、种植和养殖等行业的全面发展，而且还扩大了就

业而。据不完全统计，已投产的扭补项目招收待业青年

和职工家 属以及农村劳动力 2 万余人。

二、财政扭补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项目论证不充分，投产后达 不到预期效益。财

政扭补工作开始初期，各县争上项目心切，个别项目 立

项可行性论证不够充分，一些项目仓促上马，建成投产

后达不到预期的效益。有些县为了争项目、争投资，在立

项时压低投资数额，计算经济效益时打得过足，致使项

目上马后，投资一增再增，工期一拖再拖，而建成后却难

以达产达标。还有些项目只注重社会效益，不注重经济

效益和财政效益，建成后保本微利，甚至亏损，生产难以

为继。

（二）扭补项目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从投资结构上

看，建材、冶金、食品三个行业所占比重较大。目前，由于

国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水泥、砖瓦、大理石、石棉保温

材料等滞销限产；铁合金、电石等受市场和限电影响，生

产能 力不能充分发挥；食品项目则大部分微利保本，经

济效益较差。

（三）缺乏正常需要的流动资金和技术管理人才。相

当一部分扭补项目建成后，正常需要的流动资金得不到

保证，造成项目不能按时投产，影响效益的正常发挥。一

些项目由 于缺乏技术管理人才，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

不科学，再加上管理水平低，后期监督管理跟不上，致使

有些已建成项目不能按期发挥效益。

三、财政扭补要采取更切实有效的措施

（一）在总体战略上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

挥优势、重点突出的原则。对资源条件好的县，要充分利

用资源优势，集中使用各类资金，不失良机地上几个投

入少、产出多、利税高的骨干项目，尽快变潜在的资源优

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对没有矿产资源的县，要根据条

件积极培植农副畜产品资源。对既无地下资源、又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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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限制而不能形成农副畜产品资源优势的县，省地

有关部门 可以帮助他们考察论证，运用宏观调控 手段，

上几 个依托外地资源的高起点、高创利项目，创造优势

产业。

（二）继续实行相对集中、突出重点、分期分批、先易

后难的办法。对那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县给予重点扶持，

真正做到资金落实，项目配套，切实发挥效益，尽快率先

实现扭补。并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扶

持。尽量做到钱随项目走，避免项目与资金脱节。

（三）财政部门要直接参与扭补工作，注重抓好以下

几个环节。一是严格项目论证及可行性报告的审查，避

免盲目上项目。二是抓项目进度，确立项目责任制，定

期检查，保证按期完工。三是抓项目达产达标，及时解

决原料、资金、电力、运输、管理等实际问题，在提高立项

水平和投资效益上狠下功夫。

（四）扭补项目的确立，应以当地现有企业为基础，

除部分新建项目外，主要通过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走以

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为内容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

使县原有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县级财源的主要依

托。

乡财政

开展升级达标活动

  加强乡镇财政基础建设

吉林省吉林市财政 局

我市乡镇财政自 1 977 年试点到现在走过了十多年

的发展历程。但乡镇财政基础工作建设还存在一定的

差距和不足，乡镇财政干部尚不能完全适应工作需要，

乡镇财政管理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会计核算工作还

未形成体 系，不规范，不系统，等等。针对这些问题，

1990 年，我们开展了乡镇财政所基础 工作升级达标活

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我们的做法是：

（一）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市财政局农财处 6

名干部在处长带领下分成三个组深入到 6 县（市）20 多

个乡镇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我市乡镇财政基础建设情

况，摸清乡镇财政所基础工作应包括的范围、内容，做到

了心中有数。随后，根据国家、省有关乡镇财政管理办

法、制度，本着促进 乡镇财政工作制度化、标准化，业务

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并重的原则，草拟了乡镇财政所基

础工作升级达标标准（初稿），三次召集 乡财股长讨论征

求意见，并印发到乡镇财政所，请广大乡镇财政干部献

计献策。在集思广益，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最后制订了

《吉林市乡镇财政所基础工作升级达标试行考核标准》

等一套考核办法。

（二）认真组织发动。在考核办法下发之后，我们积

极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解决一些带有倾向性的思想

认识问题。有的同志担心，抓升级达标会影响抓收支任

务；还有的同志认为基础工作抓了多年，搞不出什么名

堂。为了澄清这些模糊认识，我们深入到基层，有针对

性地进行了组织发动工作，宣传基础工作升级达标活动

的目的、意义和要求。这样做，使大家认识到，抓乡财政

基础建设，是适应当前乡镇发展商品经济新形势的需

要，不搞不行，不搞好也不行。各县乡财政部门把这项

工作列入了当年工作要点，并且有分管领导亲自负责，

制定出实施计划和具体措施。舒兰县许多乡镇财政 干

部表示“基础工作要达标，本职工作要先达标”。于是，
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热潮，调动了基层财政干部的

工作积极性。朝阳镇主管镇长不仅亲自组织学习达标

文件，而且把财政所这一活动的做法，在全镇其他职能

部门推广效仿。蛟河市财政局还组织编写了一本《 乡镇

财政所基础工作升级达标制度汇编》供学习参考，推动

了这项工作深入开展。

（三）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我们针对各县达标活动

开展得不平衡和个别乡镇存在的某些自满思想，及时总

结推广了舒兰县小城乡和桦甸市红石镇的典型经验，在

这两个乡镇召开了升级达标现场会议。经过实地参观，

各乡镇对照先进经验和做法，摆问题，找差距，制定措

施，认真进行自查整改，补充完善。市、县共抓了 1 0 个典

型，以点带面，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形成了你追我赶，相

互竞争的局面。

（四）多形式多层次培训乡财政干部，全面提高业务

素质。针对过去干部培训过程中重理论、轻实践，重共

性、轻个性，学习内容与工作岗位相脱节的问题，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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