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次动 员自查。老许为帮助企业把问题解决 在自查阶

段，要求各部门根据自查提纲，逐 条对照 检查。由于

全厂上下指导思 想明确，厂 领导 带 头检查，做 法 扎

实，各部门自觉清理擅自收取外单位的各种 “酬 金”、

“赶工费” 、 “承包费”，私设小 金库等问题，共增

加 利润91万 元。 市税收、 财 务大检查办 公室赞扬该厂

自查不护短，不 怕痛，效 果好。

1986年老许帮助该厂把税收 、 财 务自查与 法制教

育相结合、 与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相结合、 与清查联营

厂、 第三产业的经营成果相结合、与提 高财 务人 员业

务素质相结合，自查 出混淆两 类资金，成本计算不实

少计利润、劳务收入不入帐等六 个方面 44个问题，补

缴税款82.3万 元。国务院税 收、财 务、物价 大检查上

海工作组及市主管部门通 过重点 检查，肯定了该厂突

出重点，明确目标， “四 个结 合”的好做 法。

1988年大检查工作布置后，老许 结合该厂 特点，

针 对往年该厂财 务管理中暴露的问题，提 出 了‘行动

上要快，检查 面要广，作风上要细，遵纪守 法 要严’

的要 求，得到了厂领导的同意和支持。老许与厂 大检

查领导 小组一起，将在自查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一排

出，并制定了178条对照自查提纲，先 后分 三个 阶 段

自查，共查出应补缴的 税 款45.40万 元。该 厂 的做法

得到了国务院税收、财 务、物价大检查上海组领导 的肯

定， 1988年上海焦化厂 被市政府评 为市税 收、 财务、

物价大检查先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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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贯 彻中央 “治理整

顿、深化改革”的方针，研

究增加农业投入的途径，促

进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

产的稳步增长， 加快农村第

二步改革步伐，今年 4 月份

我们到17个乡镇， 对乡镇预

算外财力管理和使用情况作

了认真调查。

一，乡镇预算外财力数

额大， 分散面广， 违纪现象

突出

（一）数额大， 1988年

17个乡镇从农民手中提留的

“两 金一 费”达1 400多 万

元， 年底三项资金 节 余150

多万元；12个乡镇的行政事

业单位各项收入达628.27万

元，为财政拨 款1 413.1 1万

元的44.46% ， 15个乡 镇 行

政事业单位自收资金年底滚

存结余183.71万元；乡镇企

业1988年底各项专用基金余

额1 474.69万元，其中发 展

基金301.7万 元， 大修理 基

金40 1.83万 元， 企 业 基 金

84.99万元。以 此 推算， 全

市每年从农民手中提留的各

项资金 总 额约1.5亿元，其

中 公 积金3 500万元，公 益

金7 000万元，代 办 费4 500

万元；乡镇企业每年各项专

用基 金余额 可达 1.5亿元；

行政事业单位自收资金节余

约9 000万元。三块 资 金 合

计每年共 可 形成财力约3.9
亿元，是全市乡镇财政收入

1.5亿元的2.6倍。

（二）分散面广。乡镇

所属各单位，包括经管站、

土地办、 司法办、 派出所、

农机站、 农技站、 兽医站、

多种经营办、 计划生育办、

文化站、 工业办、经联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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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各 办事 职能部门，不论其性质和工

作范围大小、 人员多少，都掌握着一部分资金， 形成

了各把一方、 各行其 事的局 面。虽然有些乡镇把其中

的一部分收归到乡财政所管理，但由于各级主管部门

各自把守着自己的利益和权力范围固守不放，因此，

资金分流局面远未得到有效控制。

（三）管理混乱，浪费严重。

1、财务管理混乱。其主要表 现：第一， 财务上无

帐无据或帐据残缺不全。某乡 土地办， 经收的土地罚

款等无帐无据， 仅有一个银行活期存 款折；有的单位

报销无经手人签字，也无领导人批 准；还有一些乡镇

的超生罚款收入、土地罚款收入、经营 收入等记帐不附

原始凭证。第二，现金管理混乱，白条抵库现象严重。

某镇一个单位1988年 9 月19日库存 现金帐 面 余 额 为

81 384.95元，其中白条抵库达26 939元；还有一个 乡某

单位 1988年 9 月28日库存现金 帐 面 余额 为62 908.77
元，其中白条抵 库达43 200元，有的白条还是从1985年

结转来的。这些白条 多系 无法入帐的支出或私人借款，

第三，报支领用手续不合 法。某乡一个单位以白条报

支董 ××铺路 款27 800元，农建费11 200元，支付王 ×

×工程 款5 000元 奖金6 238元；一些 乡 镇经管站将代

为征收的保险费、 水费支付给保险和水利部门时， 对

高达数万元的款项， 也 竟以白条入帐。

2、违反财经纪律现象严重。主 要 表现在：①滥发

奖金和补贴。如某乡 土地办，在乡统一规定的生活补

贴和车修费标准的基础上，又 用 本 单位 所 掌 握的资

金， 每人每月增发 生 活 补助 15元、 车修费 2 元；②

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严重。某镇农技 站1988年各项收

入计6 178.45元，支出4 449.89 元，其中 仅招待费支

出就达4 009.51元，占 支出的 90.1 %；③挪 用专款，

违控购买专控商品。有的乡 挪用集体提留资金修建乡

政府办公楼，还有的乡镇不经有关部门批 准，擅自挪

用集资款、 超生费、 生产组 织费、 土地罚款、 农民提

留、 乡镇企业上交利润 等，购买小汽车等；④公款私

用。有一个乡经管站，将7.2万元 公 款借给一位 乡领

导的儿子经营农药，至今尚有3.5万元未收回。

3、资金使用效益差。一些单位运用自 己掌握的农

村集体提留或自收资金，兴办各类 “实体”、开展资

金融通与投放，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和科学的可行性论

证，使用效益很差，投放资金不能及时收回甚至 “沉

淀”，应当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地投

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影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某

镇经管站，1987年底用代管提留资金 30万元兴办桐木

板厂，至今未投产， 形成了要下不得、 欲上不能的局

面，占用的30万元提留款分文不能 收回。 这 个单位还

用1988年提留的村组干 部工 资10万多 元， 搞 资 金投

放， 未能如期收回，造成村组干 部1988年工资到 1989

年 2 月才予兑现；某乡经管站1985、 1 986两年提 留的

18万元水利交通费，只有10万元用于 水利建 设， 其余

的 8 万元用于兴办糖果厂，至 今仍未收回；还 有一个

乡经管站占用公积金搞融资和兴办 实 体， 1 988年底尚

有 9 万元未收回，该乡当 年提 留 的公积金才 只有8.5

万元，占用额超过了当年提取额，增 加了 农民负担。

二、问题产 生的原因

一是对乡镇预算外财力，特别 是合作 经济组织筹

集的资金的性质缺乏正 确认识。认为这 部分资金是由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筹集的，其管理权 和使用权也要由

合作经济组织独立行使，过份强调资金的 独立性， 将

集体资金与国家资金对立起来，把乡镇政 府及 财政所

的管理监督，看作是对集体资金的 吞并。

二是乡镇一些单位、 分管领导以及上级主管部门

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一些乡镇领导认为 自己分管部门

业务范围内的开支让分管财贸的领导签字不 方便，影

响自己职权的行使；一些上级业务主 管部门 把乡镇对

口部门当作自己的所属单位，认为自己 理所当 然地要

管理其财务活动、维护其 经济利 益。

三是某些领导对乡镇失控财力规 模认识不足， 认

为没 “油水” ， 因此工作上舍近求 远，眼 睛向上，把

增加农业投入、 发展乡镇企业寄希望于 上级 财政和银

行，而忽视了就地 挖掘潜力。

四是缺少健全的 财 务 管理 制度 和有 效的管理手

段。对于乡镇各职能部门以及伴随着改革的深 化而日

益增加的各种经济组织， 没有一个对财 务实 行统一管

理的职能部门，和一个统一的管理办 法去制约这些组

织的资金 活 动。

五是事权与财权结合过于紧 密。强调事权与财权

的有机结合，有利于调动事权部门的积极 性。但是，

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 不论 其人员多少、 职能范围

大小以及行使职能是否需要，都给予 较大财 权，同时

又使之游离于财政部门的监督、 管 理之 外，就使得事

权与财权的有机结合变成了两者绝对统一， 给 违法乱

纪者开了方便之门。

六是条块关系未理顺。一些上 级业务主 管部门，

超越职能范围，管理乡镇对口单位的财 务活动，有的

甚至对非创收单位下达收入 和上交任务，这 事实上代

替甚至超越乡镇政府行使了一部分 权力， 影响了乡镇

政府和财政部门充分行使职权，加强统盘管理。

三、几点认识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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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粮食生产不断 “滑坡”，农业作为国

民经济的基础受到削弱。资金短缺 已成为农村经济发

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因此，我们认为，要发挥 乡镇财

政的作用， 加强资金的统一管理、 监督和使用，减少

损失浪费， 使现有资金发挥更大作 用，就必须 在农村

建立综合管理型财政。这是顺应农村经济发展特点，

运用财政固有职能， 对农村各项资金进行综合 管理、

监督和反映的必要， 有助于乡财政各项职能的发挥和

发展。

（一）建立综合管理型财政的必要性。

第一，是保证农村基 层党政廉洁的需要。农村失

控财力较大， 分散面广， 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是

少数党政干部以权谋私，利用工作之便挥霍浪费、甚至

贪污挪用等现象发生的土壤。建立 综合管理型财政，对

这些分散财力实行统一管理，改造这土壤，有助于党

政干部做到廉 洁奉 公。

第二，是增加农业投入的必要措施。农业投入基

本 上来源于三 个方面，一是国 家，二是集体，三是农

民个人。目前国家财政困难重重，近期 对农 业投入不

可能有较大幅度的的增长；联产承包 后，集体经济 丧失

了经济实力；农民个人增加农 业 投 入 的 积 极性也不

高。在这种条件下，就更需要在聚集多方资金，统筹

安排、 统 一管 理和 使用、 发 挥资 金 “合力” 上 作文

章，使 有限资金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农业 生 产中去，并

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 果。

第三，是乡镇政府总揽全局， 制定和实施 各项事

业发展规 划的重要保证。乡镇政府根 据本 地各种资源

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 划，是有计 划商品

经济的客观要求。发展事业需要资金作 为保证，建立

综合管理型财政， 对 各 项 资 金及其运 动加强计 划管

理，就可以增强乡镇政府的宏观驾驭能力，统筹安排

各项财力，将钱用 在 “刀刃” 上。

第四，是完善乡镇财政的需要。从 乡镇 财政现状

来看，乡镇财政的管理范围仍 然偏窄，对乡镇企事业

单位、 各类经济组织缺乏统一的财务 管理 和监督，乡

镇财政的筹集、 分配、 调 节职能尚未 充分 发挥。因

此，建立农村综合管理型财政，完善和发展乡财政职

能， 是把乡财政建设成真正的 “一级财政”的必然要

求。

（二）建立农村综合管理型财政的基本构想。

第一，管理范围。乡财政资金管理的范围 是：①

乡镇行政事业单位的各种行政性收费；②乡镇事业单

位经营纯收入；③乡镇办企业上缴利润；④财政部门

征收的 “生猪发展基金”、“粮油技 术改 进费” 、 “粮

食差价款”；⑤行政事业单位征收的个人房租费；⑥

乡镇办企业和村办企业的折旧基金；⑦工商部门在当

地收取的市场管理费；⑧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结余；

⑨由上级部门或其它单位转入的 各项其 它资金；⑩农

村各项提留；⑫乡镇兴办各项事业的集资 款；⑫企业

抵押承包的抵押金。

第二，管理形式。对各项资金，在不改变 其原有

性质和用途的原则下， 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

形式。

对①-⑤五项资金采取统收统支办法，在综合财

政中列收列支，在尽量考虑原资金 来源 和用向的情况

下，由乡镇政府 统一安排使用，

对⑥-⑨四项资金采取“专户 储 存”办法，专款

专用， 乡镇政府合理引导使 用。

对⑩-⑫三项资金，采取代 管形式，不改 变资金

原有性质和使用权，由乡村有关职能部门 分期编报用

款计划和实施意见，经财政 部门审 核、有权机关批准

后拨款，实施监督 和管理。

第三，管理办法。（ 1）开设综合财政专 户，建

立综合财政帐册及财务档案，由 财政部门 专人负责综

合财政资金的款项缴拨，及时记帐、 算 帐、 报帐、如

实反映各项资金运动情况。（2）设立 “农业资金”

帐户，集中管理和反映农业资金的使用及增加 农业投

入措施的落实情况。（3）按年度、季度编造综 合财

政计划，定期向政府汇报，为领导 提 供决 策 依据。

（ 4）建立预算外资金预决算制度和财务公开制度，

每年向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作预算 外 资 金的 预 决算报

告，按季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公开财务收支和资金使用

情况，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和集体决策的作用。（5）

制定各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制度，统一印制款项往来和

财务收支凭证，统一财务手续。（6）实行正常的财

务报帐制，凡发生经济活动的财 务单位，都要按期向

财政部门报送各类财务报表，接受财政监督。（7）

理顺乡村两级财务关系，建立健全村筹乡管提留资金

的报支手续。为了既简化手续，又堵塞漏洞，村级会计

不设现金帐，各项公共事业和福利性开支，由村民委

员会运用统一会计凭证，盖章、 签字后经乡镇经管站

审批后，到财政部门领报；村干部报酬须填制统一的

“工资单”，由经管站审批后领取。这样，不仅能统

一财务手续、严格财务制度，便于实施财经监督，同

时对于加强乡村各项税收的征管工作，减少零 星税源

的流失，也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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