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财政 浅议做好 乡财政管理工作的几个问题

福建省宁德地区财政局

  ★陈品端★  ★胡自春★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乡

政权的建立，各地普遍建立了乡财政，实践证明，建

立乡一级财政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闽东地区属于“老、少、边”地区，经济基础比

较薄弱。1984年下半年，我区各乡镇全部建立了乡一

级财政。通过一年多来的工作，乡财政在增收节支、

筹集资金、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

扶持贫困户，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据全区117个乡（镇）财政所统计，仅乡（镇）

一级组织的自有资金就达800多万元。全区乡（镇）财

政工作发生了五大变化：从乡镇不重视财政工作变为

直接抓财政；从不关心财政收入变为自觉广开财 源；

从政出多门变为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从向上要钱变

为自力更生办事业；从无章可循变为自觉按财经制度

办事。但是，由于乡（镇）财政建立的时间不长，新

手多，工作范围广，任务重，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困

难。因此，如何巩固和发展乡（镇）财政的现有成果，

把乡（镇）财政办成乡镇经营管理部门，已成为当前

乡财政工作的重要课题。下面就如何做好 乡（镇）财

政管理工作，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要确定合理的乡财政管理体制。乡（镇）财

政管理体制确定是否合适，直接关系到乡镇的责、权、

利，关系到能否充分调动乡（镇）一级的积极性。当

前，在确定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这个问题上，有些地

区对收支下放范围存在着“三怕”思想：一怕乱，有

些县财政 部 门顾 虑乡财政组建时间不长，工作基础

差，收支范围下放太大，乡财政承担不了，怕把工作

搞乱。二怕挤，有些业务主管部门担心经费下放管理

后，被挤占挪用，事业发展得不到保证。三怕变，乡

镇财政怕按体制确定的超收分成不兑现，工作被动。

从我区一年来的实践看，这些思想顾虑是不必要的。

如我区霞浦县，大胆放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

钩，超收分成，减收扣支，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一

年一定”的乡财政管理体制，农村工商税收下放后，

使乡镇加强了税收工作，1985年 1 —10 月，该县已有

9 个乡镇完成超额完成全年工商税收任务，预计 全县

13个乡镇工商税收和特产税两项可超收127万元。农村

中、小学经费下放后，不但没有 影 响 教 育 事业的发

展，而且得到了乡财政的支持，进一步发展了教育事

业。在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时，各乡镇纷纷拨出自有

资金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各县收支范围下放的

深度和广度不一样，效果也不 一 样。收 支 范围下放

较彻底的，乡镇增收节支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就高，发

挥作用就明显；下放不彻底的，效果 就 不明 显。当

然，由于各乡镇经济状况不同，在制订乡财政管理体

制时，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一刀切。要按照

不同地区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分别确定不同的收支范

围和分成比例。对经济基础较好，发展较快的乡镇，

要给乡财政多留一点分成比例，使其机 动 财 力 大一

些，以保护其积极性；对山 区 等 经 济基 础较差的乡

镇，在资金安排上要给予较多的照顾，促使这些乡镇

迅速发展起来。确定一个好的乡财政管理体制，从根

本上说，就是要从调动乡镇发展经济、抓收 入的积极

性出发，做到既能保证国家收入，又使乡镇有 甜头。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乡财政的积极作用。

二、要立足发展经济、广开财源。目前，乡一级

财政面临着资金不足，各项任务又比较重 的矛盾。要

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从发展经济着 眼，努 力 开 辟财

源，增加财政收入。

首先，要立足现有乡镇企业。我区乡镇企 业目前

已发展到4，617个，1984年总收入达20，019万元，占农

业总收入的29% ，实现利润1，240万元。乡镇企业收入

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 要 支 柱 和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因此，乡财政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要区别

情况进行整顿，改进财务管理体制，完 善 经 济 责任

制，建立健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等，不断提高 乡镇企

业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对乡镇企业的投资项目，要加

强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各方面的经济信息，进行可

行性研究，促使企业健康发展。如我区霞浦三沙镇，

过去乡镇企业收入不过一万元，建立镇 财政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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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镇加强了对乡镇企业的管理，对企业实行了定额

包干、奖赔兑现、 权力下放的管理办法，调动 了企业

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到1985年 10月，该镇镇

办企业已上缴利润 7 万元，预计全年可组织收 入 12万

多元。

其次，要注意广开财源。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增

收节支有很大潜力。对一些通过扶持可以取得较多收

入的项目，乡财政要大力扶持；对一些经过整顿清理

可以收回的资金，也要积 极 去 收.我 区蕉城镇 财政

所，积极开展了清理乡管部分的财产和征收占地建房

罚款工作，仅这两项就组织收入 14.7万元，增加了乡财

政收入。

第三，要注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乡财政

在安排每一项财政支出时，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合

理分配，有效使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

三、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第一，建立 健全

乡财政的各项规章制度。乡财政规章制度是做好乡财

政的行动准则。因此，在建立乡财政的同时，要把建

立健全乡财政的各项规章制度当作一项重要的基础工

作来抓。要制定财政预、决算制度，收入报解 制 度，

各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等，还要严格执行财政 “一枝

笔”的审批制度，以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收到预期

的效果。第二，要认真制订乡财政工作人员岗位责任

制。乡财政所工作人员配齐后，应按照每人的工作范

围，制定岗位责任制，以便分清职责，落实责任。另

外，还应实行严格的考核和奖惩制度，以充分调动广

大乡财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办事效率。第三、

省、地、县要建立与乡财政相适应的管理机构。随着

乡财政的普遍建立，乡 财 政 队 伍不断壮大。从我区

看，目前乡一 级 财 政 所 已有 117个，配备 人员459

人，占全区财政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且乡财政业

务日益增加。但是，这项工作在省、地、县财政部门

内部究竟归属于哪一个职能机构，至今不明确，有的

在预算，有的在农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 财政

工作的开展。我们认为，在当前不能增设 机构的情况

下，有必要在省、地、县三级财政部门内部配备专职

干部，具体负责管理乡财政工作。

乡财政

乡 财政所帮我

走上致富 路

富 有 财

我有个好名字，叫富有 财，今年51岁。过去，好

名字并没有给 我带来好运气。 1976年 迫 于生活 困难，

我从甘 肃省永昌县河西堡 乡宗家 庄迁到双弯乡曹刘三

队安家落户。那时，我全家 七 口 人，所有财产还装不

满一马车。尽管全 家人 终年 劳累，还是 村里 的贫困

户，日子过得紧巴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在党的富 民政策的鼓

舞下，我产生了在农闲时从事工 副 业生 产的想法，经

过走访、琢磨，决 定办个小 铸造厂，生产铸 铁管件和

上下水井盖。主意有 了，但一 没 有 技 术，二 没 有 设

备， 三没有资金。 乡财政所农财员许 敬 宗 同志知 道我

的苦衷后，帮我贷款1，600元，使我有 了 购 买必 要设

备、材料的资金。于是，我 从 兰 州请 了 三名技术工

人，利用家中的屋棚 做翻 砂车间，就干了起来。

第一年脱贫

投产后，由于我坚持 “三保 证”，即 保证技术要

求，保证产品 质量，保证按时交货，赢得了 用户的信

任，再加上我本着薄利多销的 原 则，按低于市场价的

价格出售产品 ，销路一下子就 打 开了，增加了收入。

1983年，只干了三个月 就生产出铸 铁 产品 32吨 ，产值

2.7万 元，获得纯收入3，200元，使我初 步摆脱 了 贫困。

第二年致富

在生产管理上，由于经 验不 足，1984年初，出现

了一些漏洞，致使铸造厂一度面 临倒 闭的危险。 当 乡

财政所 了 解到这种情况后，主 动派 人上门鼓励我振作

精神，帮助我总结经验教训、制 订经 营管理 办 法和产

供销计划。为了替我解决生产所需 要的周 转资金， 乡

农财员许敬宗同志又亲自出面 与银行 营业所协商，并

主动承当还款担保人，给 我 贷款2，000元，使 厂 子重

整旗鼓，恢复了生产。与此同时，市财政局 王局长先

后三次到我家，指 定专人帮我建立各种 台帐，教我经

营管理知 识，并扶持我财政 贴 息 贷 款6，000元。这真

是锦上添花，使我扩 大 了生产。这一年，我办的铸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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