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财政
建立 乡财政给我乡

带来的新变化

江苏省江阴县月城乡人民政府

我们月城乡位于江阴县西南部，经济状况在全县

居中等水平。全乡共有23个自然村，53个乡村企业，

6个乡级事业单位。1984年在市县财政 部门的 帮助

下，我们进行了乡一级财政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建立乡财政后，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1984

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 达 6，408万 元，其中工 业 产值

4，485万元，上交国家财政收入430万元，我乡工作也

出现了不少新变化。

一、乡政府加强了对乡财政工作的领导。以前，

我们乡政府只是在夏、秋两季征收 农业 税时过问一

下，对工商各税的征收管理关心不多。建立乡一级财

政后，实行收支挂钩，乡里有了财权，对财政工作自

然就重视起来，财税工作列入了政府工 作的 议 事日

程。落实收入任务时，我乡的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平

时常听取财税部门汇报工作，了解财政收入进度，协

调征纳关系。过去，月城乡是全县有名的农业税欠税

乡，乡一级财政建立后，我们出面组织力量，发动村

会计和农行、粮站、乡经委等部门密切合作，加强征

收管理。结果，1984年的农业税比1983年提前一个半

月完成了全年征收任务，并且收回了陈 欠 3.3 万元，

乡税务组的同志反映：过 去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要请

示县局，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乡政府重视，各部门

配合，千斤担子大家挑，工作顺利得多了。

二、促进了乡一级政权的建设。乡一级财政建立

之前，乡不承担组织收入和管理各 项 事 业支出的责

任，限制了乡政府的积极性。这种状况，与乡政府所

担负的政治经济任务很不适应。建立乡财政后，乡在

财政管理上有了自主权，责任也重了。乡政府对收支

心中有了数，安排资金可以做到一年早知道，可以把

国家资金和乡有资金结合起来，统筹安排，保证重点

建设，讲究经济效益，促进了全乡各项 事业的协调发

展。同时，由于有了自己的理财机构，财政管理得到

了加强。全乡事业单位建立了现金、物资管理制度，

初步改变了财务管理混乱的 状况。1984年.我乡财政

工作做到了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扭转了 1983年

借债20万元过冬的局面。
三、推动了农副工商各业的发展。乡一级财政建

立后，根据乡制定的“乡有资金管理办法”，我们将原来

乡镇企业向政府上交利润改革为政府按比例向乡镇企

业征集乡镇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基金的办法。在

执行中，一方面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另 一方面加强资金

管理，改变了过去乡镇企业吃乡政府 大锅饭的状况，

做到了收得上，用得活，效益高。同时，我们还将乡

有资金、银行贷款、乡财政支农周转 金 统筹安排，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促进其 迅 速发展。1984年，乡

财政共支持农副业生产资金33万元，全年粮食产量达

到4，200多万斤，比1983年增产 400万斤；多种经营产

值1，747万元，比1983年增长75.2% 。乡财政 还 投资

12万元，支持乡里办起了占地11亩的 乡 贸易中心，发

展第三产业。

四、支持了乡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乡一级财政建

立后，乡财政所 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大力

发展全乡的文教卫生事业。过 去，乡 文教卫生事业单

位的财权在县各 主管部门，经费不足的问题 长期得不

到解决。由于教育经费不足，有的学校校舍破旧，教

师思想不稳定，对全乡教育事业影响 很 大。乡财政建

立后，对全乡文教经费缺口状况作了调查，决定动员

各方面的力量 来解决。1984年，国务院 发 出 “关于筹

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后，乡财政所立即研究

制订了办法，很快就筹措到教育事业费附加15万元。

乡财政所还安排10万元周转金，支持中心小学校办工

厂进行技术改造，年底实 现利润12万元。现在，全乡

学校普遍新建了校舍，添置了教学 设 备，教师的收入

得到了提高，住校老师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 改善。此

外，在乡财政所的帮助下 ，我乡 医院、图书馆、文化

站等事业单位都获得了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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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乡一级政权建

设，克服乡财政体制由于统

收统支造成的各种弊端，调

动乡政府生财、聚财、用财

的积极性，去年经县政府批

准，我们选择了经济条件比

较好的三个乡和经济条件差

的三个乡进行了建立乡一级

财政的试点工作。

在试点中。我们根据“统

一领 导，分 级管 理”的原

则，在保证县财 力 适 当 集

中的前提 下，实 行 权 责结

合，把部分财权下放给乡，

充分调动了乡政府组织收入

和节约支出的积极性。我们

对乡财政实行“核定收支，

收支挂钩，比例分成，超收

奖励，一年 一定”的管理体

制。在乡财政的收入上，我

们确定，除乡所在地的县属

全民、集体工业企业和国营

场圃的税利归县之外， 其他

财政收入全部划归乡，包括

供销社、合作商店的税收，乡 村 企业的工商各 税，

农业税，罚没款，牲畜交易税， 契税等。上述收入除 屠

宰税、契税经上级财政局同意不列入挂 钩基数外，其

他各项收入均列入挂钩基数。 各项收入任 务，山县政

府下达到乡政府。工商各税、地方税由税务所征收：
农业税、契税、其他收入由乡财政 所征收，年终统一

按实际入库数结算。在支出上，属一次 性补助和省、
市确定的专项指标，由主管局负责分配并与财政局联

合下达分配指标，由县财政局拨款到乡财政所；列入

包干基数的各项事业经费、行政经费和民政经费，切

块给乡直接管理，包干使用，结余归乡， 超支 不补，

经过一年来的试点， 我县乡一级 财政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6 个试点 乡，1984年完成财政收入910.48万
元，比1983年增收157.2万元，增 长20.84% 。6 个试

点乡共得超收分成17.34万元。平均 每乡2.89万元，

主要用于乡镇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试点后， 6 个乡

进一步加强了对乡有资金的管理。1984年 6 个乡的乡

办企业共上交利润170.43万元。当年安排 用于支持乡

镇企业发展的有52.21万元，占30.63% 1 支持农业生

产的有18.45万元，占10.82%；用于文教、卫生等事

业的有56.51万元，占33.16%；补贴行政支出的22.89
万元，占13.43%；年终结余20.37万元。实践证明，

建立乡一级财政，对完善乡政权，支持、促进农村经

济和乡镇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通过建立乡财政的试点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体

会：

1、领导重视是建立乡一级财政的重要保证。在

试点中，我县领导参与选点，及时批 准试点方案和

“乡财政管理体制试行办法”，并动员有关部门紧密

配合，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试点乡的乡长都认

真审查方案，狠抓收入，管好支出，把乡财政试点工

作摆上了重要位置。
2、部门密切配合是建立 乡 一 级 财政的必要条

件。乡一级财政建立后，要把原来各主管局管理的包干

指标切块给乡，开始有的主管局持有不同意见。有的单

位怕财权下放，对基层单位没有经济制约，工作难开

展；有的单位怕经费切块到乡以后，乡领导不按规定

用途使用，影响本部门事业的发展；有的单位怕经费

归财政所拨付后，监督严了，用款不自由。对此，我

们积极与各有关部门统一思想，提高对建立乡一级财

政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在试点工作中做到了密切

配合，相互支持。

3、内部协调是搞好乡一级财政的关键。在建立

乡一级财政试点中，我县预算、农财股密切配合，分

工负责，收支基数由预算股负责测算、审查、核定，

帐户设置、会计制度的贯彻也由预算股辅导：“乡财

政管理体制试行办法”下达后，由农财股负责实施，

出现问题，两个股共同研究，协商解决，从而保证了

乡财政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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