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6半月刊[总第731期]

45

45

农发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财政部驻四川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内长满杂草，项目区存在不同程度的土

地撂荒现象，个别被抽查中低产田项目

的渠道、排水沟、路面有淤泥、杂草。田

间工程设施产权不清晰，耕地质量检测

和管理手段薄弱，管护责任和措施不到

位，损毁后得不到及时有效修复等问题

突出。

（四）财政资金报账方面的报账程

序不规范、报账资料不齐全和报账不

及时，占问题总数的 29.13%。主要表现

为个别县农发办列支工程进度款不附

发票、合同、工程结算单和监理报告等

相关资料 ；列支培训费和会议费不附

方案、合同、会议签到册等 ；发票内容

和报账事项不符、领导签批程序不完      

善等。

（五）未按规定计提项目管理费、未

按规定计提工程管护经费，占问题总数

的 11.65%，主要是个别农发办未计提或

者少计提管理费用和管护经费。

（六）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

占问题总数的 5.83%。县级农发办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项目成本归集，需要进一

步加强会计培训和后期检查。有较严

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

体现在没有完整的账务、没有正规的

发票、没有银行收支单据、大额支付现   

金等。

原因分析

（一）项目规划设计先天不足。一是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国土、发改、农

业、水利、交通等多个部门，资金和项

目没有统筹，造成同一设施重复规划，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重新调整初步设

计 ；二是高标准农田初步设计不严谨，

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实施之初，由省农发

办先向各县区下达资金计划，各县区农

发办按资金量大小迅速编报初步设计，

未对实际需求做深入调研，具体实施中

调整较多。

（二）施工过程监管不到位。一是

县级农发办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监管不严

格，未能形成对施工单位的有效约束，

施工过程中建设内容和初步设计有差距

的未能及时纠正 ；二是对监理单位的管

理不到位，部分被调研的县区存在工程

监理“走过场”的现象，只要求监理单位

在申请付款单上盖章，没有对监理质量

做过多要求。

（三）县级报账制执行不到位。一是

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大，部分地方将其他

工作的费用列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发

票、单据等附件简单笼统，简化签字程

序规避风险 ；二是地方财政存量资金小，

施工单位报账后财政局拖延付款时间。

（四）管护经费的使用效率不高。以

前年度农发项目的项目管理费和工程管

护经费的使用效率不高，部分工作人员

认为以前年度计提的费用还能满足需

求，没有严格对每一项目计提项目管理

费和工程管护经费。

2016 年，按照国家农发办要求，四

川专员办对省内 8 个县（市、区）农业综

合开发资金开展了综合检查，对 3 个县

（市、区）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提高了粮食、油料、蔬菜等主要

农作物生产能力，成效明显，但其中的

一些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主要问题

（一）未按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和擅

自调整变更项目实施计划，占问题总数

的 17.48%。主要表现在已完工项目的渠

道、道路实际长度与初步设计不符 ；人

行便桥、便民池、沉沙池、蓄水池、山坪

塘实际建设个数与初步设计不符，建设

地点发生改变等。

（二）工程监理制落实不到位，占

问题总数的 7.77%。主要表现为监理日

志记录不详细，无工程质量监督及相关

整改措施记录，部分材料进场未见验收

情况记录，部分监理日志没有监理人员

签字，月报不完整 ；个别新型经营主体

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未委托具备相

应资质的单位实施工程监理，而是由

专业合作社社员成立的监理小组实施    

监理。

（三）项目工程建后管护不到位和

项目建成后使用效率不高，占问题总数

的 8.74%。“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普

遍存在，部分核桃种植产业化项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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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水平亟

待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底子还很薄

弱，经营能力有限，管理能力不足。光

是靠财政资金投入扶持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严格农业经营主体申报门槛，加强

业务指导，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财务意

识和财务水平。

对策建议

（一）因地制宜调整农业开发方向

和范围。依照现有的农业综合开发政

策，适合农业开发的农地已经变得越来

越少，亟需对现有农业开发的方向和范

围做出调整。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山多、

山高，地理条件较差，超出了现有农业

开发的政策范围。这需要全面、深入地

调研分析，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有针

对性的符合西部实际情况的农业开发

政策。

（二）严格项目报批程序，调整资金

投入标准。为强化实施计划或方案的科

学性，有效防止地方部门以“申报大项

目、建设小项目”的方式套取中央财政

资金，应严格项目调整的报批流程，省

级部门负责受理所有项目调整的申请，

经研究需要调整的，按新工程量的大小

调整项目预算，该收回的财政资金收回

省级部门统筹。针对山地、丘陵区单位

面积农发资金投入不足、措施配套不齐

的情况，应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大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的整合力度，减少县级整

合存在的措施冲突，并适当提高高标准

农田投入标准。

（三）小项目“打包”招监理，保障

监理质量。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土地

治理项目工程建设监理办法的补充规

定，省级或者地市级可统筹将小项目

“打包”统一招监理，以解决县级农发办

找不到合适的监理单位的矛盾，但实际

工作中该项规定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因此，应切实采取措施加大规定执行力

度，从制度上保障监理单位的质量，从

而保障农发项目的建设质量。

（四）加大培训和监管力度，提升财

务管理水平。各级农发机构应积极组织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全面系统学习项目管

理、法律、财会制度和有关规定，保证

项目及资金高效、安全运行。农民合作

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是

未来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一

方面要进一步强调新型农业主体的准入

门槛，对财务管理不规范的新型农业主

体取消其申报资格，另一方面要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重点指导、监督新型农业主

体的财务管理，对白条入账、发票不合

规、做账不规范、现金管理不到位的情

况及时发现和纠正。

（五）大力推进绩效评价，奖优罚

劣。绩效评价是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金

管理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从中了解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资金的使用效果，还

可为财政资金投向确定正确的方向。因

此，有必要全面推开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的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

制度，将评价结果与下一年度的资金分

配紧密联系，通过“奖优罚劣”的方法提

高政策效益，督促各级各相关部门高效

地完成项目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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