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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稳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试点

王树红  薛朝阳  邓晓平

山
西省的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是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

下，由财政部门牵头展开的。2004年，

首先选择在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

石楼县开展支农资金整合试点。2006

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试点县增

加到 11个。截止到当年 11月底，全省

整合支农资金3亿元，共扶持了重点产

业项目 50个、特色支柱产业23个、龙

头产业35个。同时，还在雁门关生态畜

牧区建设、山区及老区扶贫开发等全省

性重点项目中进行整合支农资金试点。

目前，支农资金整合的范围已涉及到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农民增收项

目、农村社会事业建设等新农村建设的

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推进支农资金整合的主要做法

（一）领导重视，精心组织实施。整

合支农资金、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

是财政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但由于此项工作涉及很多部门和原有

资金分配使用格局的调整，因此，必须

赢得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这

是推进支农资金整合的保证。2006年，

山西省决定，每个市都要按照要求确

定 1个县（市）开展财政支农资金整合

试点，试点县（市）对省里批复的项目

资金进行整合试点时，有关部门一般

不得干涉试点县（市）的整合工作。为

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省财政厅及时

印发了《关于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工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资金整合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方法和步骤、配套措

施及相关工作要求。省政府还专门成

立 “山西省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工作协

调领导组”，由主管财政和农业的副省

长挂帅，财政部门牵头，发改委、农业

厅等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各部门责任

明确、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同时，各

试点县也按照省政府的要求，成立了

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财政部门牵

头、各涉农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密切

配合的工作机制。为了进一步明确责

任、确保整合支农资金试点工作按时

间和进度有序开展，财政厅对支农资

金整合实施了目标责任制管理，将支

农资金整合工作作为2006年全省财政

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与各市财政局签

订了目标责任书。通过考核奖惩，确保

支农资金整合工作落到实处。

（二）及时掌握试点动态，切实加

强工作指导。财政厅实行了“试点县

联系人制度”，即给每个试点县确定一

名了解和熟悉支农政策和业务的工作

人员，经常深入试点县，针对试点中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一年来，各联系人多次深入基层，耐心

解释和宣传有关资金整合政策，积极

帮助各试点县确立整合项目，随时了

解掌握试点工作动态，认真总结推广

相关试点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确

保了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
（三）协调各方关系，为试点创造

宽松环境。 财政厅在试点中提出了

“渠道不乱、用途不变、财尽其用、各

记其功”的原则，加强与各涉农部门的

沟通交流和协调配合，协商确定支农

资金统筹管理使用，初步形成了相互

配合共同推进支农资金整合的工作格

局。同时，在支农资金整合范围上，本

着“先易后难、先预算内后预算外”的

原则，根据资金的来源实行了不同的

管理方式，明确规定现阶段整合资金的

范围只包括财政部门管理分配的支农资

金和农口各部门预算中用于项目的资

金，并全部实行专户管理。其他渠道筹

集的资金不再进入专户，实行统计制度

管理，待条件成熟后，再有步骤地稳步

纳入政府支农资金整合。对于试点县提

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财政厅多次召开涉

农部门参加会议，反复沟通和协商，要

求各部门积极支持试点县的工作。

资金整合成效初显

（一）支农资金的整体效益得以有

效发挥。整合支农资金，合理配置有限

的财政资源，可以有效解决当前财政

支农资金分散使用、效益低下的突出

问题，使当地政府能够集中财力办了

一些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大局、

长期想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难题。如

石楼县是山西省最贫困的县，虽然中

央、省、市各级政府和部门都倾注了大

量心血，给了大量的扶贫资金和物质，

但由于资金投放点多面广、全面推进、

平均用力，贫困状况一直没有明显改

观。进行整合支农资金试点短短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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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批新的小城

镇和新农村示范村相继建成，人居环

境得以明善改善，资金集中使用的整

体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二）项目建设的良好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初步显现。支农资金整合

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规划统领项目，

项目统领资金。因此，各试点县从县域

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出发，在未来五

年本县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中，围绕

打造支柱产业，精心挑选建设项目，确

保每个整合支农资金的建设项目都能

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

作用。一大批具有良好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的县域重点项目的成功实施，

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民

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了项目区农民收

入，为新农村建设奠定了良好开局。如

潞城市集中支农资金建成的神龙公司

甜糯玉米深加工项目，带动了周边农

户增收近2000万元，使全市人均增收

100元以上。古县整合支农资金 2600

多万元用于全县市 1 8 个试点村的村

容、村貌整治、村庄规范、沼气建设、

道路硬化、中小学建设等新农村示范

村项目，有力地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

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三）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

带动作用逐步增强。通过整合财政支

农资金，带动了社会其他各方面资金

的有效跟进，从而实现了财政支农资

金与其他资金的合理对接，放大了财

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如石楼县确定

移民新村在哪里建，老百姓搬迁到哪

里，各方面的资源就往哪里投。两年

来，财政移民搬迁资金带动了电力、交

通、通讯、公路等条管单位投资及社会

帮扶资金2000多万元，确保了移民搬

迁任务的圆满完成。阳泉郊区在全区

整合支农资金300万元，带动了社会建

设资金700多万元。群众形象地说：“政

府的钱解决了群众的难事，自己的钱

解决了自己的心事。”

（四）支农资金的管理进一步加

强。资金整合后，随着数额的扩大，各

试点县都普遍加强了对资金的监管，

从资金的到位、使用、问效等全过程实

行了资金专户制、项目公示制、项目招

投标制、报账制、绩效评价制、监督检

查制等一系列制度，从而使资金的管

理更加规范、透明。初步杜绝了过去支

农资金被贪污、挪用、挤占等“跑、冒、

滴、漏”的现象，资金的到位率和节约

率都得到了全面提高。据不完全统计，

在全省 11 个试点县中，资金集中管理

带来的节约率至少在 30% 以上。
（五）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意识明

显增强。试点工作开展以后，试点县政

府把主要精力从侧重争项目转到了围

绕本地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

业做大做强重点项目上，转到促进本

地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上。同时，

各部门的分工合作进一步增强，“各炒

一盘菜，共做一桌席”，自觉在支农资

金整合的大平台上找准了定位，服务

意识和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整合支农资金的几点启示

（一）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工作，整

合支农资金对于全面解决 “三农”问

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具有

重要意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下去。

但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对

传统资金分配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方

方面面，不能不顾实际，急于求成。因

此，必须要积极稳妥、逐步推开，扎扎

实实地做好支农资金整合的各项工作。
（二）坚持制定项目规划和搭建整

合基础平台相结合。资金整合的核心

不是统一管理，而是集中使用，把资金

集中投入到最要紧、最急需的地方和

领域，但支农资金分散在农业、林业、

水利、中小企业、气象、农机、农科院、

扶贫办等部门，项目多达300多项，如

何集中？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平台，

要用好的项目规划把资金捆起来。山

西省就是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十一五”规划和各地的发展战略目

标，确定了以主导产业和项目发展为

主要资金整合平台。如以新农村建设

为契机，打造了农村发展类资金和扶

持产业开发整合平台；以改善生态环

境为重点，打造了雁门关态畜牧区的

整合平台；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目

标，打造了山区和革命老区开发的整

合平台；以农田水利建设为切入点，打

造了水利资金整合使用的平台等等，

都取得较好的成效。

（三）坚持“主动自愿”的原则。支

农资金整合试点的主要承担者是各县，

财政部门只是工作的指导者和推动者。

因此，在确定试点时，坚持“自愿参加”

的原则，广泛征求试点县委和政府的

意见，绝不搞“拉郎配”，这样有利于

调动和发挥试点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必须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强

化对整合资金的管理。支农资金整合

后，一方面，资金相对集中，数额扩大

了；另一方面，资金的整合不是简单的

叠加和归并，而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有

机的管理系统，要充分发挥好资金的

使用效益，就要求财政部门强化对整

合资金的管理。要不断修订完善现行

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尽快实现新旧

管理的相互衔接，形成一套新的形之

有效的管理制度体系和方式，为支农

资金整合提供制度支撑。
（五）必须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

社会舆论氛围。支农资金整合是一个

新生事物，还处于试点阶段，人们对它

的认识还较模糊，甚至有错误的理解。

因此，必须加大对支农资金整合工作

的宣传力度，推广各地资金整合的好

经验、好作法和积极成效，从而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

与支持。
（作者单位：山 西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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