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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支特农业产业化

魏作基

经济兴，财源旺。从这一认识出

发，近几年来，山东省诸城市财政部门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农业产

业化战略，立足财政职能，多方面参

与，全方位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

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广泛筹集资金  加大投入总量

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作为财政

部门，主要是提供资金扶持。自1992年

以来，本着增加预算内、广集预算外、

吸引全社会的原则，诸城市在资金筹

集上主要采取了“管、控、争、壮、引”五

字措施。

“管”即管好预算内、外资金。对行

政事业单位和经济部门的 预 算 外 资

金，全部集中代管，实行收支两条线。

从 1990年至 1996年，全市累计代管资

金6.9亿元，其中，仅1996年就代管1.6

亿元。对预算内资金，科学安排、合理

调度，充分利用时间差，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1996年，通过预算内外两条渠道

为农业产业化投入资金13192万元。

“控”即控制行政经费和其他非生

产性开支。坚持过紧日子的思想和强

农固本观点，做到预算支出有保有压，

在保证重点的基础上，挤出尽可能多

的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八五”

期间，每年压缩非生产性支出250万元

左右，其中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农业产

业化建设上。1 996年，对农业产业化投

入的资金中，有200万元是通过压缩非

生产性开支“控”出来的。

“争”即争取上级资金扶持，并恪

守财政信用。1996年，在财政扶持农业

产业化 43 个项目中，有37个项目是由

上级资金扶持的。

“壮”即壮大本级支农周转金。每

年都从预算内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

作为财政信用资金，周转使用，到期及

时回收。目前，诸城市财政信用资金已

发展到 1374 万元，在支持农业产业化

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引”即引导社会投入。为了充分

调动各经济部门、村集体和农户投入

的积极性，制定了有关财政补贴、扶

持、奖励政策，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启动

和诱导作用。“八五”期间，龙头企业采

取预付定金、赊销苗种和饲料、发放生

产扶持金等方法，平均每年为生产基

地提供资金2.5亿元。各类服务组织向

基地、水利建设、新技术开发等投资

11. 5 亿元，向农业科研、良种繁育、农

产品加工、储运等服务设施投入 5254

万元，还吸引农户个体投入每年都在 4

亿元以上。

通过这些措施，诸城市财政部门

从1992年到 1 996年5年间，用 于农业产

业化方面的投入达35420万元，年均增

长 20. 5% ，其中，预算内投入 1 5 1 6 万

元，年均高出正常性财政支出增幅0.8

个百分点。

突出扶持重点  注重扶持效益

强农固本、突出重点、兼顾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是诸城市财政部门在

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一直坚持的三

大原则：

（一）支持龙头企业发展。龙头企

业上联国内外市场，下联千家万户，具

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搞

好服务的综合功能。扶持好一个龙头，

就会带起一个系列；扶持一批龙头，就

会带起一批基地。为此，他们把扶持龙

头企业建设作为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

的首要环节来抓，坚持了“大、高、外、

强、多”的扶持方针。

“大”就是扶持大项目。近几年，他

们集中投入2.4亿元资金，支持了新上

投资过千万元的龙头项目 13 个。如在

支持得利斯公司“双十工程”（在省内

建立 1 0 处原料基地，在全国建设10处

加工厂）上，先后扶持资金 4550 万元，

现已支持建成了 1 0 处原料基地和6个

加工厂。全部建成后，年可加工生猪

250 万头，实现销售收入 35亿元，利税

1. 1 亿元。在扶持外贸公司发展上，财

政共投入资金 1500 万元，支持新建了

第二、第三肉鸡宰杀加工厂、食用色素

提炼厂、淀粉加工厂等龙头项目，该公

司现有固定资产达到6.5亿元，年加工

出口创汇 1亿美元，成为全市最大的龙

头企业，与全市 18 万农户建立了产销

关系。

“高”就是扶持高起点、高档次项

目。近几年，财政支持引进的肉食加工

设备、蔬菜冷脱设备、种鸡孵化和饲料

加工设备等，都是美、日、德、意等发达

国家的先进设备。

“外”就是扶持龙头外向、产品外

销项目。由财政扶持的市农委与日本

合作兴办的 “中康农业开发公司”，产

品销路广，出口创汇能力强，1 996年出

口蔬菜 8600 吨，创汇 1500 万美元。目

前，财政部门支持发展的出口创汇企

业达60家，出口产品近百种，1 996年这

些企业农产品出口值达 1 3.4 亿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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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产品出口总值的42%。

“强”就是扶持强带动、强辐射力

企业。一个龙头企业既是一个生产中

心、加工中心，又是一个信息中心、服

务中心、科研中心。近几年，财政对这

些龙头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如外贸公

司，在肉鸡生产上对农民实行“四到

门、三赊销、两公开、一结算”服务方

式，带起3000多个饲养场、万户农民养

鸡，每户平均年收入1万多元。

“多”就是多形式、多层次支持。在

资金扶持上，坚持无偿有偿相结合、预

算内外相结合、贴息配套相结合；在扶

持层次上，采取市、乡、村，国营、集体、

个体，独资、合资、合作一齐扶持的办

法。如财政扶持兴办的皇华奶粉厂是

一个镇办企业，年加工豆奶粉2500吨，

带起全镇1万只奶山羊、2000头奶牛饲

养。

（二）支持基地建设。农副产品生

产基地，能为龙头企业供应大批量的

优质原料，能增强龙头企业的竞争力。

近几年，在支持市里确立的肉鸡、食用

菌、万寿菊等十二大主导产业的基础

上，重点支持了四大基地建设：

支持黄烟基地建设。诸城市是全

国闻名的黄烟生产基地。财政部门在

扶持发展黄烟生产方面，资金上多投

入，政策上多倾斜，保持了黄烟生产优

势。1994年，建立培植黄烟特产税税源

基金 420 万元，专项用于扶持黄烟生

产；1995 年，投入 200万元无偿资金用

于推广、普及红外线烤烟和地膜覆盖

新技术，年增加经济效益 520 多万元；

协调配合烟草部门，对重点植烟大户

和乡镇，采取“三免费、一补贴”的扶持

政策，即每亩黄烟免费供应 25公斤肥

料，免费使用抑芽剂，免费使用远红外

线涂料烤烟，对烟户实行现金补贴；等

等。这些办法，大大调动了乡镇和烟农

植烟的积极性。1996年，全市黄烟种植

面积达到13万亩，烟叶产量3868万斤，

实现经济收入 15162 万元，提供税收

2342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1.7%。

支持畜牧基地建设。自 1992年以

来，财政先后投入扶持资金2500万元，

主要扶持了肉鸡饲养、规模养猪、秸杆

养牛等三大基地建设，扶持项目达 30

个。1996 年，全市出栏肉鸡 8300万只，

肉牛10万头，羊60.3万只。5年间，引导

发展畜牧业小区 1 60多个，各类专业饲

养场6000多处，养殖大户9000多户，年

出栏牛 1.5万头以上的专业乡镇6个，

发展祖代、父母代种鸡场 14 处。同时，

先后支持引进了肉鸡、蛋鸡、肉牛、瘦

肉型猪等新品种，支持推广了生猪笼

养、肉鸡棚架饲养、规模养鸡配套等新

技术。目前，全市肉鸡、蛋鸡生产全部

实现了良种化和配合饲料喂养，仅去

年支持推广的青贮氨化饲料新技术一

项，全市当年就增加社会效益9亿元。

支持林果基地建设。5 年间，财政

先后投入扶持资金 1650 万元，支持建

起了果品、良种两大服务中心，引进先

进仪器设备 85台（件），建成培训实验

示范场所 3 处，建起良种采穗圃、无病

毒苗木繁育圃 2 个，年繁育良种100万

株；引进红富士等优质高产高效苹果

品种十几个；扶持推广以花定果、人工

授粉、幼树早期丰产等新技术12项。去

年，还在总长 40 公里的诸日路两侧实

施了“绿色长廊”工程，发展优质高产

高效新果园，形成占地5万亩的果品生

产基地。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成，财

政投入资金42万元，发展板栗3975亩，

苹果 280亩。1996年，全市果品总面积

达到 20 万亩，果品总收入 1.8亿元，提

供果品特产税收276万元。

支持蚕桑基地建设。种桑养蚕，投

入小、见效快。新建桑园一年即可收回

投资，一亩桑园养的蚕，可提供近百元

的税收。为此，财政加大了这方面的扶

持力度，先后投入扶持资金 300 万元，

扶持发展桑园 1.5万亩，三年以上生桑

园亩均产蚕 100公斤，桑农亩均收入

1600元，全市年提供特产税收200多万

元。

（三）支持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化服务功能的强弱，对农业发展

影响很大。因此，他们把健全各类服务

组织，强化服务功能作为重点，从资金

投入、政策引导等方面，分层次、有针

对性地进行了帮促。一方面，大力支持

农机服务体系建设。近几年，通过预算

内外两条渠道，先后投入无偿资金250

万元，有偿资金 600 万元，帮助发展各

类农机服务组织 35461 个，兴办维修、

监理、工程开发、农田作业、油料供应、

运输等服务项目 1 8 类 1 40多个。目前，

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71.9 万千瓦，农用

拖拉机12675台，机引田间配套农机具

3万台（件）。全市机耕面积14 4.3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90% ；机播面积135万

亩，占 84.3% ；机收面积62.45万亩，占

40%；机灌 128 万亩。其中，小麦、玉米

等主要农作物的耕、耙、播、浇、运、脱

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水平均达95%以

上。另一方面，大力支持种子服务体系

建设。相继投入 600 万元，帮助市种子

服务总公司建起年加工 500 万公斤的

种子车间，兴建了 2000平方米的种子

低温库，新上了一套具有国内先进水

平的多功能种子精选加工流水线，发

展了100个种子专业村，玉米制种基地

常年保持在 2 万亩左右。目前，全市统

一供种率达到 90% 以上，优良品种率

达到 95% 以上，良种在农业生产中的

贡献率达到50%以上。

强化资金管理  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加强项目管理。投资项目选

择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和

能否按期回收。近年来，诸城市财政部

门建立并完善了项目考察、决策程序、

严格的评估制度、周密的申报、审批手

续，做到资金投放、管理规范化。在 选

择扶持项目时，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

重点，综合考察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坚持考察论证在前，

资金投入在后，把好立项关。1992年以

来，先后参与了近500个项目的考察论

证，其中，对 400 个投资少、见效快、效

益高的项目给予了资金扶持，取得了

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是加强跟踪问效管理。坚持定

向、定效、定期、定责几落实，并经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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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检查使用情况，看其资金使用是

否合理， 有无乱拉、挪用现象，项目

进展是否正常。通过跟踪问效，既给

受援单位提供了多种服务，又为今后

财政选择扶持项目提供了 依 据 和 借

鉴。

三是加强资金回收管理。全面落

实了责任制，把任务分解到科、所、

人，并实行责、权、利相结合，较好

地改变了过去那种重投放、轻回收的

状况。同时，还针对工作中存在的不

同情况，建立了资金回收率和周转速

度指标考核制度，利用经济、行政等

多种手段进行回收，使有偿资金的使

用做到 了周转快、效益好，回收率达

到95%以 上。

（作者单位：山东省诸城市财政

局）

预算管理栏目主持：石化龙

贯彻十五大精神

  推进文教行政财务改革
李明安

党的 十五大报告对财政工作以及

各项文教事业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提

出 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对于我们进

一步做好文教行政财务工作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面对

新的形势和任务，文教行政财务工作

要深入贯彻十五大精神，加大改革力

度，提高管理水 平，在振兴国家财政，

促进文教事业发展，巩固国家政权建

设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一）进一步调整文教行政支出结

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适应所有制

结构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调整财政

支出结构，建立稳固平衡 的 国 家 财

政”。财政职能与所有制结构和政府职

能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所

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 式 比 较 单

一，政府既参与管理了企业微观经济

活动，又包办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得

政府机构设置庞大，人员臃肿，发展各

项事业的基本方式是政府举办，财政

拿钱。在财政上的突出表现是：财政资

金供应范围过宽、过大，支出结构极不

合理。这种极不合理的财政资金供给

范围和支出结构，反过来又影响了各

项事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建设，即

那些本不应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或

事务占用了大量财政资金，而那些应

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或事务却没有

得到应有的资金保障。这是造成当前

文教行政经费供需矛盾突出的重要原

因。

按照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调整文

教行政支出结构、逐步建立起一个供

给规范、重点突出、安排合理、讲求效

益的科学的文教行政支出结构是当前

及今后文教行政财务工作的一项重要

任务。首先，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标

准，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财政资金

的供给范围应主要限定在那些代表社

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非营利性领

域或事务，即那些不能够或小便 于由

企业、私人来提供或由市场来调节的

领域或事务。根据这个原则，对文教行

政单位可以做以 下几种类型划分，并

实行不同的财政政策：第一类是各级

国家机关和公益性事业单位。这类单

位自身基本上没有收入或 是 收 入 很

少，需要财政核拨经费，因此财政应根

据其完成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的合理

需要供给经费。第二类是公益、经营兼

有型事业单位。这类单位自身虽组织

了一部分收入，但其自身组织的收入

不能满足单位支出的需要，因此财政

应根据其收 支状况，补助一部分经费

予以扶持。第三 类是经营性事业单位。

这类单位自身组织收入的能力较强，

收入比较多也比较稳定，因此这类单

位应逐步走向市场， 与财政资金供给

脱钩。今后这类单位应由企业、私人举

办或由市场去调 节。需要强调的是，规

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并不是要缩减

财政对各项文教事业资金供给的总体

规模，相反，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财

政对文教事 业投入的总体规模将是逐

步增长的趋势。通过规范财政资金供

给范围减下来的财政资金将主要用于

属于财政资金供给范围的事业发展。

其次，在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的基

础 上，对文教行政支出的具体结构进

行合理调整。各类文教事业的性质、特

点和收支状况不尽相同，国家对各类

文教事业的发展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应

有所不同。因此，财政要按照国家事业

发展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要求，合理调

整支出结构。一是要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和规定，加大对教育、科学事业的投

入力度，财政对教育、科技投入的增长

速度要高 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

度，使教育、科技事业得到较多的资金

保障，获得更快的发展，促进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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