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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实行“划分

收支、分级包干”新的

财政体制以后，湖北省

对市、县（市）也采取

了分灶吃饭的办法。在

全省81个市、县（市）中

（不包括城市郊区县），
财政收入按全省统一比

例上交中央，收不抵支、

需要省财政给予定额补

贴的有51个市、县。1983
年补贴金额达18，000万
元，平均每个市、县补

贴353万元，有的 县 多

达724万元。同时，为了

照顾这些地方的困难，
使他们的支出增长有所

保证，定额补贴每年还

要递增 5 %。这样，一

方面，省财政的负担越

来越重；另一方面，吃

补贴的市、县日子也只

能是过得去，还不能摆

脱困难被动的局面。
为了改 变 这 种状

况，湖北省财政厅考察

了吃补贴的51个市、县

的财政经济情况。这些

市、县的财政困难有的

地方是与财 政 体 制有

关，但共同原因是经济

不发达，按人口平均，工
农业年总产值一般都在

300元以下。具体地说：

（一）交通比较闭塞。
大山区的24个县市，公

社以下一般都没有公路，还有不少公社不通汽

车。（二）工业基础薄弱。据不完全统计，年

工业总产值不到2，000万元的有15个县，个别县

还不到700万元；预算内工业企业盈不抵亏的有

13个县。（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林、牧、

土特产不能充分利用，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

矿产资源得不到开发，农业生产水平也很低。
有些县，社员 每人每 年平均收入只 有五六十

元。
这些地方要摆脱财政困难的局面，根本出

路在于发展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解

决开发资源的资金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单

靠他们自己收入的增长有困难，靠挤定额补贴

不允许，靠国家另外给钱也不现实。怎么办？

省财政厅仿照对有些亏损企业按计划预先弥补

亏损的办法，从1983年起，对吃补贴的保康、

兴山、谷城、通山 4 个县进行了尝试。其做法

是：省财政在不影响及时足额上解中央款的情

况下，通过资金的灵活调度，提前拨给定额补

贴，支持这些地方发挥经济资源的优势，扩大

财源，定期实现财政自给。形象地说，就是将

下年的“口粮”作为“种子”，提前拨下去，
让这些县在“旱涝保收”的土地上耕种，夺取

丰收，逐步做到自给有余。
一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做法效果很好。

例如，保康县地处鄂西北山区，荆山主脉横贯

其中，山岭重叠，起伏连绵，经济比较落后，
每年需要省财政给予定额补贴458万元。而县境

内的磷矿资源却很丰富，初步探明储量达 3 亿

吨以上，而且品位高，含磷量在26% 以上，还

可露天开采。可是直到1983年，仅开了一个小

磷矿区，产 量6.03万 吨，矿 石远销11个 省、

市，供不应求。这是该县的一大优势，就是因

为缺少资金，优势发挥不出来。根据这个县的

开发规划，只要投资342万元，从1983年到1985

年的三年间，除完善原有矿区外，可新建三个矿

区，生产能力可达到年产50万吨矿石，产值840

万元，实现税利320万元，加上矿 石运 输 的 税

利，县财政一年可增加收入510万元。省财政厅

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他们的规划是可行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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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予以支持。办法是：1983年的定额补贴按原

规定照补，1984年、1985年的定额补贴各提前

一年，分别在1983年、1984年拨付，1986年的

定额补贴，则按50%提前一年拨付，以后就取

消补贴，由县自求平衡，并为国家作出一定贡

献。这个协议是由省财政厅、保康县人民政府

和原襄阳地区财政局三方负责人共同签定的，
明确了各自应负的责任。目前，规划实施进展

顺利，主要项目已基本完工，并初见成效。1983

年生产磷矿石15万吨，比上年增长1.5倍，净增

税利90.3万元（包括矿石运输税利在内）；集

体和社员也随之富起来，增加了收入70多万元。
今年将发挥更大的效益，1985年可望摘掉吃补

贴的帽子，并可为国家作点贡献。兴 山、谷

城、通山三县，也根据各自的优势，提出了发

展规划，省财政也分别与他们签定了协议，给

以支持，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采取提前拨付定额补贴的办法，从省财政

来讲，只是在第一年集中拨了两年的补贴款，
第二年和第三年只是在时间上提前了，总的

看，并未多给。这种做法，通过灵活调度资金

也是可能办到的。因为历年的收支规律，一般

是上半 年收 入多、支出少，资金有余；到年

底，还有跨转的专款、结余资金和某些暂存款

等可供灵活调度，周转使用。通过省财政提前

拨付补贴款，使县财政松动起来，把经济搞活

了，国家、集体、个人的收入就都能增加。
根据湖北省的经验，运用这个办法应注意

三个问题：第一，要有切实可行的规划，不能

打乱仗。发挥什么优势，怎样发挥优势，都要

由县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方案，提出保证实现的

措施，特别要注意把产、供、销、运衔接好。
省、地财政部门对方案要实地考察，进行可行

性分析，对确有增收把握、又不违反国家统一

计划的项目，才能给予支持。属于基本建设的

项目，则应纳入基本建设计划，综合平衡，严

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第二，要正式签定协

议，明确责任。省财政 对县提 前拨 付定额补

贴，扶持发展经济，定期实现财政自给有余，
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承包责任制。接受承包的

只能是当地政府，而不应是县财政部门，因为

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组织规划的实施。承包协

议应包括以下内容：发展生产的项目及预计达

到的效益，省财政提前拨付定额补贴的办法和

数额，县实现财政自给的期限，地区财政局要

做好哪些工作，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协议

要有各方机关盖章，主要负责人签字，作为检

查考核的依据。第三，要分期分批地扶持，不

能一哄而上，不能影响预算收支的平衡。资金

的灵活调度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取决于

省级财政在保持预算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

用来暂时周转的资金数额。超过这个限额就会

带来不良的后果，因此，省财政只能根据需要

与可能，分期分批地扶持那些确能增收的经济

不发达的县，尽快实现财政自给有余。

预算管理
正确理解“略有结余”  

发挥资金使用效果

孔庆宏江苏省射阳县财政局

自1980年试行“预算包干”办法以来，促进各部

门、各单位发扬了一个“勤”字，解决了一个“怕”字，克

服了一个 “抢”字。即：勤俭节约的精神有所发扬；

不再怕用不了的钱财政上要收回；结余留用年终也不

再抢花钱了。所以预算包干结余也多起来了。1982年，

省对县试行了 “全额比例包干”的预算管理新体制，

在生产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县级机动

财力也相应有所增加。

这两个包干 办法是预算管理体制 的一 项重要改

革，确实将责，权、利紧密联系起来，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但扩大地方财权之后，往往在生财、聚财方面

注重研究了，而在 用财方面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财

政年终滚存结余逐年增多，有相当一部分财政资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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