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县财政
念好自己的山水经  

力争财政收入再上新台阶

许代乾  陈洪潮

湖北省兴山县经过 6 年的艰苦奋斗，已由

一个吃财政补助的县，跨过了“财政自给”台

阶，并跨上了“温饱型台阶”。到1989年，全

县工农业总产值到 1.97亿 元，其中工业产值突

破亿元大关；财政收入达到1665 万 元，比1983

年的385万元增长3.3倍，比 摘掉吃 补 助帽子

1986年增长了一倍多 完成了财政收入“三年

翻一番、六年翻两番”的任务。为了加快兴山

县的 经 济 建设，尽快为国家做贡献，兴山人

按照近期、中期和长期建设规划的要求，又提

出县财政收入要再上两个新台阶的目标——到

1993年达到3 000万 元，实现“宽裕型财政”，

1995年达到5 000万元，实 现“贡献型财政”。
为了实现财政收入再上两个新台阶，兴山

县的战略构想是：

（一）巩固现有财源。就是在现有的经济

条件下，要保证在1990年达到财政收入两千万

元，比上年增收335万元，增长20%。按照财源

分析，现有化工厂、电化厂增收产品 税140万

元，现有磷矿、锌矿增收增值税65万元，营业

税增收65万元，特产税增收50万元，其它税种

增收30万元。只要坚持向外搞活、向内使劲、
合理布局、严格管理，这个目 标 是 不难实现

的。
（二）壮大支柱财源。兴山已拥有水电、

采矿、冶炼、化工、森工、食品、建材等七大

工业支柱财源和柑桔、茶叶、烟叶等三大农业

支柱财源，这十大支柱财源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78%，今后要努力壮大这十大财源。在工业上，
1990年使装机1.2万瓩的 湘 坪河电站和万吨电

石的电化厂早日建成投

产，尽快发挥效益，并在

三年内，工业上新建一

台 年产2 500 吨 的黄磷

电炉；扩 大5 000吨五钠

规模 ；兴建一条3 000吨

草酸生产线；扩大一万

吨电石规模；兴建一条

年产1 000吨 葡萄 糖生

产线；开发20万吨磷矿

生产；深加工1 000吨赤磷。在 农业上，以柑桔、

茶叶的老园改造、提高单产创名优为突破口，
发展新的柑桔、茶叶、烟叶生产基地。这十个

工农业新的支柱项目实现后，每年可增加销售

收入1.3亿元，增加财源1 500万 元。这样，支

柱财源的壮大，可以应付市场的突变，维持财

政收入的稳定，并为建设后备财源打下基础。
（三）拓宽中间财源。由于山地因素的制

约，兴山县历来是市场狭小、流通不畅。为了

进一步发展经济、开拓市场、丰富群众生活，
拓宽中间财源是当务之急。交通的发展、运力

的提高、轻工、流通领域的活跃、医药化工、

生物化工的系列开发，都将为兴山县的经济振

兴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
（四）培植 后 备 财 源。就是在近期内把

已考察可行的项目尽快搞上去。首先是巩固农

业基础，加强乡镇企业和多种经济的建设，促

进乡镇一级财力的壮大。在县级后备财源建设

方面，抓紧考察可行性项目。装机5.7万瓩的古

洞口电站的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前期准备工作

基本就绪，待正式审查批准后，即可实施。银

矾矿的开采已进入筹备阶段。两河口到白果园

的公路建设进展顺利。兴山县的后备财源建设

到1995年将有一个大的改观。
为实现上述战略构想，兴山县采取了以下

几条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县委、县政府

已及时成立了以代县长王风满为组长的实施战

略构想领导小组，对重点项目建设也组织了专

门领导班子。县财政局根据实现战略构想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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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成立了五人综合协调小组。局级领导、党支

部委员、各股股长都已明确重点帮扶对象，全

县十三个乡镇的财政所也都明确了自己的重点

扶持项目。
（二）积极发展财政信用。生产要发展、

事业要发展，资金不足是主要矛盾。为解决这

一矛盾，兴山县采取进一步盘活用好财政周转

金的办法，重点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调整，用

于临时资金周转和技术改造，支持重点项目建

设，为培植后备财源服务。同时，他们还加强

财政预算内建设资金和财政周转金的投放、使

用和回收环节的管理，建立健全追踪反馈责任

制和集中统一的重点项目投资体系，把出自各

部门的各项资金捆在一起，形成“拳头”，以

支持财源建设。另外，他们还把资金、技术、人

才、信息、劳务以及相关的各种服务有机地结

合起来，形成有效的综合性投入，来保证财源

建设的稳定高效。
（三）实行财源建设“推移策略”。在建

设布局上，以县重点财源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
以乡镇重点项目带动村及村以下企业，以村及

村以下企业重点带动农民共同富裕。在建设方

式上，以县乡（镇）联办、乡（镇）村联办、

村组联办为主，增加财源。这种“推移策略”

旨在涵养财源，藏富于民，最终将导致梯级财

源的形成，并为县级财 源 奠定 坚实可靠的基

础。目前县委、县政府已将各乡镇的财政收入

任务分解下去了，到1993年，兴山县的乡镇财

收入将有一个乡镇跨入500万元、两个乡镇跨入

300万元、一个乡镇跨入250万元、五个乡镇跨

入100万元以上的行列，其余四个小乡可以做到

自足有余。
（四）进一步理顺国家 与 企 业 的分配关

系。兴山县财政局认为，培养一棵“摇钱树”

不容易，管理好一棵“摇钱树” 更难，财政部

门不能只抓分配，不抓生产，也不能只培养财

源，不监督管理。他们打算在新一轮承包期开

始时，合理调整承包基数，进一步理顺国家同

企业的分配关系，并逐步推行“税后还贷” 和

“税后承包”办法，以增强财政税收杠杆的宏

观调控能力。
（五）采取自上而下的配套措施。一是在

把握水电开发时，注重总体设计、重点倾斜，
对明知资金缺口较大、效益不好的小型电站，
不硬着头皮上；二是对农林特产品的发展，采

取以基地建设为主，连片治理，集体经营；三

是立足于开发资源，节约资源，鼓励系列开发，
深度加工，创名优、上等级。

市县财政
总结经验  

开拓理财领域

——对承德县 “七五” 期间

财政收支的分析

张 双

承德县地处河北省东北部山区，面积 4 000

余平方公里，辖27个乡镇，人口48万。“七五”

期间，承德县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

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财政也有较大增长，保

证了全县正常开支并支持改革的需要，实现了

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为了总结经验，以便今

后更好地开拓理财领域，这里对承德县财政收

支做些具体分析。

一、财政收入分析

承德县财政收入1985年为 1 839.7 万元，
1989 年 为 3 025.6 万元，增长64.5%，年递增

13.2%，这个速度不算慢（高 于同 期国家财

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与同期社会总产值年

递增26.2%，国民收入年递增25%相比，差距

是明显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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