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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创新  完善财政支农机制

赵晓儒

从目 前财政 支农的现状 不 难看

出，支农资金仍 然存在着体制欠顺

畅、操作欠规 范、资金运行 欠安全

等问题。要解决好 这些问题 ，作为

国 家 支农主体的财政部门 ，要牢 固

树 立科学发展观 和统 筹城 乡发展的

战略 思想，把财政 支农的战略 重点

切 实 转移 到 提 高农业 综 合 生 产 能

力、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

社会 经 济、增加 农民收 入和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上来。同时，要从建设

现 代农业的 高度来调整支农思路 ，

更新支农观 念，理顺和创新 支农体

制，确 保 支农资金收到 实效。

体制创新。目 前 支农资金 分

散，管理 多头 ，政 出 多门 ，部门 职

能交叉 等问题都 源 于现行的 支农体

制。要改 变这种状 况 ，必 须创新 支

农体制，理 顺各部门之 间的 关 系。

为 此 ，必须明确 财政 管理各项 支农

资金的主体地位，设 立 隶属于各级

财 政 部 门 的 农业 经 济建设 专 门 机

构，把 分散 于各部门 的农业综合开

发、扶 贫、以 工 代赈、国土开发、

国债转贷以 及 世 行贷款等资金统 归

于专门 机构管理 ，以 便 统 筹规 划、

统 一管理、集中使 用。从整合各 类

支农资金入手，形成财政 支农的 强

大优势，集中财力办大事，避免 “天

女 散花” 式的 支农形式。

制度创新。首 先 ，从 程 序 上

说 ，现行的 支农资金申报审批 程序

时间过长 ，过于复杂 ，一般 来说 ，

农业项 目 于每年的 3、4 月份 自下而

上逐级 申报 ，省 里还要组 织 专 家进

行评审，经专 家评审筛选出申报部

级 的项 目 ，待部级 项 目 审定后再下

达资金，基层收到资金的 时间一般

在 7、8 月份，有的甚至更迟。要改

变这种状 况 ，一是 可 以 考虑项 目申

报程序的跨年度制，即次 年的项 目

在当年的 10 月份 左右和次年的 4 月

份 申报 ， 基层 财 政 必 须 建 立 项 目

库，做 好 农业项 目的储备工 作，这

样就 不致 于影响 项 目 实 施进度和效

益。二是可以 考虑提 高 专 家评审的

项 目资金额度。省级 只 评审 50 —10 0

万元的项 目，部级 只评审 100 万元以

上的 大项 目 ，以 节 约评审时间，缩

短评审期。因 为 每年基层申报的项

目 都是 严 格 控 制 在《 项 目 申报 指

南 》范围 内的 ，一般都符合国 家产

业政 策和投 资方向 ，且由基层农业

财政进行 了 初 审，所以 ， 专 家评审

宜 大不 宜 小 ，宜 简不 宜繁。其次 ，

从 制 度 上讲 ，现 行 的 农业 专 项 资

金，每一项 就 有一个管理 办法 ，基

本 上都是 大 同 小 异，需要 合并 统

一。不仅如 此 ，应该推行 支农资金

的县级 财政报账制 ，明 确 所有支农

资金必 须在项 目 实施 完工 后 凭具有

法律效 力的凭证到县级 财政报账，

县级 建立项 目合账，做 到 专人专账

专 户 管理。这样可以 确 保 专项 资金

不 被 挤 占 挪 用 ，真 正 做到 专 款 专

用 ，使 专项资金封闭运行，确保 资

金安全；可 以 对支农资金进行跟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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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效 ，便 于绩效评价；有利 于强化

基层 财政的监管职 能，促 使基层财

政切 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管好 用好

支农资金。

方式创新。一是构建财政 支农

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各级 财政都

要建立 支农基金，采取基金加 增长

的方 法 ，要严格按 照《农业法》的

规 定，保 证 支农资金的增长高于同

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二

是构建财政 支农的灵活 机制。财政

支农不 仅仅是资金的扶持，还要采

取诸如 税收 优 惠、补贴 、贴 息等灵

活 多样的方式，引导农民个人和集

体增加 对农业的投入。三是构建农

业投入的激励机制。财政 支农的 力

量是有限的 ，对农业的投入光靠财

政资金远远 不 够，需要动 员 全社 会

的力 量来投 资农业。为 此 ，应按 照

“谁投 资、谁 经 营、谁收 益” 的原

则 ，引导并刺激银行信 贷、工 商资

本和民间资本投入农业 ，提高农业

投资的吸 收 力 ，采取 以 奖代投、以

奖代补、以 工 代赈和凡是投资农业

的 享 受 财政 扶 持的 同 等待遇 等措

施 ，充分调动全社会投 资农业的 积

极性。
管理创新。一是要减少管理 层

次 ，降低 管理 成本 ，提 高工 作效

率。一方 面将中央财政 支农资金的

5 0 % 以 基数 加 因 素的 方 法下到省

级 ，以 增强省级 支农的调控能 力 ，

降低基层向 中央财政申报一般项 目

的机率。中央财政 只 掌控诸如 特大

防 汛抗旱和大的 工 程项 目。另 一方

面 ，省对基层的项 目 直接到县 ，减

少作为 “二 传手” 的地市一级 财政

中间环 节。同时，应尽量避免项 目

的戴帽行 为 ，给县级 以 充分的项 目

申报 自主权。二是取 消资金配套的

规定。目 前，在支农项 目 中，要求

地方按 比 例 配套的项 目 较 多 ， 而基

层财政债务 包袱 重、困难大 ，对于

要求配套的项 目 地方政 府因 无 钱配

套而 宁愿放 弃。即使是争取项 目 时

出具 了 配套 “承诺 书”，实际上也是

一纸 空白。与其如 此 ，不如 取消资

金配 套的规 定。三是 实行项 目 计 划

与 项 目资金分 离。即由相关部门根

据 支农专门机构下达的年度资金计

划控制指标 ，按 现行规 定审批项 目

计划 ，报 支农专 门机构；支农专门

机 构 则 集 中 所 有 支农资金的 管 理

权，按 计划 和程序下达支农资金。
这样，既 可以 规 范管理 ， 又便 于支

农资金的统 计，四 是构建支农资金

绩效 评价体 系。财政部门要从项 目

的申报开始 ，进行调查研究和必要

的 可 行 性 论 证 ，参与 到 事前、事

中、事后的全过程 中去，建立项 目

台账，对其进行跟踪问 效 ，堵塞支

农资金 “跑、冒、滴、漏”的漏洞，

建立一套既 科学合理 ，又 简便 易行

的 支农资金绩效 评价体 系 ，使 支农

资金的运作做 到既 安 全高效 ， 又 公

开、透明、合理 、合法。
（作者单位：湖南省岳阳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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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 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 农民收入，

山 东泰安市在全市开展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年活 动，鼓励 和引 导广 大

农民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和优 势产品 ，采取 市场运作的 方式，多形式、多层次、

多领域兴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市财政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了 6 个不同行业不同类

型的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试点 ，建设 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示 范工 程；确定

了 1 0 个基础较好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规 范和完善其内部管理体制和运

行模式，增强辐射带动力；重点扶持 2 个部级、6 个省级、60 个县级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进一步扩 大规模，提高档次。
为确保 活动效果，从 2005 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 5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建设 ，在标准化 生产、无公 害基地建设 、农产品 市场营

销、农业产业化 及 引进新品 种、新技术专项 资金等方 面，将合作经 济组织作为

重点扶持对象。对确定为 国 家级 和省级 农业产 业化 龙头企业的农民专 业合作经

济组织 ，按 照有关规 定享受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

信 用等级 ，对具备企业 法人资格的营利性 合作经济组织给予各种贴 息贷款和小

额 贷款的倾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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