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先后制定了《青

岛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管理暂行规定》、《青岛市政府采购

咨询评审专家管理暂行规定》、《青岛市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

格管理暂行规定》、《青岛市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管理暂

行规定》、《青岛市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和

《青岛市政府采购询价采购管理暂行规定》等十多项制度规

定，初步建立了与法律要求相衔接、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和公

共财政框架要求的政府采购法规体系，做到了政府采购项目

“事前有计划、资金有落实、评审有专家、结算有合同、验

收有报告”。为了加强与部门单位、业务处室之间密切配合

和协调，还先后制定了《政府采购内部运行流程》、《青岛市

市级政府采购预算管理暂行规定》、《青岛市市本级政府采购

运行流程》等制度规定、理顺采购单位、业务处室、采购管

理机关、采购代理机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规范了政府采购

运行程序。

五、创新基础保障机制，推进政府采购环境建

设

一是结合预算编制改革，全面编制政府采购预算。二是

实行政府采购资金直接支付制度，设立政府采购资金专户，

通过专户将政府采购资金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切实保护供应

商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 “一站”、“四库”（青岛政府采购

网站、供应商库、专家库、小汽车档案库、中介机构库），

初步实现市与区市、市采购办与中介机构的信息资源共享，

扩大了采购信息发布的受众范围。四是加强采购项目基础档

案管理，统一制定了招标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询价采购

的采购文本格式。五是定期对政府采购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重点是学习《政府采购法》，培训范围包括各业务代理机构、

各区市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等有关人员，为政府采购法的实施

和规范采购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六是对业务代理机构实

行全方位考核制度，对年终考核不合格的，取消下一年度的

代理资格，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事项还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同时面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进一步规范了采购代理行为。

六、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大力推行阳光采

购

为了充分体现采购过程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市

财政局每次组织采购活动都邀请市公证部门对采购程序、过

程、结果等进行现场公证，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同时，

邀请市监察、审计部门参与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并在中

标（成交）结果上签署意见。大额采购项目还邀请人大、政

协等部门进行现场监督，将整个采购过程置于全社会的监督

之下，杜绝可能出现的“暗箱操作”现象。

七、灵活运用采购形式，不断扩大采购规模和

范围

一是将采购项目进行归类合并，实行跨部门、跨地区的

联合集中采购方式。二是尝试对工程和服务类项目进行采

购。在部分区市对绿化工程尝试政府采购的基础上，对车辆

保险、财政资金服务银行等服务项目进行了政府采购。2001

年底，根据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需要，对财政专户资金服务

银行进行公开招标，共有 23 家银行、支行和营业部参加了

竞标，9 家中标，招标涉及 6 亿元财政专户资金，不仅开创

了青岛市对财政资金服务银行进行政府采购的先河，而且对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的管理，实现国库集中支付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三是针对采购项目不同的特点，采取相应的

采购组织形式，重点突出招标采购和竞争性谈判采购，充分

满足采购人的工作需要。截至 2002 年底，全市招标采购和

竞争性谈判采购资金占政府采购总额的 99.65 % 。全市政府

采购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几个简单品种扩大到

2001 年的 30 多种，2002 年货物类政府采购项目又扩大到汽

车、电脑、消防器材、医疗设备、系统软件等 150 多种。

2002 年 1～10 月份全市签订政府采购合同金额 3.02 亿元，

节约预算资金7 039万元，节支率为19% 。

创 新机制  建 立稳 固平衡的 区县 财政

秦玉龙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财政局

2002 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财政局按照建立公共财

政的要求，围绕生财、聚财、管财、用财和服务等方面，不

断改革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区财政收入达到了 4.66

亿元，继续保持全省前列，实现了连续多年财政收入高增长

和财政收支平衡。2002 年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单位。

一、创新生财聚财机制，建设稳固强大财政

夷陵区原为湖北省山区贫困县，多年来区财政局一直把

发展经济、壮大财力作为财政工作的主旋律，靠扎实有效的

工作，顺利完成了财政由自给型向贡献型、高速发展型的转

轨。1992 年全区财政收入过 1 亿元，1996 年过 2 亿元，

1998 年过3 亿元，2000 年突破 4 亿元大关。“八五”期间，

全区净上缴中央收入2 750万元，年均贡献 550 万元。“九

五”期间，全区净上缴中央收入猛增到 3.98 亿元，年均贡

献7 964.6万元。

坚持培植财源。“九五”期间，区财政局通过实施优势

项目推进战略和引进联合战略，努力调整了产业结构和财源

结构。全区财政投入3 亿多元资金向农业基础财源、工业骨

干财源、第三产业财源项目倾斜，培育出了轻纺、化工、食

品、建材、冶金、机电等 6 大工业体系，与过去 “一支独

秀”的卷烟一并形成了 “七雄争霸”的立体财源格局。乡镇

形成了稻花香酒业、矿产开发、饲料等 8 大工业财源体系，

彻底改变了乡镇财源贫乏的状况。农业形成了 “米袋子”、

“菜篮子”、创汇农业三大体系，粮、油、果、菜、茶、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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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产业 81 万亩基地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全面实现了转化增

值。2002 年，围绕产权制度、资本营运制度、经营者激励

制度进行创新，完成了国有、集体企业的改组改制。在扶持

财源项目发展方式上，一是利用财政间歇资金建立“对口支

援基金”，专门对引进联合项目配套；二是发挥导向、聚集

作用，吸引绩优企业出资组建了注册资本3 000万元的“平

湖信用担保公司”，专门为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融资。随着

4 000万元“基金”的滚动投入和担保融资的投放，全区先

后与全国 10 多个省市建立了对口支援联系，引进了娃哈哈、

汇源、海尔、均瑶等名企名牌共 223 个，累计吸引投资

12.8 亿元，盘活资产存量 11.1 亿元，这些企业所提供的税

收已占据了全区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2002 年入库税收

2.44 亿元，成了最具有活力的财政增收亮点。

在收入征管上，以确保财政收入的安全、及时、效益为

目标，以财、税、库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创立了“国库经

收、税款直达、微机联网”的征收入库管理模式。通过直达

国库为主、边远零星税收集中汇缴为辅和资金运行形式上全

额自下而上解入区级国库的方式，推行了应税收入的按时、

足额征缴，有力堵塞了“跑冒滴漏”的洞隙，为集中收付制

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创新财会管理模式，打造财政监管锐器

1998 年，区财政局针对乡镇机构改革后，一人一站、

两人一所的乡镇单位无法依照《会计法》落实钱账分管规

定，以及普遍存在的银行账户多，货币管理乱，违规账目

多，会计核算及档案管理乱；违规违纪问题多，财务收支管

理乱等诸多混乱局面，经过深层次分析后，构筑了具有前瞻

性，系统性、先导性、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科学管理机

制——“零户统管”乡镇财会新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取消单

位银行账户；收入直达财政专户，支出直达用款单位；集中

资金结算、会计核算、会计档案；设立总会计、资金会计、

统管会计、单位出纳；建立综合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收支审

批制度、会计凭证审核制度、现金“双限”制度、“四定”

票据管理制度等科学控管措施，有力规范了乡镇财会秩序，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极大地促进了廉政勤政建设。4 年多

来，全区乡镇共注销银行账户728 个，财政账户 127 个，精

减会计岗位 480 多个，归集单位财政性资金 2.77 亿元，节

省财政支出3 350万元。

继“零户统管”建立之后，为根治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混

乱局面，推出了政府性资金“三分两统”改革。全区实行了

收缴分离、罚缴分离、收支分离；资金统一进国库、支出统

一分配使用。执收执罚单位在执收无票、截留无户的控制措

施下，年均 1.3 亿元的预算外政府财政资金全部进了“笼

子”。单位预算外收入长期游离财政监管的老大难问题终于

迎刃而解，因瞎支乱补带来的单位间、个人间的贫富不均、

分配不公现象也得到了有效解决，进而实现了政府宏观调控

管理下的政府性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此外在政府采购运行

机制上寻求创新突破，推出了“预算统编，采购统办，资金

统付，分类执行”的“三统一分”制度模式。近 3 年来，全

区共实施政府采购项目 143 个，实现节支 983 万元，综合节

支率达到了18.7 % 。2002 年底，以《政府采购法》颁布为

契机，率先成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政府采购、建设工程

招投标、药品药械采购以及公有资产产权交易划归交易中心

管理，必将取得更大的效益。

三、创新职能履行方式，一心一意为民理财

区财政局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致力改变职能上的

“越位”与“缺位”，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先进的文化和

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忠实地做到为民理财，

为民分忧，为民造福。

樟村坪镇是个典型的山区镇，交通闭塞，信息滞后，土

特产难以变现，矿产品无法开发，增加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

举步维艰。面对山区干部群众和山外矿产加工企业的呼唤，

区财政局积极向区委、区政府建议，将以前多个部门注资开

凿的进山公路路基及所有债权债务整体接管，由财政融资修

建接线公路至樟村坪长达 40 公里的矿山专用公路后，负责

经营路产路权，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001 年 10 月，这

条投资达5 000万元的山岭重丘高标准公路全线贯通。随着

年均 200 万吨矿产品的外销，山区独有的农特、矿产资源优

势实现了向经济优势的转变。由此而增加相关税收4 000多

万元。

为了解决部分乡镇拖欠公教人员工资的问题，区财政局

在支付手段上录求创新。2000 年 6 月，实施了区乡公教人

员工资直达个人的改革，推出了以“一体五分”为核心的国

库集中支付制度，确保公教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之后，

又实施了全区2 024名民政优抚对象补助直达个人账户，解

决了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申领补助不便的问题。

为维护农村的长治久安，区财政局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的

要求，倾情“三农”，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交口称赞。近

3 年来，通过预算安排，累计投入5 000万元资金，完成了

120 个边远村的通路通电工程，解除了 12 万人的饮水难困

扰，使全区农村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通。充分运用财政支

出、政策性贷款、贴息贴保等杠杆和手段，引导民间资本投

入优势产业，探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财政支农和农村财源建

设的新路子，均瑶奶业集团落户该区后，区财政局把发展奶

牛作为为企业配套和壮大农村财源的优势项目，通过 150 万

元财政贴息贷款以及 70 万元贴保资金到位，解除了农民养

殖奶牛的风险，一举吸引民间资本4 000多万元，使调出的

种草耕地突破了10 000亩，仅此一项农民人平纯收入增加

200 多元，财政收入增加1 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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