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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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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下降，从1986年的12.5%降到 1989 年 的

8.2%。
1.财政从农业取得的收入有限。承德县是

农业县，农业在全县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农业总产值1985年为13 184 万元，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56.9%，1989年为 25 170万元，仍

占46.6%，四年增长90.9%，年递增17.5%。
而农业税收在增加了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

两个税种后，才从1985年的119.7万元，增加到

1989年的191万元，增长59.6% ，年递增12.4 %。
农业税收增长速度低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占农业净产值的比重始终仅为 1 % 左右。

2.工商税收增长幅度低于同期生产增长速

度，这几年承德县工商税收在当年财政收入中

占80 % 以上，最高达87%。一般讲工商税收的

增长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但该县二者持平，
1985年到1989年，工商税收从1505.4万元增加

到2501.4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3.5%。其中，
产品税和增值税平均每年递增9.7% ，不仅低于

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而且低于工商税收的增

长速度，究其原因，一是产品税改增值税，降

低了税负，部分税金转为利润，而企业实行承

包，财政得不到，二是根据产业政策和实际情

况对企业减免税收，三是征收管理上有漏洞，
造成税金流失，因此影响了整个收入的增长。

3，企业所得额征收的收入增长缓慢，企业

实际负担率不断下降，而亏损却不断增加，1985

年国营企业实现利润463万元，1989年达 1 042

万元，平均每年递增22.5% ，而同期国营企业

所得税和上缴利润的年递增率分别为 8.6% 和

7.7 % ，远低于实现利润的增长。造成这种上交

利税与生产发展、实现利润不同步的原因有：

经济效益不高，企业还是速度型而 不 是 效 益

型；企业承包后，存在“包盈不包亏” 的现象，
超基数和因涨价等客观因素多得部分财政得不

到；为保企业的后劲，允许在税前 还 贷 并 提

“两金” 等减税让利措施。同时，企业亏损补

贴大幅度增加，1985年国营企业亏损补贴15.8
万元，1989年上升为84.3万元，平均每年递增

52 % ，日益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二、财政支出分析

承德县财政支出（包括上级专款补助）1985

年1884.7万元，1989年为 3258.9 万 元，增 长

72.9%，年递增14.7% 。这几年承德县的财政

支出有以下几个特点：

1.财政直接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比重越来

越小。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支出、科技三

项费、支农支出和农林水气事业费等项支出，
1985年时占当年支出的25% 左右，而到1989年

仅占12%左右。基本建设支出和挖潜改造支出

到1989年已不复存在。支农支出受专款影响时

多时少，1987年曾达274.6万元，1989年又回落

到189.3万元，农林水事业费虽然 从 1985 年 的

85.4万元，增加到1989年的200.7万元，但并没

改变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下降的格局。
2.社会文教支出的增长 较 大。1985 年 到

1989年文教卫生事业费平均每年递增20.7%，
其中教育事业费年递增率达21.9%，体现了重

视发展教育的政策。文教卫生事业费占当年支

出比重由1985年的37%，上升到1989年的46%，
几乎接近支出的一半，其中教育经费占当年支

出的比重由25% 上升到33%，占支出的1/3，使

全县的办学条件日趋改善，基本消灭中小学危

房。
3.行政管理支出高速增长，人头费的比重

逐渐上升。1985年行政管理费支出281.7万元，

1989年达606.9万元，平均每年增长21.2%，公

检法支出1985年为63.1万元，1989年为135.3万
万，平均每年增长21%。这两项支出占当年财

政支出的比重从1985年的17.3% 上升到1989年

的22.1 % 。同时，行政经费个人部 分 比 重 从

1985年的50%，上升为1988年的58.3%，人均

年支出由1 102 元上升为2 165 元，几乎翻了一

番。
4.价格补贴支出和专项支出超常增长，远

远高于当年财政支出水平。价格补贴支出1985

年36.2万元，1989年达113.5万元，平均每年增

长33.1%。专款支出主要是环保和城市水资源

支出，属于列收列支，财政调节余地很小，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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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出30.2万元，1989年76.8万元，平均每年

增长36.5%。

三、几点想法

通过对承德县“七五” 期间财政收支状况

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受国家经济和财政形

势的左右，县级财政虽然保持了收支平衡，但

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因此只能

保 “人吃马喂” 的经费，保改革支出，而直接

投入经济建设的财力严重不足，这种状况是与

社会主义财政的生产建设性职能不符的。为了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集中一定的财力，使财政

收入有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增长并在国民收入

中占适当比重，对承德县来说，为全面发挥财

政职能作用，除要继续对财政收支严格把关，
完善企业承包、经费包干和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等办法，将该收的收上来，不该支的压下去外，
还要强化财政对全县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开

拓理财领域。下面是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1.大力抓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经济效益的

好坏，直接影响财政收入。所以财政应积极主

动地深入到企业中，一方面帮助企业加强核算

管理，搞好“双增双节” ；另一方 面 筹 措 资

金，支持企业挖潜改造，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目
前，企业第一轮承包就要到期，财政应总结经

验，提出方案，完善承包制，改变企业包盈不包

亏、短期行为等状况，保证企业上交利润与实

现利润同步增长。“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

承包” ，是今后确定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方

向，财政应与有关部门一起进行测算分析，选

择有条件的企业进行试点。
2.管好用好各项资金。要加强对预算外和

自筹资金的统一管理。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

前提下，通过财政专户存储来监督并引导其合

理流动。运用财政信用的形式，充分利用资金

的 “时间差”。要切实使用好支农 “周转金”

和技措 “周转金”，项目选择要准，要能及时

回收。
3.完善乡镇财政，使之成为一级实体，事

权与财权相结合。认真总结1989年建立的两个

实体型乡镇财政的经验，适时进一步推广，争

取尽快让全县各个乡镇财政充分发挥一级财政

的职能作用，使县级财政的基础更稳固。
4.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全县的财源，

不仅为年度而且为中长期决策提供信息。首先

是对财政收入按行业构成调查，摸清县财政的

支柱行业是什么。其次是展开梯级财源的调查，

搞清全县当前财源、新兴财源和潜在财源是什

么。在此基础之上。多方面筹集资金，区别不

同情况进行财力支持：一是对当前财源要加强

管理和服务，尤其对支柱财源要重点管理，支

持其稳定发展，使财政有稳固基础。二是对新

兴财源要积极扶持，特别是对那些 有 发 展 条

件，有市场优势的项目，要从政策和资金上支

持，以期使之尽快发挥最佳效益，为财政提供

收入。三是对潜在财源要进行充分论证评估，

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对有价值的项目适当支

持引导，使其在中长期成为财政后续财源。

服务 “五到户” ，即：致 富 信 息 送到户、技术咨询

想到户、技术服务帮到户、科技培训班办到户、扶贫资

金贷到户的方法，帮助贫困户改变面貌，取得了比较

理想的效果。苇塘村四社原有30户近百口人，因贫困

及其它原因，大部分人家搬走了，最后剩 下没有门 路的

11户，65口人，成了有名的穷社。去年4月，镇党委书记

带领财政所干部等11名机关干部进驻这个社，每名干

部帮助 1 户，采取“五到户”的扶持方法，安排了13

个脱贫致富生产项目，并 且帮 助解决 种源、产品销

路、 生产资金和技术等问题。经过 一年的努力这个社

人均收入达到300 多 元，跨入全 镇中 等收入行列。 半

拉川村的社员有种草莓的习惯，但是，不懂技术，靠

老经验自然生产，不但产量低，而且质量也不好。 去

年，财政所支持镇科技部门从黑龙江省科研部门引进

优良品种，购买 6 万株 苗种，支持160多户 种 植13公

顷，其中贫困户30 户，垫付苗种 资金2 000多元。有

个贫困户全家八口人，只有一个劳 动力，生活非常困

难。去年扶持他家利用房前屋后栽了半亩 地草莓， 当

年收入上千元，家庭生活有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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