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的平衡可以 与绩效评价

紧密结合起来，历史绩效评

价结果是优良的现期预算

水平确定的依据之一。在预

算中体现出 “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 的原则，就从根本

上保证了其科学性与公平

性。
二是用法律和制度保

障为绩效评价提供便利。从

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

绩效考评制度的情况来看，

无一不是经过了立法的支

持，并形成了制度与规范。

新西兰早在 19 89 年通过的

《公共财政法》中就明确要

求对支出绩效进行说明，美

国也在 1993 年通过了《政府

绩效与结果法案》。而我国

虽 然强化了项目管理科学

决策的程序，但全国没有统

一的规范与标准，绩效评价

并未能得到切实保障。
三是建立支出效益责

任机制。通过绩效评价，改

变原来对预算执行情况分

析只重量的核对不重质的

分析，只重合法性审查而不

重使用效益与支出合理性

考察的做法。强化评价结果

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并以 此

加强对有关责任人的制约

与监督，在考核干部时引入

绩效机制，做到政务的公

开、公正和公平。
（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

泽市地税局  中央财经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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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霸州市财政局以 扶持

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梅花味精集团作为财

政 支农工 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帮助其做

大做 强，先后投入财政有偿资金 252 .2 万

元，无偿资金 62.8 万元和财政贴息贷款 50

万元 ，撬动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 8314 万

元，用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技术改造，使

这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生了 巨大的效

益，到 2003年底，形成了年加 工 玉 米30万

吨，生产淀粉 20万吨、味精15 万吨、鸡精

3000吨、有机复合肥 15 万吨及饲料、玉米

油等 10 余种副产品的生产规模，居全国同

行业第二位。2003年创产值4.2亿元，实现

利税 1.1亿元，已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强

有力的支撑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带动力量。

1. 实行 “公 司 + 基地 + 农户”的生产

模式，抓好基地建设，发展订单农业。生产

1 吨味精需 3 吨 玉米，按 目前生产 15 万吨

味精的生产能力，年需耗用玉米 45 万吨。
根据霸州社会条件和技术力量，以 梅花味

精公 司需求为 契机，财政部门积极向上争

取，使霸州市成为省级 专用 玉米良种推广

补贴 项 目 示范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良种

玉 米种植，建立了 包括霸州 东部五个乡镇

在内的玉米生产基地。公 司采取 “公 司+农

户 + 基地” 等形式与 1.1 万户农民签订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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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收购合同，种植良种玉米 52313

亩，公 司按照每公斤高于市场 0.02

元的价格现款收购，增加农民纯收

入460万元，进一步密切了公 司和农

户利益合作关系，也促进了农民种

粮积极性的提高。

2. 扶持企业环境保护项目，合

理利用废水资源。近几年来，霸州多

措并举加 大农村基础设 施 建设 力

度，仅2003年就改造中低产田20000

亩，新打、修复机井622眼，有效改

善了 当地农业生产条件。在此基础

上，大力扶持了梅花味精公 司环境

保护项目，帮助其争取资金建立了

大型高标准污水处理厂。公 司在生

产中要产生大量废水，通过利用高

科技手段成功解决 了废水问题，经

处理的废 水不 仅 完全达到排放 标

准，而且由于水中含有大量适合农

作物生长的有机物，非常适合农田

灌溉。为打消农民对处理后 水可能

毁田的顾虑，公 司用自有 3000 亩土

地作为试验田 ，利用达标排放水灌

溉种植农作物，让农户明白，经过处

理后 达标排放的 水不但 改良 了 土

壤，促进了农作物生长，而且减少了

农业生产的投入。同时出资建设农

田 水利灌溉设施，投入200多万元铺

设了地下输水管网直接将水送到田

间地头，并对使用达标水的农户 实

行补贴，即浇一亩地时补贴 100 元，

庄稼收割时再补贴 100元。到目前为

止，公 司与周边的多个村街签订了

用水合同，灌溉的面积达到了2万多

亩，仅此一项就为农民多增加收入

400 多万元。

3. 推广优良品种和技术，提高

农村科技水平。味精生产所需玉米

要求淀粉含量高，财政投入支农资

金 57 万元，在全市推广种植高产、

高淀粉玉米2000亩，亩产增加 50公

斤，增加 当地农民纯收入 77 万元。
基地与梅花味精公 司 形 成产 业链

条，引导了农业生产，深化 了农产品

加工。在此过程中，财政部门帮助企

业筹集各方面资金 3000 多万元，其

中财政部门支持364万元，用于淀粉

生产项目，使公 司达到了年产淀粉

20 万吨生产规模。公 司也为农户提

供质优价廉的玉米品 种浙蒙一号籽

种 60 万公斤，并与 当地农技部门协

作对农户种粮进行技术指导，提供

全方位服务，并以 每公 斤高于市场

0.02 元的价格收购农户种植的优质

玉米，农民从中得到实惠 100 多万

元，提高了农民科学种植和适应市

场的能力。

4. 加粗延长农业产业链，做好

副产品 经营，支持种养业发展。2002

年财政部门 支持梅花味精公 司技术

改造无偿资金 62.8 万元和财政贴息

50 万元用于多种经营项目，并引进

中央、省级、廊坊市各级 无偿资金

204万元，其中科技费29.3万元，支

持引进了 多种先进生产工 艺，有效

提高 了公 司技术力量。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液，通过采用

新技术、新工艺，经多效负压、蒸发

浓缩后生产出了优质复合肥。这些

肥料又低价销售给周边玉 米基地的

农民。玉米深加 工过程中产出的副

产品蛋白粉、玉米纤维、油饼、玉米

碎渣是养殖业质优价廉的饲料。公

司全年产 出的 副产品 达到 3 .4 万

吨 ，可供养殖牲畜 10 万头，公 司也

低价销售给当地农户发展养殖业。
仅上述 两项，公 司就 为农民节本增

效 1000 多万元。

5. 不断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支持农村劳动力就业。一是帮助企

业强化培训，提高员工素质。随着企

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公 司生产

领域不断拓宽，需要农民工的数量

也不断上升，2003 年企业招聘当地

农民达到了 1850人。为提高员工 素

质，财政部门积极引导企业先后与

河北农大、河北师大、河北电力学

院、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大中专

院校签定了长期的联合办学协议，

对进厂农民进行了专业理论培训、

岗位技术培训，提高了 当地劳动力

素质，增强 了 农民 自身的致 富能

力。与此同时，财政部门出台了旨在

鼓励 各类高级人才进入乡镇企业的

一系列优 惠政策，包括 实施 了 大中

专人才安 家费等，目前公 司达到专

科水平职工占45%。二是改善生态环

境，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实施绿化霸

州工程。霸州市以 ISO 14001环境体

系认证为契机，先后投入财政资金

425 万元，实现新增造林面积 8.8 万

亩，县域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3%。在

此背景下，公 司投资500万元，营造

万亩速生林，占霸州全市绿化造林

总面积的 12%。安排农民工 100 多

人，仅上述两项就为 当地农民增收

近 2000 万元。三是组织农户参与服

务，推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公 司巨大的生产

规模和不断深化的产业链 ，所耗用

的原煤、原材料、建材以 及产成品的

流通，通过逐级渗透，带动了周边交

通运输业以 及服务业的发展，为公

司服务的 当地运输公 司有 10 多个，

350 辆车，700 多人，为农村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为 当地村街年增

效益 10 00 多万元 ，推动了农民增

收。
（作者单位：河北省霸州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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