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节能效益 8000 多万元；全市用水大

户基本上都安装了水处理系统，黄金、

粉丝行业有 60% 的生产企业采用循环

用水工艺，年可节约用水 1500万吨，增

加经济效益 4000 多万元；发展农业节

水灌溉面积 58万亩，年可节水 6000万

立方米。三是强化能源审计。制定了能

源审计工作方案，加强对能源管理、用

能设备运行效率、能源成本等 9项主要

指标的审计，对15户重点耗能企业制定

了详细的审计计划。如玲珑橡胶通过

审计共发现问题 14 处，提出整改建议

10 余条，年挖掘节约潜力 7000万元。

强化措施，加大力度做好“减量”。

一是加快节能项目技术改造。重点推进

列入国家、省、烟台市计划的重点节能

技术改造项目建设，2006年，全市共实

施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9个，当年完成投

资2.2亿元。其中，玲珑橡胶投资1.26

亿元的子午胎综合节能改造国债项目，

计划年内完工，项目投产后年可节约水

13.35万吨、蒸汽 2.6万吨，节电 3943.3

万度，节约合成胶、天然胶 2100吨，实

现节能效益 5000 多万元。二是依法淘

汰落后生产能力。按照国家制定《 淘汰

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有

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淘汰落后生产能

力。三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以建立企

业的小循环、园区的中循环和产业链条

的大循环体为重点，突出水、气、余热

的循环利用。目前，全市 15户企业实现

内部的小循环，轮胎工业园、国大生态

工业园基本上实现了循环利用、吃干榨

净、无废排放。2006年，招远市被烟台

列为循环经济试点城市，3个产业链条

列为循环经济示范链条，4户企业被列

为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四是开展社会

节能减排工作。建筑行业严格执行公共

建筑节能 50% 、居住建筑节能 65% 的

建筑节能新标准，2003 年在城市规划

区及其他建制镇规划区内全面完成了禁

止使用粘土砖工作目标；优先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严格实施机动车尾气

排放标准；在消费领域积极推广应用

高效节能产品；在政府机关广泛开展

以节水、节电、节油为重点的节能降耗

活动，政府优先采购 节能产品，2006

年采购了100 多万元的城市路灯节能设

备，节电率达到近 30% 。政府机关率先

更换了节能灯，规定夏季室内空调温度

设置不低于 26摄氏度、冬季不高于 20

摄氏度。

（作者单位 ：山东省招远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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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

东宝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调查

李洪祥  王 勇  程大雨

1993 年 1月 和 1994 年 6月，湖 北

省荆门市政府下文撤消东宝区“四村一

组”（建设村、象山村、浏河村、白庙村、

苏台村一组）建制，改为城市居委会，

村民转为居民，土地全部收回国有，至

此，1753名农民失去了土地。

这些失地农民年龄结构偏大，文

化水平较低，很难实现转业就业；同

时，他们作为介于居民和农民之间的

“边缘人”，游离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

度和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又

没有参加养老保险，许多失地农民对今

后的生活感到担忧。因此，如何帮助他

们摆脱困境，做好他们的社会保障工作

成了摆在东宝区财政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问题凸现

——征地补偿标准低，难以维持

长远生计。现行《 土地管理法》规定，

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

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6到 10倍，如果支付

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能使需

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可

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

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

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30倍。按照该标准，

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以现金作

为补偿的应该在每亩 1.5万元至 3.5万

元之间。而东宝区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

费因征地单位经济实力、政策规定等因

素影响，随意性很大，每亩地最高补偿

只有 2万元，最低的仅2000 元。据调

查，目前东宝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为 400余元，失地农民变成居民后，如

果不能就业，以最高补偿标准 4万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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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仅够维持 8年生活，也就是说征地

安置补偿费用远不能满足失地农民维

持长久生计的需求。现实生活中，失地

农民还存在着隐性损失，如原来可以在

自留地上开展种植业、养殖业，多余房

屋还可出租，加之住房、吃菜、用水不

用花钱，生活基本无忧；土地被征用后，

由于房价不断攀升，失地农民拿到的土

地和房屋补偿费几乎全部用来购房，加

之蔬菜、水电都要掏钱买，失地农民生

活成本提高，生活水平下降。

——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征地，失

地农民难安置。城市公用事业，如街道、

公园、绿化地、影剧院、图书馆等征地，

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的是农转非和招工

等办法，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采取的是货币化安置，受政府财力限制，

补偿往往按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执行。

同时，由于“优先用工”政策没有具体企

业承载，安置失地农民确实很困难。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财政压力大。一是退休人员多，基金缺

口大。据统计，东宝区应参保的 1753名

失地农民中男性已过退休年龄（60 岁以

上）的 162人，女性已过退休年龄（55岁

以上）的 403人，二者已占到应参保人

数的 33% ，比东宝区现有企业退休人员

占参保人数14% 的比例高出 20% ，基本

上是2个在职人员供养1个退休人员，

如果将这部分人员单独建账，在不增加

待遇的情况下，2006年收支缺口约 120

万元。二是参保对象年龄偏大，基金缺

口将逐年快速增大。据统计，“四村一

组”失地农民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应参保

对象 1188人，其中男性 50 岁以上的 131

人，女性 45岁以上的 213人，即 344人

十年内将达到退休年龄，占应参保人数

的 30% ，按平均年龄估算，从 2007年

起，每年将新增退休人员 35人，“四村

一组”的退休总人数将以年均 9% 的速

度快速增长，整个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

也将同步快速增大。若按东宝区拟出台

的办法，将“四村一组”的失地农民纳入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执行统一

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享受和现有

城镇企业职工相同的退休待遇，势必冲

击该区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

抗风险能力，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二、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

障机制的几点建议

——建立失地农民养老和医疗制度

。一是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按

市直部门“谁征地、谁负责”的原则，从市

直有关单位筹集一部分资金，同时市财

政从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根据

一些地方的经验是土地储备金的 20% ），

划拨到社保基金专户，确保承保基金平

稳运行；二是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制

度，使医疗保险切实覆盖每一个失地农

民，减轻他们的医疗负担。

——建立教育培训保障机制。财

政要拨出专款用于健全教育培训保障

机制，对失地农民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知

识和转岗就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尽

早实现转业就业。一是将失地农民的

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

训体系，使其享受与下岗人员同等的待

遇；二是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多

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术网

络培训体系，以党校、职工学校、乡镇

职业教育中心、农技推广中心和乡村成

人学校等为载体，建立培训基地，利用

公共财政资源，开展免费培训；三是保

障失地农民子女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的权利，对失地农民的子女与城镇居民

的子女一视同仁。

——建立再就业创新机制。转业就

业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

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应按照市

场化原则，制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

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

现城乡统筹就业。一是引导失地农民转

变观念，破除“等、靠、要”思想，提高

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自觉性，积极主

动地参与市场化就业；二是以农村信用

社的小额信贷支持和等同于下岗人员自

谋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失

地农民自谋职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三

是给予吸收失地农民的企业等同于安排

城镇下岗人员的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征

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消化失地农民；

四是建立以市、县两级劳动力市场为中

心，以街道、乡镇劳动力管理服务站为

网点的就业服务网络，打破城乡“藩篱”

和所有制界限，取消对失地农民城镇就

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

（作者单位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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