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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财政补贴县几个概念问题

龚亚麟

近年来各级财政为转变财政补贴县的 面貌虽 然做

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是在理论上

和实践中。对财政补贴县的概念等一些基本 概念还存

在着不同的认识。为推动扭转财政补贴县 面貌的工作

深入一步，本文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财政补贴县的概念

什么叫财政补贴县？一般认为，按照现行财政体

制，特别是省对地县（市）的体制，收入基 数小于支

出基数，实行定额补贴的县就是财政补贴县。定额补

助和体制上解同时并存的县（市），定额补助大于体

制上解的县（市）也应视作补贴县。这种在一省一市

范围内区别于上解县（市）的作法，反映了一 定时间

上各县级财政收支的状况，对于指导本省市开展县财

政工作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省与省之间，由于对下

的财政体制不同，在收支范围划分上的不一致，各省

市之间的补贴县从数量上和本质上也不一样。从全国

的情况看，各地的财政补贴县概念差距也很大。以辽

宁省和黑龙江省为例，辽宁省将粮食企业的亏损基数

下放到各地市县，纳入了县（市）的财政收入基数，

体制基数相对减少，而黑龙江省同样也将粮食企业的

亏损基数下放到地市县，但是不纳入县级财政的收入

基数，而是作为一项指标，超亏由县财政负担，减亏

给予分成或全部留给县里，县级财政的收入基 数相应

扩大，反映在县财政的收支差额上要比辽宁省少。又

如辽宁省将中央四部门的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

30 % 部分下放到市县，而黑龙江省则将它们 作为省级

财政的固定收入。从这一点上看，辽宁省下放市县的

收入范围又要比黑龙江省大。另外两省在支出基数下

放的范围上也不一样，县级 财 政 掌 握的支出就不一

样。全国不同省市对县财政的收支范围划分可以讲是

五花八门的，因此造成统计上的困难 ，全国到底有多

少个财政补贴县，这个数字在实践上是无法将各省的

数字逐一累加的，甲省的补贴县如果以乙省的收支范

围划分则可能成为一个上解县。从目前的情况看，要

求各地都按中央对省的现行体制 将县财政按一个标准

划分为一般县和补贴县两个大类，难度很 大。但是随

着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了实现国家财政状

况的根本好转，全国应该逐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以便正确指导扭转财政补贴县的工作。

二、关于县财政扭转财政补贴的标志

怎样才算摘掉了财政补贴县的帽子， 各地在近年

来的实践工作中进行了探索，大致可以分 成三种类型。
第一 种 是静 态的扭补标准，如黑龙江省定的扭 补 标

准是补贴县的财政收入达到或超过省85年体制的 支出

基数。显而易见，由于1985年的支出基数是个定量，

财政收入逐年增加迟早会超过这个定量。 财政收入尽

管超过了1985年的支出基数，但是由于财政支 出也 在

逐年增加，与85年体制的收支差额相比，有些县的收

支差额反而扩大了，县财政仍旧做不到以收抵支。第

二种类型的扭补标准不妨可以称为结构性的标准，如

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以县财政组织的收入 能否

抵上本级财政的正常性支出作为扭补的标准，即把人

员开支和必需的事业发展支出作 为扭补的标准，这是

一个动态指标，基本上它能反映出县财政的状况有了

初步好转。第三种标准类似湖北省的做法，即当年组

织的收入除了保证人员经费支出和必需的 事 业发 展

支出外，还有能力用于生产建设性支出。我认为补贴

县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标准，或者说是彻底扭转补贴

面貌的标准应该是本级财政收入能满足本级财 政的全

部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并且能够

连续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某一年的收支平衡和多数年

份的不平衡均不能叫作财政扭补县。
三、关于财政收支自给率的计算方法

作为衡量一个财政补贴县是否做到了以 收 抵支，

摘掉了补贴县帽子的标志，财政收支自给率这个指标

经常被运用，但是如何计算这一指标却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 为 财 政 收支自给率就是全部收入来源

之和除以 所有支出，以黑龙江省饶河县1989年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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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数为例，财政总收入为2 546万元（其 中：定额

补助336万元，上级专项补助1 189万元）财政支出合

计为 3061万元，则该县的自给率为83.2%，这样计算

的理由是立足于从本县范围内发生的所有收入 和支出

来衡量财政状况。另一种计算方法是将收入合 计扣除

上级专项拨款，支出合计扣掉上级专项支出和上年结

转的支出。这种计算方法将上年结转的县级财政的正

常性支出也扣除了，缩小了县财政实际应达到的支出

范围，人为地提高了自给率。因此，我认为应 该以县

财政的本级收入（包括上级定额补助）和县财政的本

级支出（不含上级专项拨款支出和专项上解支出）来

计算，仍以上述所应用的饶河县1989年财政收支数来

计算，1989年县财政本级收入为1 103万元，本级支出

1 678万元，财政自给率为65.7% 。 理 由 是上级 专项

拨款支出和专项上解上级财政支出都不是本级财政的

财力所安排的本级支出。专项拨款数量的大小在各 省

市之间由于支出下放的范围不一，因而数量上差异很

大，在一个地区内，由于种种原因上级财政的专项拨

款在不同年度 数 量 上 差异很大，不能作为县级财政

正常性的收入来源和支出内容。
四、关于财政补贴县类型的划分。

将财政补贴县科学地划分为几种类型，在工作中

针对不同层次的补贴县采取不同的办法，在财 政管理

体制形式，安排扶贫项目，提供扶持资金和政策优惠

上各有侧重，达到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地减少财

政补贴县的数量，减少财政补贴额很有意义。目前，

在工作中通常以补贴县的财政收入大小来划分档次，

如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 ，3 0 0 0万元 至5 00 0万 元

的，3000 万元以下的等；也有以定额补助额的大小来

划分的，如定额补助在1 000万元以上的，500万 元 至

1 000万 元 和500万元以下的；也有同时考虑收入与定

额补 助额大小的，如收入在5 000万元 以 上，同时定

额 补助在1 000万元以上的等等，各种档次的划 分 上

各地都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此外，也有人利用人均财

政支 出 指标来划分补贴县的类型，如人 均 支 出3 000

元 以 下的， 3 000 元 至5 000 元的，5 000元 以 上的

等。总的 来看，上述几种划分办法都是比较直观地单

纯从 收入或者单从支出水平来划分补贴县的类型。我

认为，这些办法还不能全面地从本质上反映财政补贴

县的不同层 次的困 难程度。由于每个县的行政区划大

小不一，人口多少不一，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不一，

收入较多，定额补贴少的县，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往

往比财政收入少，定额补贴额大的县更大；财政收入

和定额补助额接近的县由于财政负担开支的人员多少

不一，行政区划大小不一，管理难易不一，财政支出

上刚性支出的比重也不一样，因而财政困难的程度不

同，摘掉补贴县的难易程度就不同。将补贴县划分为

几种类型的依据应该从县级财政的收支两个方面综合

考虑；即从财政自给率出发，以本级财政收入能满足

本级财政支出的程度将补贴县划分为几种类型，比如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

为一类；财政状况比较紧张，仅能维持“吃饭”开支

没有发展生产能力的为第二类；经济基础脆弱，财政

自给水平很低，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现一定数额赤字

的县为第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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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承包制的

两个问 题

张 浩河北省财政厅

目前相当数量的企业第一轮承包经营已经到期，

为了搞好第二轮承包，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

制，本文从核实资产和建立承包风险机制方面谈点认

识。

一、核实资产

核实资产是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一项很重要的

基础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资产核实往往被忽视，这

是目前承包制的一天缺陷，亟需解决。企 业承包主要

靠的是占用国有资产，利用国有资产 进行经营活动；

确定承包基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资金利润率 等考

核指标的依据也是企业占用的国有资产。企业占用资

产的多少，对承包结果影响很大。现在企业承包基础

都是以帐面资产为依据，既不科学 又不严 谨。由于种

种原因，企业帐面资产严重不实，除 物价上涨使帐面

资产与重置成本发生很大差异等因素外，还普遍存在

大量的帐外资产。因此用企业的帐 面资产不是企业占

用的全部资产。仅就帐外资产而言，据我们典型调查

所知，企业各类帐外资产不包括占用的土地资源和无

形资产，为帐内资产的30% 左右，有的 高达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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