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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辽宁省财政厅

现行体制下，政府涉农部门过

多，每个部门都掌握一定额度的资金

分配权，并且对其“死看硬守”，形成

了严重固化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格局，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分散，始终是困

扰各级财政的一大难题。同时，由于

各部门对政府重点工作的认识不一

致，导致在项目建设上各干各的事，

难以统筹财力办大事。
目前存在的机制性障碍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部门各自立项，难以实现财

力资源的集中有效配置。各级财政

支农资金按部门管理范围划分，由各

部门分别确定扶持项目，“各炒自家

菜”，难以“共办一桌席”。二是项目

确定权和资金管理责任相互脱节。长

期以来，省级预算安排的支农资金，

往往由省主管部门与省财政研究确

定项目，市县承担资金管理责任。这

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使得一

些省定的项目不一定是基层所急需

的，影响了市县匹配资金和强化资金

监管的积极性。三是在预算编制环

节，各级支农资金投向难以统一。各

级财政在编制本级支农支出预算时，

由于相互间对资金投向不了解，各唱

各的调，难以统筹安排各级资金。因

此，在现行体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

要想实现支农资金的有效整合，必

须从创新支农资金管理机制入手，下

大气力抓好机制性改革。2006年起，

辽宁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提出的以

县为主整合支农资金的方向，在编制

预算时，与省直农口部门反复沟通，

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以推进财政

支农资金管理方式改革为切入点，确

定了“分类管理、下放权限、完善预

算、健全制度、绩效考评”的支农资

金整合思路。
（ 一）建立资金分类、“切块”分

配机制。以县为主整合支农资金，关

键是上级财政能否为其创造条件。

因此，辽宁省从改革支农资金管理方

式着手，在编制 2006年财政预算之

前，将支农专项资金分成了四类：一

类是省级实行项目管理的资金。主

要指跨地区、跨流域和全省示范引

导性的项目资金，由省财政会同省直

相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项目，实行项

目全过程管理。二类是由市县确定

项目的资金。主要指省提出资金使用

原则、扶持范围和补助标准等要求，

按一定分配依据“切块”给市县的资

金，由基层根据实际落实项目。三类

是省级整合安排的资金。主要指以

省政府重点项目为主，统筹安排预算

内外支农资金和财政其他相关资金。

四类是救灾性和中央项目配套资金。

此类资金先作为预算安排，按照工作

需要和上级要求及时下达。上述资

金分类、“切块”下达，下移了项目选

择与审批权限，调动以县为主整合支

农资金的积极性。2006—2008年，省

“切块”下达的资金分别占省财政支

农资金总量的 47.6% 、53% 和 60% ，

为市、县整合支农资金提供了空间。

同时，由于资金“切块”下达，使省级

支农资金下拨速度明显加快，2006

年省财政 71
.
1% 的支农资金于 4月份

之前下达市县，2007年春节前下达

71.6% ，2008年 2月 28日之前下 达

77.6% ，为市县顺利开展支农资金整

合提供了时间保证，受到了市县政府

和基层财政及农口部门的普遍欢迎。
（ 二）建立预算编制联动机制。

虽然通过前两年下移项目管理权限

等措施，推动了支农资金整合工作，

但还不能从根本上建立一种各级联

动的资金整合机制。因此，辽宁把着

力点集中在预算编制环节，在编制

2008年预算之前，与省农口各部门

磋商，围绕农业和农村发展规划，按

支持对象和使用范围将省财政支农

资金划分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现

代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民生工

程、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五类，并整

合投向，省财政与省直农口各部门联

合下达了2008年支农资金项目库编

制计划，要求各市县紧紧围绕省级资

金整合投向，结合本级支农支出预算

编制，因地制宜选择重点项目，搭建

支农资金整合平台，形成上下联动、

协调一致的支农资金整合机制。省

直相关部门联合下达立项指南，不仅

解决了“各炒自家菜”，而且建立了部

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共同管理资金和

项目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市县财政

结合省财政资金投向编制预算，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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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各级支农资金，围绕各级政府

重点项目集中投入，发挥资金的集聚

效应，真正做到了“共办一桌席”。省

下达的立项指南将资金“切块”分配，

使基层在项目确定和资金管理方面

责权匹配，强化了资金监管，也提高

了支农支出预算编制质量。
（ 三）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支农

资金整合涉及政府很多部门，必须建

立“政府主导、财政牵头协调、农口部

门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特别是在

以下放项目审批权限为核心推进支

农资金整合的情况下，搞好部门间的

工作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辽宁

财政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争取各级政

府的支持。主管省长在听取省财政厅

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支农资金整合

工作，并在多次会议上明确要求农口

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和支持。建平和昌

图两个中央财政试点县政府一把手

高度重视，亲自部署，把支农资金整

合作为整合政府资源的一项重要内

容，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二

是搞好与农口各部门的横向协调。下

放项目审批权限，直接关系到主管部

门权力的调整，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的

支持，支农资金整合就难以推进。因

此，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充分依靠

农口部门，征求和尊重他们的意见，

特别是在项目立项环节，由农口各部

门负责把关，按照统一规划各司其

职。三是编制预算时与农口各部门充

分协商。省财政在编制 2008年预算

时，由分管厅领导带队，先后两次到

省直农口各部门征求意见，并在预算

安排中予以落实，从而保证了支农资

金整合工作的顺利推进。
（ 四 ）建立制度约束机制。实施

支农资金整合，将分散投入变为集

中投入，使财政资金的聚集效应得

到充分发挥，同时也给各级财政带来

更重要的课题，就是要进一步加强

资金管理，在现行预算管理体制下，

用制度规范支农资金整合行为，防

止出现借整合名义挪用资金的行为

发生。因此，从 2006 年开始，省财政

与农口各部门密切合作，下大气力抓

支农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在农业、水

利、林业、畜牧、水产、农垦等方面，

先后制定和完善了近40个资金管理

办法，基本做到每项支农资金都有

管理制度约束。特别是对“切块”下

达的支农资金，在使用原则、使用范

围、整合方式、项目申报、管理程序、

监督检查等方面都明确了具体要求，

使支农资金整合工作有法可依、有章

可循、规范运行。
（ 五）建立绩效评价机制。为使

支农资金整合切实取得实效，在目前

尚未建立较完整的指标考评体系的

情况下，省财政立足于先行起步、逐

步完善，尽可能地开展支农资金整合

绩效评价工作，主要有三种做法，一

是按照财政部要求，组成由专家、财

政和农口部门人员组成的考核评估

组，重点对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县工

作情况及预期成效进行中期跟踪和

年末评估，并写出评估报告。二是对

纳入整合范围的部分重大支农专项

资金进行绩效评估。2007年，借助

省财政厅聘请权威中介机构对省财

政重大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之机，

将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贴息、扶贫开

发等纳入整合范围的支农资金列入

评估范围，为今后开展支农资金整合

评价工作积累了经验。三是开展全省

农业财政工作绩效评价工作。2006

年，省财政将各市支农资金整合工作

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结合财政支农总

体工作进行考核，并建立以考核成果

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机制，促进了支农

资金整合工作的深入开展。

责任编辑  赵 军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地方财政
	从创新管理机制入手  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