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和现代制造业企

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开展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再创新，继续支

持大企业集团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和关

键核心技术、优势产品的研发，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三是财政科技投入

要更多地向企业倾斜，积极支持区域

性、专业性技术中心建设，促进企业建

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创新战略联盟，

加强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建设，大力

推动应用性技术、行业共性技术、战略

性技术的研发。四是发挥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资金的引导作用，进一步扩

大资金规模，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技术研发的投入，支持为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搞好服务，充分激发中小企业

科技创新活力。
（四）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融资机

制，消除制约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瓶

颈。一是充分发挥股市的融资和再融

资功能，加快推进具有产品竞争优势、

发展潜力大的工业企业上市步伐。建

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为

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搭建平台。二是研

究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投资机制，

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框架及规章制度，

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和国际风险资本

参与，推动创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

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为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提供融资渠道。三是鼓励和支持

设立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建立担保机

构的资本补充机制，吸收社会资本进

入，鼓励大企业、大公司参股，壮大担

保公司实力，提高担保公司的担保能

力，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提供担保支

持。
（作者单位：山 东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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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农村道路建设中存在的

难题及解题思路

丁松林

从
2005年开始，安徽省在金寨、无

为、繁昌、桐城等 10个县（市）

开展“村村通”道路建设试点。2006

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基本目标

是到“十一五”末，全省农村实现“村

村通”。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省、市两

级，其中省财政每公里补助10万元，市

财政每公里补助15万元，主要用于“村

村通”路面结构层建设。路面结构层以

下部分则由县、乡（镇）、村三级负担。

铜陵市“村村通”建设于2005年

9月启动，当年建设完成70公里，2006

年完成250公里，其余将在2007年全

部完工。根据全市各地提供的情况和

从实地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铜陵市“村

村通”道路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路网

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公路“通达率”明

显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难题，主要有

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拨付进度滞后。市级补

助资金基本能够及时到位，但省级资

金到位进度滞后。2006年上半年全市

“村村通”道路建设已达 200公里，省

级补助资金应为2000万元，但没有到

位。主要是因为工程进度上报与省拨

款安排有一定时间差，同时铜陵市“村

村通”建设周期只有3年，而省规划周

期是5年，超出省安排的序时进度。由

于县、乡财政困难，资金调度紧张，造

成了承包单位及农民工工资拖欠，既

影响了工程进度，也有可能危及到工

程质量。

二是资金不足。省、市建设资金主

要用于路面建设，但路面以下部分建

设任务由县（区）财政承担，并且在路

基建设完工通过验收，进入路面结构

层施工后，省市资金才能到位，这还不

包括工程设计费、监理费以及拆迁征

地补偿费用。加上铜陵的洲圩区多、山

区多，有的路段确实需要加厚、加宽，

工程建设成本加大，县乡要承担相当

多的建设成本，再加上物价上涨，人工

和材料费用增加，资金来源严重匮乏。
三是地区间建设进度不均衡。“村

村通”工程能让老百姓直接受益，得到

老百姓广泛支持和积极拥护，但由于

各地路况及财力差异等原因，乡（镇）

间甚至乡（镇）内建设进度不均衡。财

力状况好的乡（镇）和行政村建设进度

较好，反之则较慢；平原地区以及原有

基础较好路段的地区，建设进度较快，中
国
财
政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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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区以及那些路况较差的地方则进

度较慢。

四是 G P S 测定的里程和路线与

“村村通”道路建设需求有一定矛盾。

省对“村村通”建设的路段范围是村部

到村部的测量距离，并经 G PS定位测

定，补助标准也按测量结果，但“村村

通”规划建设应当与“农村公路网络、

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需要”

等相结合，因此，实际建设与 G PS 测

量有一定出入。

五是养护缺位。由于处于建设初

期，道路养护问题还不突出，因此，道

路养护政策、责任、资金来源等还没有

明确，养护人员没有到位，养护工作缺

失。

“村村通”道路建设，是一项让亿

万农民直接受益、直接服务于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得到了广

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
因此各级财政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和使

命感，加倍努力，扎实工作，实现“村

村通”道路建设又快又好的发展。

一是整合“三农”资金，加快“村

村通”道路建设。根据公共财政的要

求，财政投向“三农”的主要范围应当

是为全体农民服务，满足人们对公共

产品的需求。因此，财政“三农”支出

应当主要用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

给，部分用于对实际贫困家庭的补助、

减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但是，由于

这些资金种类繁多，运用分散，不能达

到较好的规模效益和很好的引导功能，

对解决农民贫困和农村发展收效甚微。

因此，在目前县、乡两级政府十分困

难，难以挤出资金投资于经济建设的

情况下，不如集中资金用于改善农村

的基础设施，为农村与农业发展创造

一个良好的平台和基础条件，让广大

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自

身的聪明才智，通过辛勤劳动致富奔

小康。
二是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保障工

程顺利实施。目前，省级“村村通”建

设补助资金的拨付受诸多环节的影响

与制约，如计划安排、审批环节、审批

手续等等，每笔资金的拨付往往要历

经数月之久。为此，省财政应按照各地

实际工程进度，简化审批手续，加快资

金拨付进度。

三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困难地区

建立专项补助资金。由于全省各地农

村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村村通”

道路基础条件差异较大，县、乡财政较

为困难，建议省财政在高速公路建设

的存量、增量中或者是在高速公路的

收费中适当挤出一些资金，建立专项

补助资金，增加对困难地区或投资成

本较高的农村地区的专项补助，实行

全省统筹，分块安排，保证“村村通”

道路建设的质量，支持各地“村村通”

建设均衡发展。

农村公路建设中，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投资成本往往越高

四是适当调整道路建设路线。目

前的“村村通”线路选择，主要依据是

G PS 定位测量，省级验收和补助款项

也以此为依据，容易把G PS教条化。应

根据农村实际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适

当调整“村村通”道路建设路线，修老

百姓想修之路、实用之路。同时，结合

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设计好方便可

行的错车道，并对重点路段加宽加厚，

省级要据实验收，增加补助。另外，把

“村村通”规划建设做细做长，逐步向

“自然通”、“户户通”推进，不断推动

“村村通”向纵深发展。

五是安排维护资金，建立维护管

理机制。目前全省尚未制订出统一的

农村道路养护管理办法，根据分级养

护的原则，农村道路的养护责任在地

方，特别是乡、村一级。据初步测算，

目前，县道每年每公里养护费用在1.5

万元左右，乡道每年每公里6000元，村

道每年每公里2500元。但是由于乡、村

筹资能力有限，且省级又对地方养路

费的征收部分参与分成，因此 “村村

通”道路的养护经费需省市两级统筹

安排，或者实行省、市、县三级公担，

具体管理责任可以由县（区）交通部门

或乡（镇）交通站（所）承担。只有安

排好维护资金，并且实行严格的管理

办法，才能延长“村村通”道路的使用

寿命，充分发挥出“村村通”道路在新

农村建设中应有的功效。
（作者单位：安徽省铜陵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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