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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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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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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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镇村集

体发挥投入的补充作用，集中财力推

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镇级按企业上缴

的 15%，财政分成的 20% 用于农业综

合开发建设， 村级按企业上缴的

15%，土地承包费的 50% 用于农业综

合开发建设。

三是多措并举，在落实项目配套

资金和自筹资金上不断实现新突破。

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配套资金能

否及时到位，关系到农业开发的成

败。首先，市财政部门在资金调度紧

张的情况下，压缩其它经费开支，优

先保证配套资金足额落实。1988 年至

2000 年，市本级财政累计落实配套资

金 1022 万元，完成计划的 137%。其

次，市财政对有开发项目的镇区实行

“先配套后拨款” 办法，要求镇区首

先按设计要求落实配套资金， 并将资

金放在财政所设专户管理，否则，坚

决不拨付开发资金。13 年来，镇区累

计落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配套资金300

万元，完成计划的 10 8 % 。再次，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酵母作用，吸引农

民投资。对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

如：打井， 办电、 修路等，充分调

动农民投资投劳的积极性，确保了项

目自筹资金的及时足额到位， 1 3 年

间，全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累计落实

自筹资金 1778万元，完成计划投资的

125%，超额完成了开发任务，取得了

较好的开发效果。

二、切实强化资金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严把项目论证关。对重点使

用的资金，聘请和组织有关专家、 技

术人员对项目进行前期考察论证，克

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确保项目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严把资金分配和有偿资金的回

收关。首先，坚持有偿使用和无偿使

用相结合，适时调整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分配政策。采取无偿使用和有偿使

用比例安排，建立了农业综合开发基

金等分配办法，大大调动了农业主管

部门领导和项目单位回收资金的积极

性。其次，细化债权与债务关系， 加

大奖惩力度。本着 “谁借谁还，谁受

益谁负担，谁定项谁负责”的原则，

对有偿资金实行级级签订借款合同，

层层落实债务的方法。对于市财政与

项目承建单位直接发生借款关系的，

在签订借款合同时， 根据不同的借款

对象，实行不同形式的抵押，既强化

了借款人的责任感，又保证了财政有

偿资金的回收。在与镇区签定借款合

同时，用镇区经费和其它补助款担

保，到期不还则采取行政、经济、法律

手段，强制回收，遇上一户，清理一户，

把有偿资金的回收任务同镇政府的切身

利益挂钩，对不能按时还款的镇区，调

减开发任务和投资，对及时偿还到期资

金的镇区，在实施下期开发计划时，优

先考虑立项，并利用时间差造成的间歇

资金，给予短期低息的资金扶持，从而

引起镇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促进了有偿

资金的及时足额回收。截至目前，全市

累计回收资金 1 266 万元，回收率为

100%。再次，找准防范风险与增加效益

的最佳结合点，真正实现有偿资金放得

出、收得回、用得巧。农业投入具有周

期长、见效慢、风险大等特点，因此，

财政部门在有偿资金投放上，既要考虑

回收难度大的现实，又要尽量考虑农民

的既得利益，在发展喷灌、打井、植树

方面，我们以财政资金为导向，引导农

民增加农业投入，把责权利捆在了一

起，使管理、使用、回收形成一个整体，

这样，不仅把债务落到实处，有效降低

了资金投放的风险性，又给农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

三是严把农发资金目标效益考核

关。财政部门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

建立了农发资金目标效益考核办法，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期限、资金回收率、

产值、利税四项指标的考核，增强了市

镇两级财政对农业综合开发管理的积极

性和责任感。

四是严把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分配使

用的检查关。首先，财政部门对于不

是本年开发的项目或擅自更改项目的单

位，坚决不给予拨款，保证资金跟着

项目走；其次，严格实行项目管理，

将财政监督检查工作贯穿于项目开发的

事前、事中与事后。要求用款单位严

格按照项目开发计划，先编制分期施

工预算，经农业开发办和财政部门审

核后，财政视工程进度适时拨款，在

前期拨款使用报账后，再拨付下批资

金，即使工程竣工后，也预留项目资

金的 10%，经市有关部门验收不合格

的，要求项目单位尽快 “补课”，验

收合格后再给予拨付。所有拨、借款

手续，均由市财政与镇区财政之间办

理，市财政把资金按计划、分期分批

拨付给镇财政，由镇财政统借统还，

杜绝无头债，这样，既有利于对项目

资金的监管，也为有偿资金回收工作

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再次，建立检查

通报制度。财政部门在会同农业开发

办、银行等有关部门坚持定期联查的

基础上，追综问题，及时通报资金落

实、项目进度、经营及效益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防患于未然。

（ 作者单位：河北省三河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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