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进资金拨付方式，建立财政扶贫资

金专户，封闭运行，将财政扶贫资金由

省直接拨付到县， 减少资金拨付环

节，缩短资金在途时间，保证资金足额

及时到位。三是贫困县在选择项目， 确

定资金投向时，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以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到村到户为原则，

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和直接用于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关系，处理好集中投入

与分散使用的关系。

第二， 全面推行报账制管理办

法，保证资金专款专用，防止挪用和

浪费资金。报账制作为规范财政扶贫

资金支出管理的有效手段，经过近两

年来大部分省区的实践，已经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得到了这些省区的认

同。但是，目前在推行报账制管理办

法中，还存在财政干部有畏难情绪、

有的部门或单位不理解不配合、 管理

手段落后等问题。今后， 要加强宣

传，搞好培训，全面推行财政扶贫资

金报账制管理办法。

第三，改进扶贫贷款的财政贴息

结算方式，发挥财政贴息资金的作

用。现行扶贫贷款发放及贴息结算方

式是：由县农行自主发放扶贫贷款，

按季报省行汇总，经省扶贫办、 省财

政厅审核后，再报至农总行，由农总

行与财政部结算贴息。这种模式存在

两个问题： 一是农业银行发放扶贫贷

款必须是符合商业贷款条件的客户，

而政府希望能够得到农行贷款的贫困

户往往因为不符合条件而贷不到资

金，在贷款发放环节上就出现了目标

不一致的情况。二是审核扶贫贴息贷

款发放情况的县级财政部门和扶贫办

不承担贴息任务，而承担贴息任务的

财政部却无法审核贷款发放的实际情

况，致使财政部与农总行的贴息结算

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因此， 要

尽快改革扶贫贷款的财政贴息结算方

式， 以充分发挥财政贴息资金的效

用。

第四，不再硬性规定地方财政特

别是贫困县财政安排配套资金。扶贫

开发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的职

责，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应该根据

财力情况和扶贫开发的实际需要， 增

加财政扶贫资金投入。针对贫困地区

的实际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不应硬性要求贫

困县财政安排配套资金，特别是在审

批项目过程中，不要将贫困县财政是

否安排配套资金作为审批项目的条

件。

第五，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监督，

加大对各种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一

是针对目前财政扶贫资金在一些地方

被截留、 挪用的现象， 要建立财政扶

贫资金公示制度， 接受社会各方面的

监督。把事前审核、事中控制和事后

检查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扶贫资金运

行实行全程监控。二是建立财政扶贫

资金监测信息系统，提高管理水平。

通过引进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将

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与贫困状况监测、

扶贫开发规划、扶贫资金报账制度等

结合起来， 提高管理工作效率和水

平。三是要充分发挥财政监督机构、

审计部门、社会中介机构在扶贫资金

监督检查中的作用，加大对财政扶贫

资金违纪违法事件的查处力度，不仅

要对事，而且要对人。

第六，把财政扶贫资金与其他支

农资金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合理使

用，提高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和整体

效益。贫困县要积极探索财政扶贫资

金与其他资金使用相结合的方式，如

将扶贫开发项目资金与退耕还林还

草、农业综合开发、水利设施建设以

及农业科技推广等项目资金结合使

用，集中投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第七， 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分

工，加强部门间的协作。建议将扶贫

办、计划、财政等三部门在扶贫开发

工作中的职责确定为：财政部门负责

财政扶贫资金在省（自治区 、 直辖市）

或县之间的规模分配，以及整个资金

拨付 、 相关的监督 、 检查 、 统计、

监测工作。扶贫办负责组织编制扶贫

开发工作的整体规划、 项目计划的制

订以及评审和组织实施。计划部门负

责组织以工代赈项目规划、 项目计划

的编制，组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及项

目的跟踪监测。三部门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共同做好新形势下的扶贫开

发工作。

（作者单位：财政部农业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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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以 来， 财政基本建 设 资

金的管理日趋规范化、 制度化、 程序

化， 初步形成了中央 、 地方分级管

理，资金分层下拨的管理格局。随着

基本建设投资的市场化，特别是加入

W T O 后基本建设投资主体的多元

化，对现行的财政基本建设资金的拨

付程序、核算办法、 管理方式提出了

新的要求，如何合理高效地运用财政

基本建设资金， 使其 发挥更大的效

益，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

题。

一 、 现行基本建设资金

拨款方式存在的问题

1 . 现行的拨款方式影响了财政

基本建设资金拨付渠道的畅通。现行

的财政基本建设资金拨付方式仍然采

用自上而下、逐级下拨、分级管理的

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很难保证资金拨

付的及时与完整。这种资金拨付方式

存在着以下几种弊端：一是下级看不

到上级计划部门下达的年度计划，不

知什么时间申领资金；二是拨款手续

繁杂，需报送各类拨款资料，缺一不

可；三是下级喜欢向上级跑项目、 要

资金，久而久之，习以为常，反而导

致资金下拨迟缓；四是不同银行互相

压单，资金划转缓慢等。

2. 现行的管理方式导致资金下

拨迟缓。基本建设资金由财政拨付到

建设单位，再由建设单位划转到施工

单位，最后由两家单位向财政部门报

送报表，这样的资金循环原本无可厚

非，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人为因素

的干扰，严重扰乱了资金拨付的正常

秩序。对于全额财政拨款项目业主单

位唯恐资金不到位，从项目设立起就

开始向有关部门跑要资金， 而施工企

业为了承揽工程，能够及时得到施工

款也如法炮 制， 向业主单位请客送

礼， 导致腐败产生， 人为造成拨款程

序混乱。对于拼盘项目，按有关文件

规定要求，建设单位要把自筹资金存

入同级财政专户方可进行项目立项，

由于建设单位一般难以 一 次存足资

金， 存入数额的多少弹性过大， 人为

因素过多， 容易导致腐 败 产生。另

外，财政与建设单位间反复的资金划

转，也影响了资金拨款的速度。

二 、 改革拨款方式 ， 加

强基本建设资金管理

1. 国 债资金拨款方式的改革，

为财政基建资金拨款程序的变革提供

了有益的启示。为了拉动国民经济增

长，自1998年起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连续几年发行国债用于重点项目

建设。为了加快工程建设速度，国债

资金的拨付开始在有些项目如粮库建

设、水利建设上采用一步到位的拨款

方式，即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地方粮

食、水利部门，减少了许多中间拨款

环节， 收效明显。安徽省阜阳市财政

部门从这方面得到启示，大胆探索和

尝试， 采取把资金直接拨付施工单位

的方式来加快基本建设资金的拨款速

度，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 . 变更拨款程序，严加资金管

理。2000年阜阳市政府下发了 177号

文件，明确规定，对阜阳市新建项目

的资金拨付由市财政直接拨付施工单

位，改变原由财政部门把资金拨付建

设单位的拨款渠道， 加速资金流转，

提高项目建设速度。财政部门采取先

试点、 后推开，先小步、 后跨越的方

式， 大胆尝试。首先在市委会议中

心、 大戏院改造等4项重点建设项目

上进行试点，实行财政资金直接拨付

到施工单位的拨款方式。财政部门对

工程项目的论证、 设计、 招标、 施工

进行全过程的监督， 并实行专项资金

独立核算，算清每一分钱的用途。试

点结果，总投资1800万元的政府 “四

项工程” 为地方财政节约 4 0 0 多万

元，取得了人民放心、 政府满意、 建

设单位减少核算工作量、 施工单位资

金到位快的良好效果。

3. 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资金安全

及核算准确。建设资金由财政直接拨

付给施工单位， 打破了传统的财务核

算模式，建设单位怎样入账、 施工企

业如何办理拨款手续等成为要解决的

首要问题。阜阳市财政局采取以下措

施，保证了建设资金的安全完整及核

算的准确无误。一是拨款时施工单位

首先要向建设单位及财政部门提出用

款申请，由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在申

请书上签明用款数量并加盖单位印

章，其次施工企业要填制财政部门印

制的拨款申请表，并出具施工合同等

有关拨款资料，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

方进行资金拨付。二是建设单位依据

施工合同、 施工单位的用款申请书及

财政部门的实际拨款数回单，据实入

账。三是季度及年度终了，报表仍由

建设单位主报，施工企业积极配合建

设单位共同搞好报表的编制工作。四

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依

据工程决算和财务决算登记固定资金

及有关账簿。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阳市物价

局 、 财政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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