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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乡镇财政体制

  充分发挥乡镇财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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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应乡镇政权建设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改革

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河北省承德地区的乡镇财政机构是从1985年开始

陆续建立的。前几年乡镇财政的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有的甚至形同虚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的财

政体制不尽合理。在“定收定支，超收 分成，超支不

补，节余留用，一年一定，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

下，乡镇收入全部上缴，支出完全由县下拨。多数县

虽然也有超收分成、短收扣支，但由于比例小，又规

定只能年终一次兑现，超收分成部分当年用不上，短

收扣支部分当年扣不着，比较普遍地存在苦乐不均，

影响了乡镇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在地委和行署的支持下，承德地区1989年 初，实行了

“核定收支、下划基数、定 额 上解 或定 额递增上解

（定额补贴或定额补贴递 减）、一定三至五年”的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通过下划收支项目，合理确定收支

基数，收支完全挂钩，县乡两级彻 底分开，各自独立，

一定三至五年，把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大深化了

一步。

二、采取配套措施，全面加强乡镇财政职能

围绕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中心，承德地区

财政局采取一些配套措 施，进 一步 强 化乡 镇财政职

能。

（一）建立乡镇国库。承德地区从1987年起就积

极开展乡镇国库试点工作。在人民银行承德分行、农

业银行承德中心支行、承德地区税务局和财政局的共

同努力下，到1988年末，全区乡镇国库达到46个。在

此基础上，1989年在全区乡镇普遍抓了建立国库的工

作。财、税、行、库四个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联合下发了《 承 德地区乡 镇国库 管 理办法》（试行

稿），规定乡镇国库全部设在农业银行营 业所，国库

主任和会计分别由营业所主任和会计兼任，财政每年

给每个营业所500—1 000元的手续 费，还规定了财、

税、行、库各部门的具体职责、权利及国库业务核算

的程序、方式、方法，使我区乡镇国 库工作得以顺 利

开展。

（二）改革总会计核算制度。乡镇财政总会计既

管预算内资金又管预算外资金和统筹资金，为了加强

对乡镇各项资金的管理，增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

能力，充分发挥各项资金的使用效益，1987年末承德

地区财政局拟定了《 承德地区 乡镇财政综合总预算会

计制度》 ，将各项资金综合起来，分为资金来 源类、

资金运用类、资金结存类三大部分，根据 各种资金的

项目和内容分别设置总帐科目，进行明细核算，明确

规定各种不同性质的资金 之间不 得互 相挤占挪用。

1988年在部分县试行，1989年全面推开。从两年来的

执行情况看，效果较好。

（三）执行月报和年度决算编审制度。为 了及时

了解掌握乡镇财政预算内外资金收支执行 进度情况，

为各级领导正确决策提供数据和情况，当好参谋，承

德地区财政局设计了预算内外资金收支进度情况月报

表，从1987年下半年起开始执行。在此基础上，承德

地区财政局又参照地对县财政总决 算的内容和要求，

设计了一套乡 镇财 政 总决算 报表，共17表 25页，从

1987年起组织实施。

（四）加强对乡镇财政干部的在职教育和业务培

训，努力提高政治业务素质。乡镇财 政建设 初期，干

部大部分是招聘人员，人手新，业务生疏。承德地区

财政局在各县采取多种方式培训的基础上，于1987年

上半年举办了一次为期 3 个月的培训班，有近百名乡

镇财政干部参加了学习。在开办乡镇国 库业务后，各

县多次举办了业务培训，地区财政局于1988年 8 月组

织了近百人的国库业务培训班。自1985年至今，地、

县共举办了134期 培训班，有9 436人次参加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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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89年末人数统计，人均14次.在抓好业务培训的

同时，地、县财政部门还积极创造条件，支持乡镇财

政干部参加函授、电大等各种形式的学习。

三、初步成效

（一）完善了乡镇政权职能，使乡镇的权、责、

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乡镇财政的不断完善，极大地调

动了乡镇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他们根据本地的资源优

势，按照市场需求，发展生产，培植财源，积极组织

各种收入。1989年，全区 乡镇财政收入完成5 900万

元，占整个县级财政收入的44.3% ，比下划基数超收

605.5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收1 291万元，

增长28.9%。

（二）提高了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乡镇金库建

立前，资金上划下拨时间长，使用效益低。现在就地

入库，按比例留成，资金在途时间缩短，乡镇还可以

利用间歇资金支持生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滦

平县金沟屯镇三年来，通过合理安排调度预算内外资

金、借用其他资金等方式，累计筹集资金150多万元，

扶持企业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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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正定县二十里

铺乡财政所自1986年成立

以来，就积极扶持乡镇企

业，培植乡财源，1988年

县对乡财政体制由总额分

成改为“上交递增包干、

超收全留、欠收自补、一

定三年”后，扶持乡镇企

业，培植财源的积极性更

高 了。仅 1988、 1989两

年，对乡镇企业投资就达

107万元、贷款180万元，

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发

展，增加了 财 政 收 入。

1989年全乡乡镇企业总产

值达10 621万元，比1987

年增加3 800万 元，增长

55.7%；乡镇企业缴纳工

商税 416 万元，比1987年

增加220万元，增长1.12
倍。

一、以乡办、村办企

业为扶持重点，坚持公有

制为主导，培植主体财源

该乡乡镇企业发 展初期，个体、联办 企业 在工

业、交通运输、建筑等行 业 发展 很快，但由于规模

小，潜力有限，经济效益难以大幅 度提高 ，社会效

益也不明显。相比之下，乡村集体企业具有明显的规

模优势，发展潜力大，社会效益也显著。为此，乡财

政所确定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乡办带村办，促联

办、个体”的扶持方针。1987年至 1989年，给乡办、

村办企业提供周转金250万元，占同期 乡财政 提供给

乡镇企业周转金总量的80%，促进了乡办、村办企业

的发展，巩固了集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乡办、村办企

业产值占乡镇企业总产值比重由1987年61.2%提高到

1989年71.9%。同时，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增加

了财政收入。乡办、村办企业缴纳工商税额占 乡镇企

业缴纳工商税总额比重由1988年70.6% 上升到1989年

的83.7%。此外，还安排了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带

动了联办、个体企业；以工补农，促进了农业发展；

兴办福利事业等，社会效益显著。该乡二十里铺村，

1987—1989年没向农业生产者摊派、提留，反以村办

企业上交利润为农户代交农业税6.5万元，减轻了农

业生产者的负担；投资24.2万元购买了 4 台收割机、

6 台拖拉机支援农业，用85万元盖起了教学楼、办公

楼，改善了生产、学习、工作条件。

二、集中资金，择优扶持，培植多级财源

该乡乡镇企业有一定规模，资金需求量大，而乡

财政掌握的周转金和争取到的其它贷款数额有限，供

需矛盾突出。如果平均分配，分散使用，很难发挥资

金规模效益。因而，乡财政所把资金集中使用，择优

扶持，使资金用到能发挥更大效益的项目上去。择优

的具体做法是：（一）以投资少、见效快、能起“龙

头”作用的项目作一级财源，重点扶持
。

氨基酸是制

造化肥和农药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量大，投产后见

效快。1988年乡财政所发现乡办企业东华化工厂想上

此项目但因资金短缺而难实现后，经过论证可行，就

立即从县财政局争取到40万元周转金，使该产品当年

投产、当年见效，为该厂实现全年产 值1 000万元、利

税200万元发挥了关键作用。1989年该厂又 开发出印

染注剂和葡萄糖酸钠两种填补国内空白的新产品，投

产后如能替代进口产品，不仅能节约大量外汇，而且

能大大降低以此为原料的制成品成本。当乡财政所得

悉这两种新产品因资 金紧 张而 难以上 马时，经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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