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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是一个农业大区，经济基础薄弱，赤字包袱沉重，

财政十分困难。200 4 年，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他们更新理财观念，把加快发

展、增加财政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努力创新工作

机制，强化征管措施，在科学理财中全力扭转财政被动局面。200 4 年大口径

财政收入完成 15500 万元，同比增长 16.2% ；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9561 万元，同

比增长 20.2%。职工工资实现了逐月全额发放；国债、扶贫、救灾、三农、社

会保障、科教等支出足额到位；1 0 个预算单位全部超额完成财政收入任务，

当年实现收支平衡，并消化历年赤字 220 万元，全区财政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态势。
做大财政经济“蛋糕”。西峰财政困难的最根本原因是发展不足，工业

“短腿”。所以，他们把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作为生财、聚财的总抓手，从优化

发展环境，强化协调服务，狠抓项目建设着手，走强基固本的财源培植之路。

一是突出农业产业开发，建立农业集约化经营示范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巩固农业基础财源，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2004 年共实施农业项目 37 个，扩建龙头企业 13 户，总投资 3 .1 8 亿元，实现

税收 1090 万元。二是壮大工业主导财源。2004 年共实施 50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75 个，建成投产 40 个，限额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6100 万元，实现税收 1770

万元。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着力造就新兴财源。2004 年新增私营企业 139

户、个体工商户 2363 户，投资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达到 14 户，民营经济实

现税收 5 100 万元。四是拓宽招商领域，吸引外来财源。积极实施“走出去，

引进来” 战略，先后到厦门、温州、大连等发达城市举办项目推介会，吸引

外来客商投资创业。2004 年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320 个，完成投资 10.39 亿元，

实现税收 9 80 万元。五是开发旅游文化产业，培植成长型财源。大力弘扬地方

特色文化，开发香包、刺绣、剪纸等民间工艺品，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开

发旅游项目，200 4 年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实现税收 325 万元。六是注重发挥财

政资金的调控扶持作用。200 4 年共争取财源建设项目资金 415 万元，扶持财

源项目 14 个，带动项目投资 1 1976 万元，新增税收 260 万元，较好地发挥了

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 的导向作用。
优化税收环境。长期以来，西峰区内拖欠税款、漏征及逃税现象比较严

重。2 0 0 4 年，在充分发挥税务部门职能作用的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优化

税收征管环境、配合税务部门严格征管的新办法。一是对一些一次性税收和

行业性税源，委托市区 8 个职能部门代征代扣，加强了源头控制。各代征代

扣单位累计入库税收 17 5 6 万元，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在运政部门停止代征车

辆营运税以后，及时协调地税部门在区公安局道交队设立征税大厅，配备专

职工作人员，在交警大队协助下征收车辆营运税。全年共完成车辆营运税 63 2

万元，比上年净增 196 万元。二是适时成立了税收监督检查局，专门协助配合

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和监督检查。税监局先后深入全区水泥预制、砖瓦行

业和大型商场超市，现场计量，逐个测算，建立台账，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税

源普查工作。并对 523 户专卖店、销售门市定额进行了全面调整，平均调增税

额 39.4% ，最高的达 1 00% ，每月净增税款 107629 元。此外，他们重点检查了

西峰城区建筑安装企业的建筑营业税、部分高收入行业的个人所得税、烟草

行业的增值税等税收征缴入库情况，清理出拖欠税额 1 4 2 4 万元，并积极配合

税务部门采取上门收取、银行划转、冻结账户等税收保全措施进行催收，全

年共收缴入库 839 万元。三是试行街办财政，设立了街办财政所，将私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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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装饰装修营业税、50 万元以

下工程的建筑营业税等地方零散税

种划归街办征收，统一入区级国库

管理。对完成收入任务的按 20% 予以

返还，超收部分全额返还，用于街办

开展巷道治理、社区建设等公益事

业发展。全年共收缴入库 136 万元，

有效地消除了税收征管中的 “盲

点”和 “死角”。

提高理财水平。充分发挥财政

的宏观调控能力，使有限的财力得

到科学合理使用，是西峰区摆脱财

政困境，实行科学理财的重要途

径。一是按照 “积极可行，科学合

理，适度增长”的原则，合理确定收

入任务，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区乡财

政体制，杜绝了虚增收入现象，提高

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管理水平。全年 9

乡镇共完成财政收入 5542 万元，占

预算任务的 111% ，同比增长 17.6%。
二是全面推行综合财政预算，统筹

安排预算内外资金。全年用预算外

资金安排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业务

费 538 万元，财政统筹使用 355.1 万

元，有效地弥补了预算内财力不

足。三是将全区 106 个单位全部纳入

会计集中核算，并不断规范管理程

序，严格支出审批，节约资金 64.9 万

元。四是认真落实政府采购制度，对

全区机关事业单位所有购置 、 基

建、维修、取暖用煤等项目全部纳入

政府集中采购。全年共实施公开招

标 10 次，委托招标 237 次，采购规模

达 509 万元，节约资金 42 万元。五是

进一步发挥财政监督职能，开展水

利、政法等专项资金检查 6 次，对乡

镇中小学、卫生院收费及使用管理情

况进行了专项检查，查收违纪资金

46.7 万元。六是严把支出审批关口，

建立规范的财政资金审批程序。区级

财政支出实行会议审批制度，除人员

经费支出外，其它各项支出由财政局

根据预算提出拨付意见，年初没有预

算的一律不予安排，紧急支出由区长

办公会议审批，重大支出由政府常务

会议按照轻重缓急集体讨论审批。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西峰

区财政局 ）

关于举办“2005 年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改革”

专题研修班的启事

各地行政事业单位：

为 了进一 步提高我国行政 事业单位 的部门 预 算编

制水 平、在国库集中收 付过程 中的 账务处理 能 力 ，并

规 范行政 事业单位的预 算会计 管理 和会计核 算行 为 ，

财政部中国财政 杂志社《中国财政 》和《财务与会计》

月刊将举办 “2 0 0 5 年行政 事业单位 预算管理和预算会

计改 革” 专题研修班。欢迎各地行政 事业单位 有关部

门 负责同 志积极 组 织人员参加。

一、研修内容：

1、 部门预算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编制内容

2、 部门预算和传统预算的区别

3、 中央和地方近年来的部门预 算改革现状

4 、 完善部门预算与构建公 共财政框架体 系

5、 国库集中收 付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一般分析

6、 我国国库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设想

7、 如 何协调 国库集中收付同部门预 算、政 府采购

之 间的 关 系

8、 下阶段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方向

9、 预算会计改革的背景与意义

1 0、政府会计与预算会计的 关 系

1 1 、 我国预 算会计体 系的现 状 与存在的问题

1 2、 政府预 算管理与预算会计改革的目标框架

13、 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在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

中面临的 主要财务问题

二、研修对象：

各省、市、县 财政、审计部门相关工 作者；各类

行政 事业单位 财会、审计及 其他 经济类 工 作者。
三、授课专家：

财政系统内专 家及 高校知 名教授。
四、收费标准：

研修费： 3500 元 / 人（ 含讲课费、教材费、食宿

费及其他 相关活动费用 ）。
户 名 ：中国 财政 杂志社

开户行：工 商银行北京分行公 主坟支行

账号：0200004609089129195

五、时间地点：

2005 年 10 月 25 - 28 日  （ 24 日报到）

地点：黄山市

凡参加 研修班的同志，请尽快和我们联 系，以 便

会务组及时安排详细 事宜。

直拨电话兼传真：（010）68163407

分机电话：（010）6816341 1、68163412、68163416

转分机 8582 、8583 、8529

联 系人：王教育、王磊、张惠珍

主办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中国财政》编辑部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2005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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