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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财政涉农
资金管理的思考
何宁伶｜吴佶楠｜高志刚｜刘刚

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和财政实力的

不断增强，财政涉农专项资金规模日益

扩大，资金管理使用显得越发重要。

当前，在财政涉农专项资金管理方

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完善。一是部门

职责交叉不清，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有效

协调机制，造成专项资金项目过多，相

互协调沟通不够，导致项目综合效益偏

低。二是专项资金使用分散，资金导向

功能不强，严重弱化了涉农专项资金相

对集中的优势，降低了统筹安排的能力，

无法有效形成合力。三是专项资金管理

滞后，跟踪问效机制不畅，缺乏与之相适

应的绩效评价机制。一些地方疏于管理，

监管手段不得力，监管力度不到位，整

改措施不落实，致使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收效甚微。

为了适应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

发展的要求，必须重视涉农资金管理问

题，完善财政涉农专项资金使用和管

理，实现新的突破。

（一）清理整合，优化涉农专项资金

结构。对现有涉农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清

理，对不符合公共财政支持方向或已经

完成目标任务的涉农专项资金，要予以

取消或转变用途。按照“区分支持领域，

部门归口管理 ；存量保持不变，增量规

范安排 ；强化沟通协调，统筹安排使用”

的原则，推进财政部门内部涉农专项资

金的整合和统筹安排。在整合目标上，

坚持注重结果，保证实效，力求整合后

形成规模更大、质量更高、效果更好的

专项资金。在整合方法上，坚持先易后

难，逐步深化，力求逐类逐项清理归并，

达到全面整合的目的。在整合方向上，

坚持优化结构，彰显战略，力求整合后

的专项资金有利于加大“三农”投入，有

利于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二）搭建平台，统筹安排涉农专项

资金。一是以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

点项目为平台推进涉农专项资金统筹安

排。把投向相近、目标相同、来源不同

的涉农专项资金归并整合，做到“多个

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

水”集中财力解决制约主导产业、优势

区域及重点项目发展的瓶颈问题。二是

以重大专项资金为平台推进涉农专项资

金统筹安排。继续以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为牵引，

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三是以完善各项

惠农补贴政策为平台推进涉农专项资

金统筹安排。增加对农业生产环节的补

贴，提高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的联

系密度，集中有限财力，加大对农业基

础设施、流通体制、产业化、农业科技、

村庄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入。

（三）创新机制，完善涉农专项资

金管理。一是严格实行有关项目管理制

度。对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高

效设施农业、农桥建设、农业综合开发、

河道疏浚等项目继续实行“定点定位”

管理，采取项目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

政府采购制、合同管理制等方法，强化

项目管理。二是优化涉农专项资金管理

流程。按照精简程序、理清环节、分清

责任、明确目标的管理要求，优化涉农

专项资金管理工作流程，形成环环相扣

的有机链条，实施“无缝衔接”，有机配

合，降低使用管理中的差错率。对涉农

专项资金实施专人管理和专账核算，确

保专款专用。不断完善农民补助基础信

息数据库，及时核实和更新信息，确保

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实行动态管理。三

是加强信息网络技术建设。加快推进

“金财工程”一体化建设，促进实现业务

畅通和数据共享，逐步实现“一卡通”网

络与农民补贴网对接或两网整合为一，

形成一个统一平台，使财政部门共享涉

农专项资金发放数据信息，掌握发放情

况，提高涉农专项资金发放效率，实现

涉农专项资金全方位的管理。

（四）强化监管，规范使用涉农专项

资金，进一步完善涉农专项资金监督机

制。在过程上，要加强涉农专项资金全过

程的监督 ；在方法上，要加强涉农专项资

金日常性的监督 ；在监督体系上，要加

强涉农专项资金多渠道的监督，逐步建

立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涉农专项资

金监督体系，做到“资金范围延伸或拓展

到哪里，资金监管就要跟踪到哪里”。同

时，要推进绩效评价工作，逐步建立以绩

效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激励机制，使涉农专

项资金的安排使用更趋合理有效。

  （作者单位 ：江苏省如东县财政局

如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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