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料表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

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70—80% ，而

我国仅为 40% ，只相当于世界农业发达

国家的一半。因此，当前财政支农资金

投入要由以往直接向农民投入为主，转

移到帮助增加农业的科技含量上来。
诸如帮助解决农业科技人员的实际困

难，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增加科研和技术推广经费，提高农业科

技人员特别是工作在生产第一线人员

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等，让农业科技

人员成为农村科技的主要传播推广者。
另外，财政部门还可帮助有条件的地方

建立起农业科技风险基金，建立和完善

市、乡、村三级科技普及网络，运用多种

形式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大力推广农

业先进实用技术，让农业科技进村入

户，在农村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湖北省洪湖市瞿家湾

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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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公 物 拍 卖纪 实

甘利民  杨国生

提起“公物拍卖”，人们或许会感到

较为陌生，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公

物都是由执法部门自行处理，很少在市

面上流通。的确，前些年，江西省新余

市财政部门虽然明确规定：对罚没物品

及各执法部门依法收缴的抵税、抵债、

抵规费物品的处理，必须统一纳入预算

外收入管理，但因有关部门观念淡薄，

所收缴的公物要么是各部门自行低价

处理给了内部人员或是熟人，要么置于

仓库，无人问津，使其失去使用价值，即

使间或有公开处理的，但其价格也远远

背离其价值。这样，不仅造成了财政收

入的流失，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不良的影

响。
针对上述一些不良的行为和不良

的影响。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对全市的

公物处理实行规范化管理。1998 年 5

月，市政府印发了《新余市公物拍卖管

理办法（试行）》，要求公物处理要按照

“公开、公正、价高者得”的原则，采取公

开拍卖的形式进行处理，拍卖收入按

“票款分离”的办法实行收支两条线，全

部上缴财政。同年 9 月市政府下文指

定市国贸公司拍卖分公司为新余市公

物拍卖企业。政府这一系列办法出台，

标志着新余市公物处理实行规范化管

理的开始。
市政府的“公物拍卖管理办法”规

定：除法律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财产

权利不得进行拍卖外，其它行政执法机

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规费、债

款的物品，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

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无主

物品，均必须交市政府指定的公物拍卖

企业进行公开拍卖，任何部门对所缴的

公物，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私分

或擅自作价处理及私自拍卖，拍卖公司

会同财政及收缴公物的执法部门应及

时将物品报有评估资格的评估部门进

行评估作价，并确定底价后，由拍卖公

司按《拍卖法》进行公开拍卖，拍卖后的

价款由拍卖公司直接缴入同级财政的

相应账户，各级财政部门将变价款按

“收支两条线”的有关规定处理。办法

还规定：对不按办法规定而自行用其它

方式处理公物的执法部门，由财政追缴

其因此而获得的收入，并扣拨相应的财

政经费。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不仅因

为“公物拍卖”是一件新鲜事物，而且它

还是一件政策性强，阻力大的事情。起

先，拍卖公司逐一拜访了 30 多个执法

单位或部门，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和宣

传解释，但有些执法部门观念转变慢，

致使拍卖公司的工作进展缓慢。面对

困境，市政府法制局，市财政局，市商业

局有关领导亲自到各执法单位进行宣

传、督促，并且三家联合发文，对公物处

理程序、办法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且由

市政府牵头召开了一次全市公物处理

工作会议，会上市领导对这项工作做了

进一步说明和强调。从此打开了新余

市公物处理的新局面。
“摸着石头过河”——拍卖公司在

工作中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经验，不断

地规范这一行为。到目前为此，先后组

织了城北交通稽征所，市交警支队，分

宜县国税局等单位的罚没物资专项拍

卖会。同时全市各有关执法部门也大

力协助和支持全市的公物处理工作，先

后有市法院、检察院、市文化局、市土管

局城关所、市地税局等部门将扣押在库

的罚没物品移交到了拍卖公司，拍卖公

司将不宜在拍卖会上出现的物品在市

国贸购物中心小家电部设立了罚没物

品变卖专柜。截至 3 月底为止，拍卖成

交总额已突破 10 万元，均已缴入地方

财政或中央财政。在分宜国税局扣押

物资拍卖会上，竞买人员众多，气氛非

常热烈，成交金额达 7 000余元，超出评

估底价总额的 35% ，使扣押的物品充分

体现了其真正的市场价值。由此可见，

公物实行公开拍卖，公平竞争，公平竞

价，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符合

价值规律的；公物实行公开拍卖，增强

了执法部门的办事透明度，有利于维护

执法者的形象；公物通过公开拍卖，能

使其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增加财政收

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公物实行公

开拍卖，有利于防止人情处理、无原则

处理公物等不正之风的发生，严肃了财

经纪律，推动了廉政建设。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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