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问题》中指出：“做好财税工作，

不仅要算经济账，同时要算政治账、社

会账，不仅要算眼前账，还要算长远账。

算经济账还要把账算活，就是说不能光

算死账，还要算活账，只算死账，财政

工作是很难做好的，就可能把它搞死，

就会直接影响财政支出的经济政治社会

效果，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财源

的扩大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江泽民同

志的这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财政支出

与效益的关系，阐述了财政支出要“算

账”的重要意义。

财政支农必须讲究效益。财政支

农的效益应当包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衡量财政支农的效益，最

根本的一条就是看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农

工作是否符合党和政府确定的关于发展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方针、 政策，就是

看是否能够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

展，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的稳定。考

核某项财政支农政策、 措施或某项支

农资金的效益，必须有比较具体的、

明确的量化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从

整体上去衡量一定时期的财政支农工作

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和要求。长期以

来，财政支农工作没有建立有效的考

核办法，没有量化的考核指标，往往

用支出代替效益，支出多少效益就是

多少，造成了支农支出重视效益不

够，也说不清效益，不利于正确、 合

理地决策支农项目，安排财政支农支

出。今后，要按照经济规律，根据

投入产出原理，建立考核财政支农支

出效益的量化指标体系。考核财政支

农效益的量化指标体系，分为社会效

益和直接经济效益两个体系。社会效

益的考核指标体系包括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生态

环境改善情况以及其它能反映社会效益

方面的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体系是指

各项财政支农支出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效

益，它可以分行业或分部门进行制

定。财政支农效益考核指标体系的制

定，将有利于综合考核财政支农政策

和支农资金投入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也有助于提高财政支农工作

的水平。

（作者为财政部农业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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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黑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

在继续突出改造中低产田，加强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项目

区农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收到了

较好效果。

一，扶龙头、建基地，带动

结构调整

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

环节。黑龙江在农业综合开发中，以

市场为引导，注重扶持龙头项目，建

设示范基地，推进项目区走农业产业

化经营的路子。

（ 一）大力扶持农副产品龙头加

工项目，带动农民增收。黑龙江省农业

综合开发扶持的龙头加工项目大体分

三种类型 一是企业牵动基地型，即建

起一处龙头加工企业，带动一方产品

基地的建设，牵动一批农民增收。如木

兰县肥牛加工企业，1997年引进荷兰

先进设备，当年投产，带动全县 70%

的农户养殖改良肥牛，全县建起了 15

个百头以上肥牛养殖场。二是基地促

进企业型，即先开发生产基地，在基地

促进下建起龙头加工企业。如桦南县

白瓜籽在全县大面积种植后，农发办

扶持这个县投资3 000万元，建起了白

瓜籽加工项目，其加工的 “神龙白瓜

籽”和“瓜瓜娇”饮料直接销往上海等

大城市，带动全县白瓜籽种植面积达

到 12万亩。原种白瓜籽销到了美国，成

为县财政支柱产业。三是企业和基地

同时起步型，即在建设生产基地的同

时建设好加工企业。如依安大鹅加工

与大鹅养殖项目就是同期投入建设的。

目前，全县已建起专业养鹅场30个、专

业村4个、千只以上专业户 42家，百

只以上农户3 800多户，大鹅饲养量达

到328万只，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加工

原料，企业年销售收入达到 1000多万

元。截至 1999年，全省农业综合开发

扶持的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75 家，

其中有 10家已进入全省“百家龙头企

业”行列，为实现农产品加工增值和农

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集中建设一批与龙头配套

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牵动农民增收。

除了在项目区自建龙头带基地之外，还

注重为全省龙头加工企业建设专业生产

基地。目前，全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

已建设蔬菜生产基地 61处，共 154万

亩；建设畜禽养殖基地 69处，年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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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牛、羊50万头（只）、禽700万只；

建设野生动物养殖基地 15处，建设水

产养殖基地 68处，建设林果生产基地

6处，同时建起了一批食用菌、中草药、

草苇等生产基地，为全省龙头企业提供

了充足的加工原料，优化了农村产品、

产业和区域结构，直接牵动了农民增

收。
（三）根据龙头企业的需要，安

排项目区种植和养殖品种，推动农民

增收。在安排项目区生产计划时，注重

与龙头企业挂靠对接，把项目区建成

企业的第一生产车间。如大庆市大同

项目区过去一直以玉米为主栽品种，

产量高但效益低，农民增产不增收。从

1998年起，项目区与大庆绿菌公司对

接，种植胡萝卜，亩纯收入比玉米增加

了 3倍以上。1999年项目区胡萝卜种

植面积达到 3000亩，经济作物占粮食

作物比重由过去的不足 5 % 发展到

30% 以上。又如望奎县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区与哈兹集团对接，不仅在项目

区大力发展哈兹品牌的无公害生猪，

而且为其建起了饲料生产基地，哈兹

集团对项目区生产的无公害玉米、大

豆分别以高于市场2分和4分的价格回

收，带动了全县生猪发展和玉米的转

化增值，全县生猪饲养量达到 120 万

头，年消耗玉米 3.5亿公斤，占全县玉

米总产的 70% 以上。

二、 抓特色、打品牌，推动

结构调整

没有特色就没有优势，没有品牌

就难以占领市场。在农业综合开发

中，我们注重抓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

开发，向特色和品牌要效益。
（一）开发特色产业。主要做法

是突出各地传统优势，发展具有当地

优势的特色产业。如安达市自 1994 年

立项开发蔬菜和肉牛项目以来，已在6

个乡镇建设蔬菜基地 6 .8 万亩，加上

间、混、套、复蔬菜面积达到 1 0 万

亩以上。项目区蔬菜面积和总收入分

别占全县的1 / 4，人均蔬菜纯收入占

人均纯收入的 1 / 3以上。肉牛基地项

目已发展到 11 个乡镇，人均养牛收入

达到 1329 元，占项目区人均收入的

52% 。安达市粮食、蔬菜、畜牧业产值

比，1990 年为 5 8∶ 20∶ 22， 1 999

年已调整为 1 9∶ 38∶ 43，蔬菜、畜

牧成为安达市的主导型支柱产业。讷河

市突出本市马铃薯生产优势，建设了以

粉丝生产为重点的港进马铃薯产业集团

和以醋酸脂淀粉为重点的银河集团项

目，加上鲁民粉条生产集团，三个集团

带动全市马铃薯种植由原来的 20万亩

发展到50多万亩，成为全市收益最高的

作物品种。

（二）开发绿色品牌。农业综合

开发部门已在庆安、五常、宁安等县市

项目区，开发出一批绿色水稻、大豆、

白瓜、红小豆和迪卡猪、黑蜂等多种知

名品牌的绿色产品。庆安的“七河源”

绿色稻米，在上海超市每公斤售价高

达 14元，深受上海消费者欢迎。虎林

市七虎林项目区开发绿色水稻 1. 5万

亩，以高出市场 15% 的价格远销省内

外和俄罗斯。伊春山野菜、宁安松子仁

和东宁“八宝山珍”等都成为远销省内

外和俄罗斯、日本等国内外市场的知

名品牌。

三、找市场、搞订单，牵动

结构调整
在农业综合开发中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市场牵动项目区生产。
（一 ） 按市场需求安排项目区

生产。在安排作物品种时，坚持事

先搞好市场调查，市场需要什么，

就在项目区种植什么。如克东县通

过广东省的客商了解到越南的毛葱

市场看好， 1999 年在项目区种植毛

葱 5000 亩，亩纯收入达 1500多元。

农民尝到种毛葱甜头后，2000 年已

落实毛葱种植面积 2 万亩。哈尔滨

市机场路项目区建国村农民，了解

到每年 8 月份上海番茄处于淡季，

而东北番茄个匀肉厚无公害，正值

产量高峰期，从而打开了黑龙江省

番茄在上海的销售市场。现在全村

不但家家种番茄，而且还有 50多户

农民从事贩运。1999 年全区共外销

番茄 2500多万公斤，占哈市外销量的

7 5 % 。
（二）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全省

各级农发办切实增强服务意识，配合项

目区各级组织，积极同社会各界进行广

泛接触，洽谈产销项目合作，发展订单

农业，为项目区农民解决卖难问题。大

庆市大祝项目区，在1999年春耕前，与

大庆石化厂签订合同，在项目区种植了

2800亩小麦复种秋白菜、500亩早大白

土豆和1000亩大葱，与肇东金玉公司签

定合同，种植7400亩高油玉米；与辽阳

农科所和龙江红干椒协会签订合同，分

别种植白云豆和红干椒各300亩。绥化

市各项目区，今年分别与山东、河南和

青冈等省内外客商签订粮食、瓜菜和中

药材订单近百份，涉及农畜产品5大类

60多个品种，总金额超亿元。通过发展

订单农业，使项目区的农产品在年初就

找到了销路，解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省项目区已签订

各类农副产品销售合同5800多份，总金

额40多亿元。

四、 重人才、靠科技，支撑

结构调整
在项目区农业结构调整中，我们
十分重视科技人才的作用，依靠科技

进步，为项目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一）实施人才工程。一是坚持

一个项目区挂靠一个大专院校，一个

项目有一个专家指导和服务的原则，

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实行项目

建设全程指导和技术承包。目前，全

省已与东北农大、省农科院和农业现

代化研究所等十几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部

门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聘请了全省

各级各类专家和专业人才共 230多人，

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技术服务和承包。

东北农大教授崔成焕受聘后，常年奔

波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为全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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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积温带培育推广了 10多个水稻优质

高产品种。他指导的近 200 个农户共

6000亩水稻，亩产平均达到 800公斤

以上，亩纯增收 300 多元。二是坚持

项目区每个农户都有一个科学种植或科

学养殖的 “明白人”的原则，提高

农民自身的科技素质。每年冬春季

节，各级农业开发办配合农业科研部

门定期深入项目区开展 “科技之冬”

和 “科技之春” 活动，进行系统的

科技培训，经有关部门考试，为合格

的农民颁发 “绿色证书”，有效地提

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
（二）实施良种工程。结构调

整，良种先行，近年来我们在全省陆

续建设了一批农作物良种和畜牧良种繁

育基地。如优质水稻、 高油高蛋白大

豆、 专用小麦、高油玉米、浅芽坑

高淀粉马铃薯和特色蔬菜等良种基

地；迪卡猪、 西门塔尔和夏洛莱肉

牛、绒山羊、 美丽奴绵羊等畜牧良种

繁育基地。
（ 三 ） 实 施 科 技 示 范推 广 工

程。在全省项目区积极抓好农业高

科技示范园区和农业现代化示范园

区建设，大力推广普及先进适用的

科学技术。在项目区大力推广普及

各种先进栽培技术，既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和产出率，又优化了农业品

种结构。如安达市天泉镇项目区采

用间、混、套、复等栽培技术，共种

蔬菜 3.3万亩，加上复种 2.5 万亩和

5 7 8 0 亩棚室菜，蔬菜总收入达到

9000万元，平均亩收入 2520元，全

镇人均蔬菜收入达到 2700元，占人

均收入的80%以上。兰西县兰荣项目

区采用小麦与秋白菜复种技术，亩

纯收入达 580 元以上。

五、夯基础、上设备，保证

结构调整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在农

业综合开发中，更加注重农业生产条

件的改善，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提高项目区园林化、水利化和机

械化装备水平。
（一）提高园林化水平，改善项

目区生态环境。在审批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时，我们坚持项目区开发面积 5

% 以上的面积要造林的原则，一般按

300—600亩的方田设计，方田周围及

路边普遍栽植3—4行3年龄以上的优

质树种。1999年全省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区共完成中低产田改造 26 1 万亩，

新造农田防护林 13.5万亩，加上项目

区原有林地，项目区林木覆盖率达到

18.2% 以上，比非项目区高出 3.4 个

百分点，形成了项目区自身特有的小

气候，对项目区防风固沙、涵养水

源、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排灌结合，大力发展节水

农业。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低洼易

涝，西部松嫩平原春旱严重。我们在

农业综合开发中，坚持在三江平原走

“排蓄结合、以稻治涝”的路子；在

松嫩平原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共新上

节水喷灌项目 199个，喷灌面积近 100

万亩。
（ 三 ） 提高机械化水平，为农

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黑龙江省地多人少，如果没有农业机

械化生产，就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也难以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在农业综合开发中，我们坚持加

大农业机械设施的投入，12年来共投

入农业机械资金 1.27 亿元，购置大

中型农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1.08万

台套，各种配套农机具5.3 7万台套，

项目区播种 100% 实现了机械化，中

耕 70% 、收获85% 实现机械化。全省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从事种植业的劳

力人数比开发前减少20.7万人，人均

生产粮食比开发前增长30% 以上。项

目区30% 的劳力开始从种植业向养殖

业、加工业转移。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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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报账制度是湖南省在农业综合

开发工作中，通过多年的探索建立的一

项基本的资金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明确

了财政部门与农业综合开发部门在农发

资金管理方面的责权范围和工作职责，

全面、真实、及时、规范地反映了项目

资金的拨借和使用情况，为农业综合开

发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提供了较为科学

的方法，对加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理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县级报账制的形成
在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的初期，湖

南省农发资金管理和核算基本上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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