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财政

统一思想认识

  进一步做好乡镇财政工作
——对部分地区乡镇财政工作的调查

项蔡文

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 “随着乡

政府的建立，应当建立乡一级财政” 的重要决

策。几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下，我国乡一级财政已普遍建立起来，目前全

国已有90 % 以上的乡镇建立了乡镇财政，乡镇

财政干部达到20多万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由于受当地经济状况的制约，各地乡镇财

政工作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从而导致一些人对

乡镇财政工作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为了全面公

正地评价乡镇财政工作，澄清思想认识，我们

对辽宁省、四川省、山西省的部分地区的乡镇

财政工作进行了调查，现分述如下：

一、不同经济类型地区乡镇财政发展情况

比较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我们以1989年全国平

均每个乡镇预算内财政收入61万元的水平为标

准，低于此数者为不发达乡镇，接近或等于此

数者为次发达乡镇，超过者为发达乡镇。
（一）不发达经济类型的情况。山西省闻

喜县共有20个乡镇，总人口33万，其中农业人

口28万。1989年全县乡镇财政完成预算内收入

572万元，平均每个乡镇28.6万元。属不发达经

济类型。该县的乡镇财政工作开始于1985年，
由于该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乡镇财政收入少

且不稳定，乡财政预算内的主要任务仅局限于

负责组织农业“四税”的征收上。乡镇财政的

职能作用很难得到发挥，其地位与过去的公社

财政基本 相同，是县财政 的一个 预算报帐单

位。这样，也致使某些同志产生 “乡财政没有

必要成立”的错误认识。其实，这也正是不发

达地区必须更加重视乡财政建设，不断完善乡

财政的原因。因为，乡财政的发展只会促进经

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完善和发展乡财政。
同闻喜县的情况比较接近的辽宁省北票市，也

属于经济 不发达 地区。1985年 建立 乡财政初

期，全县预算内收入只330万元，由于他们不断

完善乡财政建 设，摒弃 过去统收 统支的旧体

制，实行分级包干的办法，1989年的预算内收

入增加到807.3万元，比1985年增长了1.4倍。
他们认为：“只有加强乡镇财政工作，才能促

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次发达经济类型的情况。辽宁省开原

市辖25个乡镇，1989年全市完成乡镇财政预算

内收入1 509万元，平均每个 乡镇60.36万元。属
于次发达经济类型，1986-1988年基本上实行

统收统支的供给型财政体制，各方面积极性很

难调动起来。1989-1990年实行了分级包干的

预算管理体制。并且在每 个 乡镇 建立 乡镇国

库，收 到了 好的 效果。他们感慨地总结道：

“乡财政不但要建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不断

地完善，不断地改革”。
（三）发达经济类型的情况。海城市是辽

宁省第一个实现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级市，总

人口101.99万，其 中农 业人口81.38万，全市

共有镇、办事处32个。1989年，全县完成财政

收入1.50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完成1.01亿元，
平均每个乡镇315.63万元。属于发达经济类型。
1984年建立乡镇财政以前，全市财政收入只有

3 650万元，其中乡镇财政 收入 为3 100万元，
平均每个乡镇96.88万元。乡镇财政建立以后，
在预算管理体制上，全 部实 行了 大包 干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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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收入年年增加，六年中，财政收入翻了两

番。“没有乡镇财政，海城就不可能跨入全国

财政收入亿元 县的 行列”，这 是海 城人的共

识。

二、乡镇财政建立后的主要作用

乡镇财政的建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必

然，实践证明，它对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乡

镇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有助 于基 层 政权建 设的完善和加

强。过去基层乡镇虽有一级政权，但无一级财

政。长期以来，政权与财权分离，乡镇政府无

财权；乡镇人代会对本乡镇财政情况看不见摸

不着。建立乡镇一级财政和相应的预决算制度

后，改变了政权与财权分离的状况，属于本乡

镇的财政收支，本级政府有权安排，纳入乡镇

的预算管理，并建立了预决算制度，每年定期

向乡镇人代会报告。如开 原市 各乡 镇在 安排

1990年预算时，首先保证教育经费的增长，解

决了教育缺口35万元，用于教师工资、副食补

贴、洗理费等增支因素，广大教师非常满意，
安心教书育人。四川省简阳县平泉区用近几年

分得的财力，除了解决各项生产和事业发展需

要外，还建了一座娱乐场，实现了群众几十年

要求建而一直未建的愿望，既 密切了干群关

系，也对巩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权功能，
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了基层干部观念上的更新。过

去，一些基 层干部，忽 视 农村商 品经济的发

展，忽视财政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随着乡镇财

政的巩固和完善，干部观念不同了，他们认识

到，如果不抓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就

没有源泉，为此乡镇财政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管

收支帐，守财看摊子的做法，由单纯收支型财

政向经营管理型财政转变。如北票市乡镇财政

所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培植财源，发展乡镇企

业和村、组、户办企业。1989年末，全市乡镇

企业实现总产值为4.78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的24.3%，实现 利 润0.23亿 元，上 缴税金

0.08亿元，给乡镇财政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开

原市在筹资办企业的同时，还帮助企业建章建

制，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各乡镇财政所经常深入

到乡镇企业检查指导，对企业财会人员进行培

训，参与企业计划的制定、制度的建立、成本

分析等。由于注重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管理，
该市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05亿元，实

现利润0.05亿元，上缴税金0.05亿元，分别比

建乡镇财政前的1985年 增长1.3倍、35.5% 和

32.8%。
（三）调动了乡镇 政府 促产 增收的积极

性。乡镇财政建立后，划分了收支，实行了一

定的预算管理体制，收支挂了钩，极大地调动了

乡镇政府促产增收的积极性，改变了过去当家

不理财，花钱向上要，没钱打报告的状况。农

村各项税收是乡镇收入的大头，具有数额小、

零星分散，组织起来难度大的特点，多数乡镇

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千方百计组织收入。如辽

宁省开原市的税务所是一乡管多乡，人员少，
战线长，造成零散税收流失的现象，建立乡镇

财政后，财政所 由过去只 负责 征收 农业 “四

税”，发展到参与个体工商税、牲畜交易税、

集市交易税、屠宰税、印花税等零散税种的征

收，而且每个乡镇还安排 1- 3名协税员，配

合税务所征税。1989年财政所参与的上述收入

共超收120万元。四川省简阳县各乡镇积极代征

农村零散税收，该县乡镇1989年代征的零散税

收达576万元，比上年增 长一倍 以上。为市县

财政收支平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加强了对三项资金的管理，从制度

上保证了资金的使用效益。过去乡镇预算内资

金、预算外资金、乡自筹资金多头管理，家底

不清，漏洞大，效益差，乡镇财政建立后，对

近几年乡镇三项资金进行了监督管理和有效的

调控，为实现政府职能提供了资金保证。如四川

省内江市乡镇财 政建立后 组织区乡 干部2 576

人，对三 项资金进行 清理，共 清出各 种存折

6 139个，资金达2 736万元，并查出了一些干部

的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清理帐户、存折，该合

并的合并，并由区乡 财政统 管资金872万元，
加强了建帐、记帐工作。1990年上半年，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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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 展对 区、乡财政财 务检查，自查面达

100%，县（区）组织复查199个区乡，占29%，
市重点检查区 乡17个，共查出违 纪金额664万

元，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建立、健全了

资金的计划、使用、管理等制度，基本上保证

了资金使用效益和安全。又如，今年辽宁省新

金县通过清理三项资金，查处了贪污计划生育

经费 5万元以上的罪犯，减少了国家损失，严

肃了财经纪律。
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乡镇财政工作虽

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乡 镇财政 人员素 质较

差，招聘或合同制人员一般占乡镇财政人员的

一半以上；从事财政工作时间短，业务水平比

较低。二是乡镇财政与有关方面的关系尚未理

顺。首先是主管部门思想有阻力，不愿下放财

权，仍实行统收统支的预算管理体制，限制了

乡镇财政职能的发挥，其次是没有建立乡镇一

级国库，乡镇仍然是收入上交，支出下拨，不

是一级财政的完整实体；再次是由于乡镇财政

所与税务所在行政隶属关系和业务管理等方面

的差异，实际工作中有些地区出现配合不力，
属于乡镇一级的收入因数额小和抓得不紧，以

及报表送达不及时等问题。三是部分乡镇财政

目前仍然停留在比较单纯的收支管理上，没有

真正介入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各项规章制度

还不完善等。

三、完善乡镇财政的几点建议

（一）要把乡镇财政作为真正的一级实体

对待，而不是把它作为县级财政的一个报帐单

位。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各级领导对

乡镇财政的重视。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凡是领

导重视的地方，乡镇财政就能真正发挥一级实

体的作用，工作开展得就好；凡是领导重视不

够的地方，工作开展得就差，乡镇财政的作用

就不能充分地 发 挥。其 次 在 预 算管 理体制

方面，应当彻底摒弃“统收统支”的传统管理

方式，尽量下放管理权限。与之相配套，应当

逐步建立乡镇国库。使乡镇财政真正做到责、

权、利相结合，成为 名副其 实的一级财 政实

体。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乡镇财政工

作的被动局面。
（二）在管理制度方面，要尽快修改制定

出新的乡镇财政管理办法，制定出自筹资金的

会计核算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乡镇财政资金

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创造条件。
（三）理顺部门关系，特别是同税务部门

的关系。研究考虑财税部门设置的问题。对基

层税务所的设置，应逐渐从按经济区域设置向

按行政区域设置过渡，使之与乡镇财政所的设

置相一致，为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创造良好的环

境。
（四）在机构设立和人员配备方面，必须

切实做到因地制宜，根据乡镇经济发展状况，
条件成熟的可以建立乡镇财政所，条件不成熟

的可以缓建，切忌盲目追求普及率。乡镇财政

所的人员配备也是如此。要根据各乡镇财政所

的工作量，因事设职，因职定人，防止人浮于

事。
（五）对乡镇财政人员应加强业务培训，

提高业务水平，使之尽快适应乡镇财政工作的

发展需要。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乡财政
	统一思想认识  进一步做好乡镇财政工作——对部分地区乡镇财政工作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