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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结构财源建设

  促进全省经济发展

陈水文湖北省财政厅厅 长

经济与财政的关系，从哲 学 上 看 是作用

与反作用的关系，即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

用于经济。要使财政充裕，必须有经济的充分

发展。财政反作用于经济，就是以培养财源来

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财政工作必须把经

济工作与财源建设结合起来，也就是通过财政

分配活动，有计划、有目标、主 动地 培 养 财

源，从而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采取什么方式

培养财源？我们认为，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

今后一段时间，主 要抓 好 全省的结构财源建

设。
（一）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就应有一级

财源的要求，全省从上到下分四个层次抓财源

建设。
1.省级抓省直企业的财源建设。1989年，

86户省直企业（其中工业36户、物 资供 销 50

户）中仅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就达15.7亿

元，实现利税 4 亿元，上交利税3.7亿元。但省

直企业特别是工交企业设备老化，技术改造任

务重，包袱大，步履艰难。针对这些困难，应

采取三条措施：（1）安排一部分周转金，重

点支持省直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通过集中部

分折旧基金和建立生产开发基金等办法，筹措

一部分技改资金。（2）按照 有 偿 增利 的原

则，省与地方联合办厂，按投 资多 少 分红。
（3）在执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省

直企业的利益分配格局。
2.市地级抓市和地直的财源建设。省辖市

是我省经济和财政收入的支柱和骨干，对我省

财政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 重 的 影 响。1989

年，7 个省辖市（不含武汉）的财政收入占全

省财政收入（不含武汉）的50%，上交省级财

政收入占市、县上交省级财政收入的80%。在

今后一个时期内，全省财政经济的发展后劲仍

寄希望于省辖市的发展。目前 7 个省辖市经济

发展缓慢，财政收入增幅不大，主要是产业结

构不合理。因此，支持省辖市的财源建设，主

要是在现有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省财政将增加相当数量的周 转金 实 行有偿使

用，增加投入，不提高其收入上交比例。关于

投入的办法，一是按比例投入，即按上交省财

政收入的多少确定比例进行投入；二是项目择

优投入，即对技术先进、见效快、效益高的项

目重点投入。以第一种办法为主，两种办法结

合。同时，7 个省辖市也要相应建立自我发展

的集资机制和投入机制。
按照我国的政府 组 织 和财政 机构设置原

则，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财政。我省现在还有

6 个地区行政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
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履行着省政府交付的职

责。相应设置的财政机构，虽 然不是 一级财

政，但执行着一级财政的职能，担负着大量的

资金供给任务，而组织收入的渠道非常有限，
收支缺口较大，长期依靠吃省财政的补贴过日

子，每年吃补贴3 700 多万元，成为省财政的一

个沉重包袱。我省对财政补贴县有取消补贴、实

现财政自给的成功先例。当前要比照补贴县的

办法，对地直财政提前预拨财政补贴款，支持

发展生产，培养财源。
3.县市级抓补贴县和亿元县的财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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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原有34个县财 政收 不 抵 支。从1983年开

始，省财政分四批对其实行 “提前预拨一年补

贴款，限期实现财政自给” 的办法，提前拨付

补贴款1.5亿元，帮助发展 生产，培 养 财 源。
1990年除神农架林区未到期外，其余33个补贴

县可分批如期兑现合同。有21个县实现了由补

贴到自给或基本自给，继而 向 贡 献型 财政发

展；有12个县正在由补贴型向自给型发展，但当

前仍有困难。今后对34个补贴县发展的基本思

路是：（ 1 ）1990～1993年，进 一 步 采 取措

施，使情况较好的21个县向新的目标奋斗，做

到财政自给，收支平衡，略有贡献；对困难较

大的 12个县，面对现实，区别情况，再给两年

的补贴款，分四年拨付，使之到1993年力争做

到收支平衡。（ 2）从 1993年～1995年，再对

极少数县实行重点倾斜，全面扫尾，做到县县

收支平衡，略有贡献。
同时，对已实现财政 自 给 的 县，要求在

1993年分四个档次分别达到8 000万元、6 000万

元、5 000万元和3 000万元的财政 收 入目标。
省财政按1993年的目标收入减去1989年收入的

差额部分，每年借一定比例的周转金，连续借

三年，不收占用费；从1994年开始分三年归还

周转金，到期新增收入按一定比例上交省财政

14.4%。
按照 “抓两头，带中间，分类指导，培养

财源” 的原则，在一手抓补贴县财源建设的同

时，一手抓财政收入过亿元县的财源建设。从

1987年开始，支持经济条 件 较 好的15个县到

1990年财政收入分别达到 1 亿元、8 000 万元和

6 000万 元。省财政按1990年的目标收入与1986

年实际收入的差额部分，每年借给10%的周转

金，连续借三年，达到目标以后分三年归还，
到期新增收入上交省财政14.4%。1988年，当

阳县率先突破财政收入 1 亿元大关，成为我省

第一个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到1989年，15个

县的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1986年增长

101% 和80%，高于全省同期 增长58% 和39%
的平均水平。1990年15个县基本可以实现自己

的目标收入，将有 6 个县财政收入过亿元。在

总结第一批财政收入亿 元 县建 设 经验的基础

上，按照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利用第一批亿

元县新增收入中由省集中的财力，继续进行第

二批亿元县建设。今年省财政又与10个县分别

签订了到1993年财政收入过亿 元 和8 000 万元

的合同，支持的办法与第一批相同，但周转金

投放的时间适当集中和提前。
4.乡镇一级抓乡镇财源建设。通过各级财

政部门重点倾斜，发展生产，培养财源，逐步

实现乡镇财政收入过100万元、500万 元和1 000

万元的目标，推动乡镇财源建设。
（二）每一级财政都要形成一个结构财源

网络，按照支柱财源、主体财源和群体财源的

布局，依次建立结构财源。
各级财政在全省的结构财源建设中，都要

有自己的财源支柱来支撑本级的财源建设。一

般来说，支柱财源提供的财政收入应占到本级

财政收入的40～50%。在县一级，有几个利税

过500万元的企业才能形成支柱。
围绕支柱财源，还要开发主体财源。主体

财源是在支柱财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即以支柱

财源为轴心，幅射办厂开辟财源。一般来说，

包含支柱财源在内的主体财源所提供的财政收

入，应占到本级财政收入的60～70% 。
群体财源是整个结构财源网络的基础，它

提供的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的补充。仙桃市不仅

抓住了以棉纺为支柱和以纺织行业为主体的财

源建设，而且还抓住了以乡镇企业为群体的财

源建设，1989年已有3个乡镇的财政收入过500

万元，最高的已达726万元，全市乡镇企业提供

的财政收入占全市财政收入的40%。
（三）在结构财源网络中，每一种财源都

要形成梯级结构，轮番替代，及时补充，保持

财源长盛不衰。
在结构财源网络中形成梯级替代，是针对

财源的生命周期提出来的。产品 有 其生命周

期，财源也有其生命周期，并且是基本同步

的。任何一种财源都要经历生长、旺盛和衰老

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巩固发展现有支柱财

源、主体财源、群体财源的同时，积极瞄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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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目标，开发新的支柱财源、主体财源和群

体财源，及时替代老财源，形成新的结构财源

网络，使财源长盛不衰。因此，财源建设当前

抓什么，今后抓什么，必须心中有数，有一个

明晰的财源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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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沧州市党政

机关带头执行过紧日子

的方针，建立健全了许

多行之有效的增收节支

措施。
1.把好增购小轿车

和新建办公楼的关。治

理整顿以来，沧州市不

仅没有动用财政资金为

市直党政群部门购买一

辆小汽车，而且还对过

去行政事业单位购买的

小汽车进 行 了认 真 清

理，对违控购买的29部

小汽 车 共 罚 款38.1万
元。同时，为不影响工

作，市政府组建了机关

小汽 车 服 务 队，供无

车、少车单位租用。实

行这个办法，大约二至

三个单位用一辆车就够

了，既节约了资金，又

彻底解决了部分单位的

公车私用问题，促进了

廉政建设。沧州市办公

用房也非常紧张，但自

治理整顿以来，各单位

靠挤的办法解决办公室

不足，市财政没有拨一

分钱新建办公楼。
2.控制人员膨胀。

沧州市严格控制党政机

关增人，逐步形成了以建立编制卡为中心的一

整套规章制度，基本上堵住了乱进人的口子。
近三年来，市直党政群机关（不含公检法司）

实有在职人数进出平衡，并有所减少。
3.压缩行政经费。为严格控制公用行政经

费，沧州市对行政单位实行经费包干制度，对

会议费实行会票制度，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

审核会计报表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审批办法。
市政府组建财政开支审核监察小组，负责对 5

万元以上的财政单项开支详细审查，并报市长

一支笔审批；对 5 万元以下的费用申请，由主

管副市长和市长审批。这样做，基本上把不该

花的和可晚花的钱压了下来。
4.从严审批财政工程投资。为降低工程费

用，保证工程质量，沧州市 去年 6 月 制 定了

《 关于加强市级财政工程投资审核的规定》，

并成立了财政投资审核领导小组。凡由财政拨

款或贴息的投资在20万元以上的工程，由该小

组负责审查预算和工程投标法人资格，确定合

理标的和中标单位，监督资金使用、审计决算

并检查工程质量。
5.减轻财政补贴负担。沧州市政府于1988

年 5 月改革了肉食补贴办法，将原来对商业局

按全市居民人头包干改为 “固定费用包干、补

贴与销售挂钩” 的补贴办法，一年就节约资金

一百多万元。在此基础上，去年 又 实 行了煤

票、液化气票由财政部门统一发放，按回收票

数给予补贴的办法。对市燃料公司实行 “吨煤

加工票费补贴包干，超支不补，节支分成”的

办法，对液化气公司实行 “吨 气亏 损 定 额补

贴，固定费用定 额包 干，超支 不 补，节支分

成”的办法，一年 可 节 约 煤、气 补 贴350万

元。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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