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国债利率也是在同期限银行存款利

率的基础上加 1- 2个百分点来确定的。
由此，中国国债成为一种低风险，高收益

的“超金边债券”，这主要是对国债流通

性差的一种补偿，借以吸引投资者，但却

违背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市场原则。从发

展看，随着国债市场的日臻完善，国债品

种逐渐增多，流通性不断增强，国债作为

最安全的投资对象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

同，特别是随着公开市场业务的进一 步

展开，国债及其利率在金融市场中的地

位将日渐突出。与此同时，随着国有银

行商业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银行存款

的风险性会逐步显现，其所占社会总金

融资产的份额也将逐渐下降。而在实现

利率市场化的整体进程中，国债二级市

场特别是回购市场利率现已基本实现了

市场化；国债一级市场，随着招标发行方

式的进一步完善，将使国债发行利率逐

渐摆脱银行存款利率的基准，转而走向

与二级市场上同期限的二手券的收益率

趋同，最终使国债利率在现行利率体系

中率先实现市场化，并在整个利率市场

化进程中起到龙头作用。从国债发行利

率的变化轨迹看，在存款利率还是基准

利率的背景下，它将逐步与同期限的银

行存款利率持平，进而低于银行存款利

率，并日渐凸现基准利率的地位。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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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大县振兴财 政之 路

郑庆春  王贤英  宋功昕

农业大县致富的路在何方？湖北省

襄阳县的实践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只要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农业纳入市场经

济的轨道，使之成为商品农业、科技农

业、创汇农业，农业大县就一 定能够致

富。
一、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大力调整农

业结构

长期以来，农业结构单一 化是农业

大县经济滞后，财政困难的一 个重要原

因。党的十四大以后，襄阳县根据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稳定粮棉油生

产的基础上，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坚持走

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之路。
1992年湖北省财政厅确定襄阳县为

产粮大县财源建设试点县。襄阳县抓住

这个机遇，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把多种经

营致富工程作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财

源建设的重头戏，切实加强领导，从县到

乡都成立了专班，对建设项目实行项目

目标责任制。全县 28个乡镇按照“东抓

牧、南抓果、北抓烟、中抓菜，夹河套里抓

柳编”的总体发展布局，各找各的突破

口，各打各的优势仗，依据资源优势，放

开手脚搞调整，围绕调整建基地，累计调

整高值经济作物面积 60多万亩，占耕地

面积的 35% ，现巳建成果、瓜、菜、茶叶、

烟叶、畜牧、养殖、麦冬、葡萄、柳编等十

大多种经营基地，初步形成了既有规模，

又有特色，优势突出的区域农业格局。
为了有效地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调

动乡镇和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

县政府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措施：一是

对开发周期长的项目，在三至五年内免

收管理费。二是对荒山、荒坡、荒滩、荒

水采取股份开发、拍卖租赁开发的办法，

坚持谁开发，谁受益。三是完善经营机

制，对多种经营基地实行“统一 规划、统

一服务、专业承包、分户经营”的双层经

营责任制。四是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

制。对隶属各个乡镇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全部下放，实行“核定上交基数、递增包

干，确保上交，自求平衡，分灶吃饭”的财

政体制，有效地调动了乡镇发展经济，培

植财源，增收节支，当家理财的积极性。
为了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襄

阳县财政部门在坚持以加强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为重点，促进粮食生产稳定持续

增长的同时，调整了投资结构，向高效经

济作物适当倾斜。1992 年至 1995 年，全

县用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支农资金达到

1 450万元，比前4年增长了49% ，占支农

资金的比重，由前 4 年的 8% 增加到

17% ，增长了 9 个百分点。在资金的筹

集上，除了本级和向上级财政部门争取

的支农周转金外，进一步拓宽了资金渠

道，健全了投入机制。一是合理安排预

算资金，在确保预算内安排用于支农的

资金逐年有所增加的基础上，加大了发

展多种经营投入的份量和比重；二是坚

持贴息制度，健全了与银行信贷资金的

协调配套制度；三是开辟预算外筹集支

农资金渠道，调剂预算外闲置资金用于

农村财源建设；四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导

向作用，建立了县、乡、村、组四级多种经

营发展基金，形成了“以县财政支农资金

为导向，乡镇财政基金为补充，村组基金

为主体，农民自筹投入为基础”的投入保

障体系；五是盘活沉淀资金，近几年全县

累计盘活沉淀支农周转金 740多万元。
调整出效益。1995 年，全县多种经

营产值达到 17 .5亿元，特产税达到

1 500多万元，分别比 1991 年增长 9 倍

和 10.5倍。

二、依靠科教兴农，推进农业增长方

式的转变

第一 ，狠抓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近几年，县乡财政部门配合农业主管部

门采取县包乡、乡包村、农财专管员包户

的方法，共办各种科技示范点达 200多

个，扶持科技示范户 100多家，先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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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 80多项。现在，全县优质稻种

植面积达 30 万亩，其中从省农科院引进

的“猫牙稻”，平均亩产 500 公斤，其色香

味可与泰国米媲美，在市场上十分走俏。

立体种植技术、棚菜配套技术很受农民

欢迎，立体种植面积突破了 30 万亩，单

位面积产值达到 15 000 元，大棚菜面积

突破 10 万亩，亩均收入也突破万元。到

1995 年全县共兴办各类养殖场 7 440

个，其中万只禽、百头牛、千头猪养殖场

就有 256 个，精养鱼池水面达 4 667 公

顷，养殖共实现产值 5.5 亿元，比上年增

长 32% ，提供财政收入近 2 000万元。
第二，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县财政部门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和科研单

位狠抓农业科技服务网络的建立与完

善，形成了以县为中心，乡镇为纽带、村

组为基础的五大服务体系，即农技推广

体系、良种繁育试验推广服务体系、农机

服务体系、畜牧防疫治病和品种改良服

务体系、植保服务体系，现在全县共有各

类服务网点 588 个。为了充分发挥农业

科技服务体系的作用，财政部门多方筹

集资金，对服务体系建设给予优先安排，

仅 1995 年共拿出支农资金 130 多万元，

作为各服务体系购买农药、机械和引进

繁育优良品种的垫底资金。同时，建立

激励机制，鼓励科技人员下农村，与广大

农民相结合，在科技推广中显身手，财政

共拿出 60 万元，设立农业科技奖励基

金，用以奖励在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中

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加大农业智力投资，努力提高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近几年来，财政用

于农业智力投资的资金达 350 万元，仅

1995 年 就达 83.5 万 元，比 上 年增 长

15%。一是利用县农技学校为乡镇培养

农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1995 年

先后 5 次培训农民技术员 150 人，并增

设了大专班，在校大专生 60 人。现在全

县共有农民技术员 1 508 人，其中初中级

农技员 308 人，高级农技员 27 人。二是

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对现有农技

员进行培训。近几年，先后从省农科院

聘请专家教授学者 75 人（次）进行授课

和现场讲学，培训农技员达 1 500 多人

次，1995 年还组织 150 名农技员到外地

进行专题学习和考察。三是加强对农民

进行实用技术培训。近两年，先后举办

各种技术培训班 500 余期，培训人数达

14.5 万人次，印发科技资料 3.53 万份。

三、开拓新的领域，促进农村经济全

面发展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科技的

普及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襄阳县农副产

品品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商品率

越来越高。面对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

情况，他们通过加强农村产业化建设，推

动农村市场经济全面发展。
（一）围绕资源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现 在全 县共有 农产品 加工企业

2 000多家，形成了五大产业系列，即以

粮油为原料的食品、饲料加工业，以棉花

为原料的纺织服装加工业，以畜禽为原

料的屠宰冷藏、肉食品、皮革制品加工

业，以柳条、秸草为主的柳编、草编工业，

以果品、蔬菜为主的“储藏——保鲜——

加工”企业。在促进加工企业的发展中，

重点抓了三个方面：一是加强骨干企业

的技术改造，促进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和

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使企业上规

模、上档次、上水平。近几年来，财政共

拿出周转金 600 万元重点支持了 15 家

企业，均收到良好效果。1995 年，全县以

农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国营、乡镇企业中，

税收超 50万元的有 15 个，税收超 100万

元的有 10 个，税收超 300万元的 7 个，税

收超 500 万元的 4个，税收超千万元的 1

个。二是积极促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
县乡财政部门先后拿出周转金 350 万元

重点扶持了纺织、服装、柳编等 5 家外向

型出口创汇企业，其中纺织服装产品远

销欧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柳编花色品

种 200多个，产品行销 20多个国家和地

区。1995年，这些企业出口额突破 4 亿

元，创外汇达 180 多万美元。三是发挥

资源优势，以开放促开发，加强横向经济

联合，引进技术、资金，开辟商品市场。
1995 年，县乡财政投入 100 万元支持东

津调味厂挂靠重庆食品研究所，引进新

的工艺流程，进行深加工，开发出 10 多

个新品种。1995 年，泰国正大集团与襄

阳县合资，共投资 6 800 万元建设年产

18万吨的饲料生产线，仅用半年时间，

实现了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投产。今年，

该集团又决定投资 2 200 万元建设种鸡

厂，投资 2 400万元建设良种厂。全国著

名的私营企业希望集团也在襄阳县投资

2 000万元，兴办饲料加工厂。
（二）围绕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建立

龙头企业。随着多种经营基地规模的形

成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农村主导产

业和骨干产品愈加明晰。襄阳县因势利

导，围绕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建立种养

加、产供销、贸工农一 体化龙头企业实

体，走“公司 + 基地 +农户”的路子，加速

农村经济产业化的进程，现在，全县 28

个乡镇都成立了农工商总公司，并在实

践中探索了一些经验。伙牌镇农工商实

业总公司是一个以加工经营粮油为主业

的龙头企业，拥有日产大米 170 吨、面粉

75吨、油料 50 吨、浸出油 30 吨、炼油 30

吨的生产能力。该公司组建之初，财政

部门投入资金 120万元，支持技术改造，

拓宽经营渠道，延伸经营触角，帮助其在

全镇 29个村设立了分公司，通过建立利

益机制，把粮油生产、加工、销售与生产

基地和千家万户联系起来，搞好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从而密切了农户、基地和

龙头企业的关系，不仅起到连基地、带农

户的龙头作用，而且搞活了自身。1995

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093 亿元，提

供利税 1 030万元。1995 年全县 28 个农

工商实业总公司销售收入和实现利税分

别比上年增长 24% 和 13% 。
（三）围绕搞活流通培育商品市场。

近几年来，襄阳县把加强小集镇建设与

建设商品市场结合起来，全县共投资 1

亿多元，建成农贸市场 35 个，各类农产

品批发市场 23 个，粮油交易市场 11 个，

其他专业市场 17 个，新增市场面积 90

万平方米，拓宽了流通渠道，加大了市场

容量，为把农民推向市场，搞活商品流通

创造了条件。现在全县共有运销公司

300多家，运销联合体 100多个，从事专

业购销和运销大户达 4 万多个。欧庙镇

是襄阳县的麦冬之乡，近几年巳发展到

1 万亩，每年总产量达 100多万斤，该镇

的麦冬专业市场十分活跃，1995 年交易

额近 5 000万元，仅此一 项，农民人均收

入就达到 800 多元，缴纳特产税达 250

多万元，占该镇财政收入的 30 %。
（责任编缉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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