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取有效措施  化解村级债务

潘为浩  朱才中  徐 海江苏省建湖县恒济镇财政所

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债权债务的转化成为农村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江苏省建湖县恒济镇农村税费改革前，全镇村

级债务达1 329.18万元，村平 110.77 万元，税费改革后，

经全镇广大干部群众 3 年来的通力协作，2002 年全镇村级

债务为174.11 万元，村平 14.51 万元，村平化债 96.26 万

元，有力地促进了全镇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分类处理陈债

恒济镇税改前村级总债务中陈欠债务占 65 % 以上，时

间跨度达 15 年以上，针对此种情况，该镇提出了依靠群众，

核准基数，分类处理，规范操作的办法。

对因村办企业倒闭形成的债务，不转嫁给农民，在盘活

现有闲置资产的基础上，采取股份合作、公开招标、租赁拍

卖等方式进行处置，所得收入一律用于偿还债务。对农民直

接受益的生产性投入而形成的债务，根据谁收益，谁负担，

按面积一次性落实到受益农户，分摊债务。对兴办社会公益

事业所形成的债务，在村集体经济收入中逐年偿还，集体经

济比较困难的村，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在村“一事一

议”筹资中安排偿还债务。对由于管理不善，开支过大形成

的债务，属于个人违反制度的，由个人负责，直接划给责任

人承担。对村组有息借款形成的债务实行统一换据挂账，确

实属于借款性质的，弄清借款原因和用途，该由集体负担的

必须报镇政府审批后作为借款处理，并视村集体还款能力，

与债权人签订还款协议书，未经集体研究巧立名目擅自借款

的，落实到责任人，集体不予入账，集体不支付利息。高息

借款形成的债务一律采取停息、降息、挂息的办法化解。所

有有息借款，一律采取先还本后付息，付息时必须严格按照

金融部门规定的同档利率计算。对进行基本建设、达标升级

形成的债务，实行管理体制改革。如该镇 17 所村级幼儿园，

前几年为达标升级先后投入 100 多万元形成的债务，短期内

无法收回。该镇通过在同行业内进行公开招标，买断承包，

全镇一次性收回投入200 多万元。化解了债务，收到较好的

社会效益。

二、严控发生新债

为堵住新的债务源头，恒济镇建立了村级债务“台账”，

实行严格管理。各村凡变动每笔债务都必须统一报镇农经站

登记入账，月月核对公布，防止债务体外循环。收回各村公

章交镇农经站统一保管。统一登记各村现金收据，并加盖镇

“村账镇管专用章”。统一撤消各村在银行设立的账户，将原

村账村管，改革为“村账镇管”实行由农经站为各村代理记

账，刹住了新的借款发生。规定凡需发生新的借债必须符合

三个条件，一是借款用途必须公开，并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

通过；二是借款金额、利息必须经村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由

镇长办公会审批；三是还款时间和还款资金来源必须落实，

责任到人，未经批准，擅自举债的一律按谁经手，谁负责，

谁借谁还，不得入集体账内核算，更不得向农户分摊，严禁

各村以集体名义借款用于交纳各种税费和集资。

三、任期目标化债

首先，制定干部任期化债目标，把化解村级债务纳入了

镇村两级干部的岗位职责，确定全镇从 1999 年起到 2003 年

止基本达到村级债务结零的目标。其次，层层落实责任，为

实现这一任期目标，镇政府与每一位镇分工干部签订了任期

目标“化债”责任状，同时规定镇分工干部一定 3 年不动，

村支部、村委会与每一位村干部签订 “化债到户”责任状，

村干部完成化债实绩的大小，直接由镇分工干部考核，决定

任免，这样既树立了镇分工干部的威信，又促使村干部主动

出击，把收回陈欠、发展经济、化解债务贯穿整个工作之

中。第三，动真碰硬抓考核。凡镇村两级干部在化解村级债

务中完不成任务的年终一律不得评为先进单位或先进个人，

一律不得提拔重用。第四，对在任期目标中，工作得力，措

施扎实，效果明显，提前完成化债目标的村主要干部和镇分

工干部，年终业绩考核为“优秀”，并作为提拔重用的重要

依据。将化债的目标任务与镇村两级干部的切身利益挂起钩

来，清理债权和清偿债务有机结合起来，奖罚兑现，确保一

级抓一级，一级保一级。通过三年来的全方位运作、上下配

合，2002 年全镇12 个村（居）完成化解债务1 155.07万元，

超额完成任期目标化债任务，可提前一年实现村级债务结零

的目标。

四、落实措施还债

首先是发展特色经济，增加村级收入，用于偿还村级债

务。其次，在搞好优化配置、开拓资源性资产上下功夫，对

集体的荡滩水面滩涂，十边荒地，已发包的一律实行公开招

标，采取竞争招标、现金签约、抵押承包的方法，未发包的

采取拍卖经营权的方法，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归还村级债

务。第三，在加快小农水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上做文章。对小

型农田水利，机电排灌等基础设施实行 “公退民进”，搞活

经营权，充分调动农民的投资积极性，全镇 46 座排灌站已

改制32 座，不仅盘活了存量资产 90 多万元，每年还可节约

维护费 20 多万元。第四，实行林权制度改革，对全镇 97.8

公里圩堤绿化拍卖经营权，四旁植树公开拍卖所有权，筹措

资金化解村级债务。第五，对村欠农户和农户欠村款，村委

会征得农户同意后，可办理冲账，对农户之间互欠的“三角

债”，由村委会认真核实后，理清关系，根据群众自愿，自

找对象，相互抵冲，实现村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多角冲

减债务，从而达到把村级债务依法转化为个人债务。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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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债权化解债务。对小额百元以内欠款通过宣传发动做工

作，使欠款户主动归还；对大额欠款通过签订还款合同分批

归还；对党员、干部欠款要求限期归还；对个别 “钉子户”

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依法归还；对特别困难户经村民代表会

议讨论实行减免归还。第七，严控村组干部职数，严格按照

税费改革确定的村组干部人数和各项费用包干指标执行，超

编人数和超定额费用一律按照谁批准，谁付款，集体不承担

此项债务。第八，清理账目，确认村级有效债务。为真实客

观、公正准确地反映村级债务，该镇各村在原村民主理财小

组基础上，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由 7～9 名村民代表

组成的财务清理小组对已发生的债权、债务、招待费、往来

款、杂支费用等进行认真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在支部大会上

讨论，实行逐级核实；对过去形成的债务进行张榜公布，接

受群众监督，实行集体认可。未经认可的，一律按谁经手、

谁还款的办法解决，仅此一项，全镇核减村级债务 62 万元，

落实个人负担近25 万元，达到既理清了账目，又减少了债务。

实施 财政管理改革  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浙江省台州市财政局

1994 年，台州撤地建市，短短几年间，台州市财政局

通过进行各项财政改革，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使台州财政面

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市财政收入从 1997 年的 26.32 亿

元增长到2002 年的 86.83 亿元，年均增长27% ，财政总收

入自1998 年至 2002 年连续五年位居浙江省第四位。2002

年12 月，台州市财政局被国家人事部、财政部评为 “全国

财政系统先进集体”。

一、进行财政管理改革

几年来，台州市财政局积极推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农

村税费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会计集中核算和会计委派

制度改革等，这些改革举措的成功实践，使台州市财政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一）加强对公共支出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台州市财政局以完善部门预算编制为切入点，加大对预算管

理体制的改革力度。从 2000 年开始，着手编制部门预算，

早编、细编预算，推行“零基预算”和“综合财政预算”办

法，财政支出改革由此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通过深入开展预

算外资金清理检查及综合财政预算，全面落实“收支两条

线”管理规定，使长期以来大量预算外资金游离于财政监管

之外的情况有所改善，“游鸟”进了“笼子”。

（二）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台州市财政

局于 2001 年 7 月成立了市级机关会计核算中心，首批 54 家

行政事业单位进入会计核算中心进行集中核算。核算中心采

用“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的方式，对各行政事

业单位的财务收支进行监管，由此改变了财政资金管理分

散，各支出部门和单位多头开户、重复开户的混乱局面。

（三）实行会计委派制。随着市政建设工程及其他基础

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市财政局通过重点工程会计委派制的

方式对财政参与投资的重点项目工程资金使用效益情况进行

监管，将财政监督的触角延伸至具体的工程、项目。被委派

的会计人员直接隶属于财政部门，直接参与工程资金的划

拨、核算、管理，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降低投

资风险。同时财政部门还适时组建了工程评审中心，对工程

资金的预决算进行审核，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2002 年对353 个送审项目共核减资金6 500多万元。

二、扶持民营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市的民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台州

经济迅猛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这些民营经济发展过程

中，台州市财政局始终发挥着积极的引导扶持作用。市财政

以财政、税收政策为调控手段，大力扶持优势产业和骨干企

业的发展。通过几年的努力，台州市已形成颇具规模的精细

化工、模具、摩托车、人造水晶、工业缝纫机、抗肿瘤药等

工业生产基地。

（一）为提升民营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台州市财政局

加大力度支持民营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形成了一个以

财政预算内投入、财政贴息等为导向，金融资本、民间资本

和外来资本相结合，市场化运行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1997

年至2002 年预算内科技投入年均增长 48.7 % ，从 2000 年

起，每年市财政分别出资1 000万元、500 万元建立了高新技

术投资资金、中小企业创业发展基金。此外，还建立了高新

技术研发中心匹配资金和科技贡献奖励基金。

（二）随着中国加入 W TO ，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加

剧，台州市财政局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建立了

市级企业外贸发展基金，专项用于支持市本级企业扩大出口

规模。

（三）为促进台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台州市财政局配合

市政府提出了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思

路，并相继成立了台州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和台州市社

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此为平台，对城市基础设施工程进

行市场化运作。如市区内 1.5 公里整齐划一的欧式建筑步行

街，总投资 3.5 亿元，就是利用市场化运作，由清华大学设

计，房屋道路建设全由私人认购，政府未投一分钱，还盈利

了2 000万元；台州市椒江、黄岩、路桥三区环线公路，总

投资 10 多亿，也是由民间筹资建成；还有“五自水库、四

自公路”等等。实践证明，这种以较少的财政资金投入，吸

引大量的民间资金进行城市建设的方法，发挥了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既弥补了财政资金的不足，又使得

城市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城市建设步入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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