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使用程序、管理方式与方法，都做出明确的

规定，并明确界定贪污、挪用、侵占国家支持农

业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所应负有的法律责任和经

济责任，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依法依规管理，科

学合理使用。除了各级财政部门要正确履行职

责，加强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监督外，要充分运用国家审计部门、社会审计力

量进行监督审计。要建立农业投资项目竣工审

计、专项资金使用结果审计等专项制度，努力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责任编辑  李海南）

农业财务
新疆农业 和农村 经济

如 何进一步发展？

张宝田  吴孔凡

一、促进新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一是粮食生产取得突

破性的增长，变调入地区 为调出地区。1983

年，新疆摘掉了吃调进粮的帽子，实现粮食自给

有余，到 199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730 万吨，实

现连续 17 年的增长。二是棉花生产总量、单

产、品级、人均占有量、产销量居全国 首位。
1995 年棉花产量达到 92.5 万吨。三是畜牧、

林业、水产、瓜果蔬菜等生产有很大发展。畜牧

业以产肉为主，发展毛、绒、奶、禽、蛋。1995 年

出栏牲畜 1 650 万头以上，比上年增加 100 万

头以 上，产肉 47 万吨，增加 5.2 万吨，增长

12% 。林业连续三年完成百万亩平原造林和防

风固沙任务，造林面积 86.6 万亩，山区林更新

3.14万亩。水产、瓜果蔬菜等产品保持持续增

长势头。四是农牧民收入大大增加。1995 年

全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千元大关，

达到 1 136 元，比上年增长 21.5%。农村贫困

面逐步缩小，牧民定居、半定居步伐加快，农民

住房面积增加，质量提高。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疆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也面临着种种制约：一是生产条件的

制约，主要是水资源条件的制约。虽然，新疆是

一个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但是，由于水的蒸

发量大，渗透量大，灌溉耗水量大，再加上地区

分布和季节分布不平衡，农业生产对水的巨大

需求仍然不能得到满足，灌溉农业、绿州农业的

发展面临着较大威胁。二是投入的制约。对于

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实力还不强的新疆来说，在

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农业投入还比较困难，特别

是地（市）、县基层财政更加困难。新疆还有不

少贫困县，财政收入少，支出压力大，增加投入

十分困难。三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制约。目前农

业生产组织仍然是分散经营，农户生产规模小，

特别是畜牧业养殖方面，只有少数农牧民有一

定的种养规模，再加上集体经济组织实力很弱，

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系脱节，严重制约着农牧

业经济发展。四是市场的制约。农业生产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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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市场两大风险，以向市场提供初级原材

料为主的农产品生产面临的风险更大，而新疆

粮、棉、糖、毛、肉、奶、瓜果等正是这样。五是劳

动者素质和科技推广的制约。由于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制约，新疆农牧民

的素质和农业科技推广水平还比较低，严重地

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突破制约因素，克服发

展困难，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加快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步伐，变农业的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努

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高产、优质、低耗、高效

农业。从新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出发，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应抓好以下几项

工作：

（一）进一步调整生产结构，充分利用水、

土、光、热资源。与全国许多地区相比，应当说，

新疆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十分优越的。
关键是要调整生产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玛纳

斯县以“节水增田，稳粮增棉，增加总产，提高效

益，增加收入”为指导思想，积极调整种植结构，

仅 1995 年，在粮食面积稳定在 20 万亩的前提

下，使棉花种植面积由 24.5 万亩增加到 30 万

亩，制酱蕃茄面积由 0.45 万亩增加到 0.87 万

亩，仅此两项增加农民收入 4 500 万元。1995

年仅棉花产值就达 4 亿元，县财政从调出棉花

返还奖励款和以棉补水资金中筹措支农资金

1 200多万元，显著地增加了财政收入和增强了

财政支农能力。
（二）加快畜牧业发展。新疆是我国最大的

牧区之一，草原总面积达 8.6亿亩，其中可用草

场 7 .2 亿亩，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 22% ，人均

占有草场面积 44.85 亩，但畜牧业发展长期处

于徘徊状态。“八五”期间，全国畜牧业产值年

均增长率为 12% ，牛羊猪肉五年增长 67.1% ，

而新疆畜牧业产值年均增长仅为 6% ，牛羊猪

肉五年增长 53 .8% ，其中羊肉增长仅为 39.

4%。1995 年全区肉类总产为 52.38 万吨，仅

占全国产量的 1% ，居第 23 位，人均肉类产量

为 31 .8 公斤，比全国人均 41.28 公斤少 9.48

公斤，这与以畜牧大省著称的新疆的地位很不

相称。其根源是由于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所

致，核心问题是缺乏规模养殖，缺乏数量众多的

专业养殖大户，以及现有的生产加工企业没有

发挥带动和引导农户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应有

作用。如作为新疆主要牧区之一的阿勒泰地区

的布尔津县奶粉厂，具有日处理 20吨鲜奶的能

力，但因当地牧民没钱买牛，饲养量只有 1 000

多头，奶源不足，该厂只能达到一半的生产能

力。又如布尔津县毛纺厂是一个名牌乡镇企

业，是该县的一个支柱企业，拥有粗纺 2 000 纱

绽、精纺 1 200 纱绽，洗毛生产能力 2 000 吨。
然而该企业 1995 年使用的全是通过广东省从

澳大利亚进口的高质量的羊毛，其产品的主要

市场也是国外和东部沿海地区，而阿勒泰地区

的大量羊毛却找不到出路。毛纺厂不用本地毛

的原因是质次价高，供应不稳定，本地毛的洗净

率只有 30—40% ，而进口毛达到 50—60 % ，且

质量更好。本地毛没有出路严重制约新疆养羊

业的发展，毛的质量不好又制约产品质量的提

高，这就使得本地畜产品市场进一步缩小，形成

更为严重的恶性循环。突破这种循环就必须加

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立足于大农业的格

局，发展饲草和饲料两大类型的草原和农区畜

牧业，首要的是扶持和发展养殖专业户，扶持和

引导龙头企业和较大规模的乡镇企业，鼓励这

些企业带动千万家养殖专业户，并向专业户提

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提高生产

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在农户和企业间建立更

加紧密的联系。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步伐。农业

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相互脱节是制约农业生

产的一个主要障碍，也是制约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化的一个主要障碍。而加快农业产业化

经营发展步伐，就能够在贸、工、农之间建立有

机的联系，实现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增值和农

业生产的增产、增收。俗话说“百里不运草，千

里不运粮”。新疆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要立

足于农业资源的利用，立足于初级农产品的加

工、转化和增值，把资源优势变为产品优势和经

济优势，以此吸引新疆所缺的资金、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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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资源。要根据农业资源状况，形成和发

展多种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包括粮、

棉、油的产业化经营，畜牧业产业化经营以及瓜

果菜产业化经营等等。
（四）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发

展高效低耗农业，实现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塔城地区财政支农部门每年都安排 一定的专项

培训资金，支持农口部门开展“科技之冬”活动

和开办农民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对农民进行知

识、技能、经营管理综合培训，使农民的素质得

到很大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玛

纳斯县为了适应大面积种植棉花的需要，尽快

使农民掌握种棉新技术，财政支农部门支持农

业技术推广，开办有线电视网络，开设农事顾问

台，每天在晚间的黄金时间连续播出，深受广大

农民欢迎，调动了农民学科学 、用科学的积极

性，使粮、棉的地膜栽培面积从十几万亩增加到

40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 60% 以 上，棉花单产

从 40—50公斤增加到 80 多公斤。
二、财政支农工作要不断地适应新形势的

要求

新疆为实现到 2000 年粮 食总产 量达到

850 万吨以上，棉花总产量达到 3 000 万担以上

的目标，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自治区财

政支农部门正加紧实践和探索，制定各种政策

措施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一）加大支农资金投入力度。新疆在财政

收支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为支持农业发展

和增长方式的转变，1996 年，自治区 财政安排

支 农预 算 支 出 8亿多 元 ，比 1 9 9 5 年 增 长

13.9% ，其中支援农村生产 支出比 上 年增长

24 .26% 。突出增加了抗灾和发展畜牧业支出。
地方各级财政也努力增加投入，一些贫困县、赤

字县提出了一保工资、二保支农的预算安排原

则，保证绝不挤占、挪用支农专项资金。各级财

政部门采取措施，增加支农资金投入。一 是拓

宽支农资金筹措渠道，加大筹资力度，从土管 、

棉麻等渠道筹措支农资金，特别是从棉花奖励

款和以棉补水资金中筹措支农资金，增加投入

水平；二是增加贴息资金，更多地利用银行贷款

资金；三是引导农民增加投入，特别是增加水利

工程建设投入。
（二）突出资金投入重点。目前新疆自治区

财政特别是基层各级财政能够拿出的支农资金

是十分有限的，有限的资金只能用在刀刃 上，而

这个刀刃就是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方

面面。一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兴修水

渠、引水、打井，搞好渠道防渗，通过节水增地、

增水增地改善生产条件。这方面具有巨大的潜

力，如玛纳斯县通过修渠引水和渠道防渗使水

的 利用率由过 去的57 % 提高到72 % ，年 节水

6 000多万立方米，扩大灌溉面积 12 万亩，有效

改善灌溉面积 42 万亩。二是支持发展农业产

业化，自治区选择重点扶持县，各地、州 、县、市

扶持以“一县一品、一乡一业”为 主要特征的效

益型农业县、乡试点。三是重点支持推进以农

牧业良种推广为重点的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
增加科技推广经费，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支持完善乡站建设，鼓励实行有偿服务，重点支

持对大宗农作物有显著增产效 果的良种 、栽培

和病虫害防治等项技 术。
（三）强化资金管理，保证资金及时到位，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新疆自治区财政支农部门从

四个方面强化管理：一是采取硬性措施保证支

农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在各级财政之间建 立支

农资金专户核拨和专户管理制度，对于支农资

金不及时足额到位的，自治区相应扣减其它资

金，以后不再追补，同时追查有关当事人和 主管

领导的责任。二是抓好财政支农资金的项目管

理。三是以回收为重点，强化支农周转金的管

理。四是加强预算执行分析和监督检查。
（责任编辑  吴春龙）

更 正

因调整版式时不慎，第 10 期目录“财税动态”栏

目中《盐城拍卖违规配备的“大哥大”》一题未改正，应

为《盱眙县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有新招》。特此更

正。
《财政》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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