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绩，打肿脸充胖 子。其二，只考虑小圈子，缺少全

国一盘棋的思想。我们有些同志，眼睛只盯着自己那

一摊子，总觉得自己情况特殊，有他 人 不 可 比的因

素，应当百业俱兴，而且要在短期内 “一气呵成”。

这些同志很少想想国家的 全局 利 益，财力的承受能

力，以 及艰苦 奋 斗、 勤俭建国的方针。确实，近几年

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些地区、

有些部门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 也必 须 清 醒 地看

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还 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 如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财政支出

的盘子过大等。在经济上压缩空气，开展增产节约、

增收节支，这是解决当前经济上出现的 新问题，使国

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对策。

诚然，我们有些地区和单位，确有其特殊性。一

些同志想把事业办得 好一些，这 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

的。但是，局部必须服从 全 局。有 些项 目，从本地

区、 本部门看是需要的，是可行的，是应该上的， 但

从全国来看，则是不需要的，不可行的，不应该上的，

或者暂时可以不上的，这就应该从全局出发，局部服

从全局。如果大家都强调本地区、 本 部门工作的特殊

性，而看不到全局的普遍性，就好比挤公共汽车一样，

谁也不肯下，结果必然耽误车子的 前进，甚至会造成

危险。因此，我们考虑经 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必须从

现实的国情出发，要有 “全国一盘棋”的观念。

当然，我们在具体落实节减 任 务时，应当贯彻实

事求是的原则，区别对待。不应当不分青 红皂白地按

10% 一刀切。有些单位可以低于这个幅度，而有些单

位则可以大大高于这个幅度。但不管幅度大小，都不

应当 “节” 外生“支” ， 给 “双增双节” 设置障碍。

乡财政
谈谈乡镇财政工作的发展方向问题

高光祖吉林省财政厅

目前，我省乡镇财政已经普遍建立，但今后怎样

巩固完善乡一级财政，乡财政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这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我认为今后乡镇 财政工

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应当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进行改革，在巩固中发展，在发展中巩固，向权、

责结合，事、钱统一，相对自 主，统揽全局，服务生

产，适合农村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真正 完 整的 ， 经营

管理型、 综合型的一级财政发展。

一、 进一步健全、完善乡镇财政体制，把乡镇财

政建设成为真正独立完整的一级财政。 我省建立乡财

政几年的实践证明，只有 把 乡财政建成真正的一级财

政，它的发展才 有 生命力。要把乡财政建设成为名符

其实的国家财政的一个基层单位和乡政府 的 职 能 部

门， 从目前我省的 情 况看，似应逐步做好以下几项工

作。

（一）把应下放给乡镇的财政收支 全 部下放，使

乡镇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并 享 有分级管理的

权限。如资金调剂，机动财力使用，制定 管理实施细

则等。要象市县财政那样，除属于 上级财政部门直接

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不宜下放的专款外，都 应 放给乡

镇。乡财政按照国家财政政策规定，有权处理本乡财

政财务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 管 理 体 制。①应 按 “分级管

理” 、 “分灶吃饭” 的原则确定财政 体制。具体采取

哪种形式，可根据各地的不同经济情况加以确定。②

收支包干的年限，在目前乡财政收 支基数测算不太准

确，乡镇企业收支不够稳定的情况下，还是 一年一定

为宜，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定 几 年。从发展方向

看，还是逐步实现一定几年为好。③县里要给 乡镇一

定的好处，特别是对那些下放给乡镇就能收上来，不

下放就很难收上来的钱（如契税、屠宰税等），要尽量

给乡镇一定的好处。（4 ）要坚决按体制 办 事， 超收

部分要坚决保证兑现。无特殊原因，出 了赤字 ，由乡

镇自己承担。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在实际工作中 ， 有不少违犯财税法

规的行为是由于盲目攀比造 成的。 从 客观上来说， 由

于我们的国家大，情况比较复杂，政策不容易摆平，

难免存在一些苦乐不均的问 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经常采取一些差别政策来调整 部门 间、 行业间、

以及同行业内部各企 业间的利益差别。但是，我们有

些单位不顾国家规定，相互攀比 成风，私立章法，滥

摊滥列成本，乱发奖金实物，随意挪 用 专项资金。对

这些情况，我 们的各级领导和财务会计部门，要以财

税法规为准绳，认真进行分析，决不可以 盲目攀比。

第三 ， 要加强财税法规建设 和监督检查工作。近

几年来，国家连续开展了税收、 财务、物价大检查工

作，从查出来的问题看，有的是有法不依，自立章法，

也有的是钻国家财税法规的空 子 搞不正之风。各级财

税部门应该认真研究财税法规执行过 程中出现的新情

况、 新问题，建立和健全各 项 财税法规，使各部门和

各单位都能够做到有法 可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

同时财政审计机关应该进一步加强日常的财 务审计监

督 ， 及时堵塞各种漏洞， 当好财税法规的 “卫士” 。

（三）要建立 预、 决 算 制 度，实 行 预、 决算管

理，建立预算执行情况报表和分析制度，并 建 立定期

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制度。乡财政 预决算，要象省对

市、 市对县一样按正常程序办理，不能把财政 所办成

财政以外的财政单位，县财政的 预决算，应由县、 乡

两级的预决算汇总组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四）建立健全总预算会计，配备专职会计人员，

健全帐册。搞好指标管理和财 务收支核算，按照规定

编制会计报表和决算。

（五）逐步建立金库。国库条例 规定 “按照国家

财政管理体制，原则上一级财政设立一级金库” 。因

此，乡财政应有相应的一级金库。建 立金库便于乡财

政所记帐；便于乡财政所掌握收入进度，进 行预决算执

行情况的分析；便于资金调度，统 一结算和监督拨付资

金。我省柳河等四个县的乡财政已 经建立金库，并取得

较好的效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试点，逐步建立

乡镇金库。通过我省几个县的试 点的情况看，建立金

库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协调 好 与银行的

关系，请当地党政领导出面帮助做 好 各专业银行的工

作，妥善解决人员经费问题，取得他们的支 持。（ 2）

认真制定金库管理办法，做好基 层 金库工作人员的培

训。（ 3）要保证报表的准确性、 及时 性，不能贻误

总预算会计旬（月、 季）报 表 和年终决算的上报工作。

二、统筹安排各项资金，把乡镇财政建成综合型

的财政。乡财政的收支范围只管预算内一块，还是预

算内资金、 预算外资金和自有资金 三 块都管？有的同

志认为乡财政就是管全民所有的 财政资金，不能管集

休资金；有的同志则主张乡财政应 搞 综合财政。我认

为，从发展方向来看，乡财政必须办成综 合型财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 村经济发生巨大变

化，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积累越来越多。但是过去对

这些资金没有一个相应的综合理财 部门去管，资金投

向及使用存在很大的 盲目性和浪费，乡财政建立后，

应代表乡政府加强对这部分资金的 管理，参 与分配。

（一）明确乡财政的资金管 理 范围。财政部 “乡

镇财政管理办法” 已确定，乡财政资金 范围包括国家

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乡镇自 有资金。乡镇自有

资金主要包括乡 镇 企 业 上 交的利润，村 筹乡管资金

“定向限额”上交乡镇财政部分。政 社 分设以后，乡

财政又增加了一些中间机构，乡镇各站，每 个 乡镇干

部手中都有钱，出现了多头管理的 现象，乡财政应该

统一把它管起来。

（二）采取比较切实可行的管理办 法。一是统筹

安排，捆起来用，即用于同一方面的三块资金由乡财

政集中起来，重点使用。二是按资金性质和用途专款

专用，如对乡镇企业税前上交利润用于乡镇 范围内各

项社会性开支，税后利润上交 部分主要用于企业进行

技术措施和技术改造，兴建新项目扩大再 生产等。三

是对资金进行引导监督和宏观控制。乡镇经营管理站

管理的村筹乡管资金，数额较大，情 况 比较复杂， 乡

财政一要帮助加强计划管理和财 务管理监督，按政策

筹集和按规定使用，二要督促乡镇企业按规定把 上交

乡财政部分及时足额交上来，并管好用好。

（三）广开财路，多渠道筹集 资金，制止各种不

合理的摊派，农村经济迅速发展，需要 大量资金，资

金主要来源要靠农民自己筹集，因 此 乡财政要面向社

会，面向群众，广开财路，千方百计帮助农 民筹集发

展生产资金。乡财政对这部分资金 主 要是加强计划管

理，筹集落实，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并按平 等互利等

价交换的原则，搞好横向联系，加强 管理监督，提高

使用效益。但在筹集资金时要 注 意控制摊派，努力减

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对农民负担问题要进行调查和

研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 政策、 监 督 提留 ，

把农民的负担控制在比较合理的限 度 之内。

（四）要抓 好典型，摸 索经验。建 设 综 合型财

政， 是一个新的很大的课题，目前多 数 乡镇还没有把

各项资金统管起来，要积极地、 稳 步地创造 条件， 把

这项工作引上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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