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企业发现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并

提高了部分优秀企业的知名度。如湖

北华龙村茶叶有限公司通过效绩评价，

找出自己与先进企业的差距。企业采

纳评价专家组所提建议， 大胆改革，

强化管理，减员增效，公司行管人员

由上年 83人减为 45人，每年节约支出

50 多万元。湖北省八峰药化股份有限

公司是生产经营氨基酸系列产品的全国

103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在全州

20 户重点骨干企业效绩评价结果中名

列榜首，评价结果公布后，提高了公

司的知名度，各行各业都愿意与 “八

峰”打交道，产品销售更趋旺盛，效

益不断提高，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二

是实行评价结果共享，发挥综合部门

监督管理作用。目前恩施州在共享方

式上主要采取抄送方式，即将评价结

果连同评价报告分别抄送到计委、经

贸委、 银行、企业主管部门、人事、

组织等部门，以满足各有关部门对企

业经营者的奖惩考核、银行信贷管理

和政府经济决策的需要。三是将评价

结果与政府经济管理工作有效结合。

经营效绩评价结束后，根据评价结

果，向州委、州政府提出，以评价指

标体系作为主要标准，确定部分重点

骨干企业，并制定出重点骨干企业的

管理办法，使重点骨干企业的管理和

扶持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恩施自

治州国资局）

县乡财政栏目主持：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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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行报账制的必要性

当前，县级财政支农工作中存在

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管理水平不高，管

理方法不科学。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

管理办法十分强调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

和到位问题，同时也强调财政部门跟

踪问效。《农业法》规定，财政对农

业的投入增幅要高于经常性可用财力的

增幅，山西省财政厅 1 997 年文件规

定，6月底支农资金到位率要达40% 以

上，9 月底要达 70% 以上，年底要达

90% 以上。投入和到位作为两项具体

的硬性指标，每年上级财政部门都要

严格考核下级财政部门，进行通报并

与奖惩挂钩，有时还督促县市长亲自

抓这项工作。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实

行的是拨款制，财政对支农专项资金

要如数拨付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由

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组织实施工程。

为了确保财政资金及时到位，财政部

门千方百计调度资金予以保证，但对

于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对财政支农资金

管理使用却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由

此造成财政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资

金使用效益低下。而报账制可以从根

本上扭转财政部门监督约束不力的局

面，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使用中的违纪

以及工程的按时完成问题。

报账制即由项目实施单位先行自筹

部分资金或财政预付部分资金开展工

程。项目实施单位支付资金后，填制

工程任务完成进度和资金支付情况的报

账清单，持规范的原始凭证，由财政

部门审核后拨款， 不合要求的， 财政

部门可以拒付。这样不仅可以及时发

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而且可以确保工

程按质量完成，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

效益。

二，报账制的具体做法

报账制有别于拨款制，对于财政

部门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与此相适

应，它应有一套规范的程序，完善的

制度，明确的责权，才能使报账制的

优势充分发挥。

1 、资金管理的责权

县财政局分管农业的科室在银行开

设支农资金报账专户，实行专人专户

专账管理。上级下达的支农资金和本

级安排的支农资金，由预算开设的支

农资金专户拨入报账专户，农业科室

审核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的报帐凭证后

报主管领导审批，对合规的支出予以

报账拨款。这样既保证了财政支农资

金的到位，也满足了财政对支农资金

的管理要求。

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负责资金的支

出，取得原始凭证，向财政部门提款

报账，并设立专账，单独进行核算，同

时要负责项目任务的完成，编制项目的

预算、决算，组织有关部门的人员进

行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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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管理的原则

报账制即先支后报，但考虑到一

些工程和实际支付工作中的情况，财

政对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应按一定比例

拨付部分工程预付款，以保证项目的

开展。项目单位在资金支付中要严格

按照工程的预算执行，取得合法的、

规范的原始凭证。对项目的自筹资

金，现金部分应集中到县财政的报账

专户管理，以物折款和投劳部分由项

目实施单位造册登记，并经工程管理

负责人确认签证，存档备查。银行贷

款由项目单位进行管理，所有凭证要

反映项目的资金运动过程，并要充分

证明凭证的真实合法。为了确保工程

的质量和按时完成，财政部门可按一

定的比例留出部分资金，作为工程质

量保证金或合同保证金，待工程竣工

验收后予以报账。

3、报账的程序

对于实行公开招标的工程，由承

包单位提出申请，主管部门按合同规

定，根据工程进度、质理，向财政申

请拨付资金。工程实行分段验收，财

政部门要参与工程的验收，随时掌握

工程进度和监督资金使用。对于小型

自营工程，主管部门要审核工程预

算，项目实施单位向财政申请拨工程

预付金，在完成相应的任务后，项目实

施单位要按原始凭证填制报账清单，

财政部门审核合规后予以报账。

三， 推行报账制的现实意义

报账制强化了财政部门的监督机

制。首先，进一步明晰了财政部门与

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的工作关系。财

政部门的职责就是要监督主管部门或项

目单位用好资金，专款专用，充分发

挥资金的使用效益。其次，解决了资

金使用中不合理的问题，对不合理的

支出财政部门不予报销，杜绝违纪、

腐败问题的发生，确保支农资金使用

的安全。第三，使财政部门的事后监

督变为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

督，变 “亡羊补牢” 为科学监控。第

四，促进了项目的按时保质完成。报

账制要求每个项目既有预算，也有决

算，按计划实施，避免了项目建设中

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同时也促进了项

目实施单位及时办理竣工结算和财务决

算，减少尾巴工程，确保项目建设的

完整和及时发挥效益。第五，提高了

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会计信息的真实

性，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

个清白，上级满意，下级无怨，调动

了项目区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山西省寿阳县财政局）

县乡财政

管好农发资金  
推动农业发展
——

河北省三河市财政支农工作硕果累累

高伟

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涉及面广、

实施期长、建设规模大的系统工程，从

1988年开始，河北省三河市财政部门从

农业发展实际出发，充分发挥部门的职

能作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适合

京津、服务京津、发展农业”的发展思

路，本着“增加投入、注重倾斜、科学

管理”的指导思想，13年间，财政累计

投入资金5123万元用于农业发展，先后

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91个，创利税

4.2亿元。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综合效益明显增

强，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达到 46.5%，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4021元，农村综

合经济实力跻身于全国百强县行列。

一、多渠道、科学地筹措农业

综合开发资金。

根据“统一规划、 统筹安排、渠

道不乱、性质不变、相对集中、配套

使用、 确保效益”的原则，多渠道筹措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一是发挥财政部门自身优势，扩

大农业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抓好农业

综合开发引资工作。1992 年以来，财

政部门紧密结合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项目带动战略”， 主动会同农业主

管部门， 抓住国家向农业倾斜的机

遇，积极争取国家和省、 市对三河市

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先后争取到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 60 个，投资总额达到

23.5 亿元，其中争取到国家和省重点

项目 25 个，争取到资金 4.5 亿元。

二是健全和完善农业投入积累机

制。市财政发挥投入导向作用，按每

年财政预算安排支出的 5% 用于农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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