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置、运作、收益等经营管理职责，目标是追求国

有股份资产的经营高效和结构优化。财务监督

机构既代表政府对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经营国有

资产的效益和安全进行财务监督，也对国有资

产经营机构所属的控股企业的国有股份经营状

况进行监督。
2、财务监督人员与国有股权代表的关系。

国有股权代表人代表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在公司

行使董事会成员的法定职权；财务监督人员则

监督企业资产经营活动，提出考核、奖惩国有股

权代表人的建议。
3、财务监督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关系。企

业具有自主经营权。加强财务监督与落实企业

经营自主权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会更好地规

范企业自主经营。
4、财务监督与企业财务管理的关系。财务

监督主要是协助国有出资者更好地选择管理

者、维护股份收益等，是对国有投资公司、控股

公司财务管理成果的监督。而企业财务管理主

要对经理班子负责，体现企业经营管理权，主要

是协助企业领导制定财务战略和预算，合理筹

资和投资，正确地进行收益分配。两者处于不

同层次，管理是监督的基础，但管监有别，内外

分开。
（责任编辑  李海南）

农业财务

做好财政支农工作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俞传尧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

农业处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农村经济的发

展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最近，福建省提

出，“九五”期间要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

稳定增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97 年农民

生活基本达到小康，2000 年全面实现小康。实

现这一目标，任务是艰巨的。必须清醒地看到，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投入不足，农

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农业调控和保护机制还

不健全，仍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

素和难点。从财政部门来讲，必须充分认识财

政支农工作的历史责任，围绕“九五”时期全省

农村发展战略目标，增加投入、调整结构、突出

支出重点、强化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扎扎实实地做好财政支农工作。

一、拓宽资金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

入，是保证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

求，也是财政部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体现。
“八五”时期，全省财政预算内支农支出累计达

56 .5亿元，比“七五”时期增加 28.66亿，增长 1

倍多。“九五”时期，仍要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摆在财政支农的首位，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落实。
（一）按照《农业法》的要求安排好支农支出

预算，保证本级本地区财政预算内支农支出的

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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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规定，各级财政都要从

当年超收部分划出 10 % 以 上用 于增加对农 业

的投入。
（二）优先安排，合理调度，保证预算安排的

支农资金及时到位。农业是 一 个季节性强，生

产周期长的产业。各级财政部门不仅要安排好

预算资金还要及时调度资金，保证按农时季 节

拨付；要建立 一套促进支出进度的制度办法，规

定目标要求；要把支出进度 与专款安排挂钩，促

使各级财政部门把有限的 支农资金真正用在生

产第一线。通过采取以 上办法，保 证预算安排

各项农业专款的当年支出达到 90 % 以上。
（三）引导农民投入，增加劳动积累。目前

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资金却相当缺乏。
财政部门要通过优惠政策、可行的办法措施，用

少量的资金引导农民进行劳务投入，以 加快农

业基本建设进程。要广泛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

投工投劳、进行农业综合开发 、兴办各种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调动农民投工投劳的积极性，最

关键的是落实“谁投资投劳，谁受益”的原则，防

止无偿平调，增加农民负担。要推行农民投工、

投劳作为替代资本的方式，以入股形式投资到

各种股份制经济实体，组建开发性的农业企业

群体，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加大农业利用外资步伐。“八 五”时

期，福建省农业利用外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

仅占全省利用外资总量 3% 左右，仍是个薄弱

点，与作为沿海开放省份的地位极不相称。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福建省丰富

的山海资源以及农业利用外资的一系列优惠政

策，都将大大促进全省农业的对外引资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新的形势，加大对农业招

商引资工作的支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已经出

台的有关加快农业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积极

支持做好引进外资的项目前期工作，特别是对

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间贷款用于农业的项

目，其所需前期工作费用，要给 予积极支持。要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项目前期 可行性的调研论

证工作，建立项目储备库。

二、围绕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安排财政

支农资金

“九五”时期，福建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将保

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资金供求矛盾较大 财政

安排的支农资金，要围绕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战略目标，依据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实现政府宏观

调控，体现政府行为为目标，重点支持靠农民和

农村经济组织投入难以 解决的 、但在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的项目

上，按照“每年都要确定几个重点 、每 个 重点都

要用 3—5 年完成，3—5 年内要办成几件大事”

的思路科学确定和合理安排财政支农资金使用

的重点。
（一）继续支持以五大防御体系建设为重点

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八五”后期，省委 、省政

府从提高福建省防灾抗灾能力出发，提出 了建

设“五大防御体系”（ 千里海堤工程、生物防护工

程、闽江预警报系统工程 、中尺度 天 气预报工

程、蓄水工程）的战略决策，经过近 年的努力，

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但要全面完成，任务还 十分

艰巨。要坚持不懈 、锲而不舍地大干五年，力争

在“九五”末期，使福建省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

善，防灾抗灾能力明显提高。
（二）实施“粮食、菜篮子”工程。福建省确

定，到本世纪末，全省粮食总量要达到 980 万

吨，力争超 1 000 万吨。为实现这个目标，各级

财政要多方面支持。一是在“九五”期间，省地

县财政每年要筹集 1 亿元以上的专项资金，用

于粮食工程建设，主要用于 30 个产粮 县和 14

个缺粮县的粮食生产，重点用于中低产田改造

和粮食增产技术的推广应用。二是认真落实粮

食购销政策，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种粮

积极性。三是大力实施“种子工程”。各级财政

要逐年增加对“种子工程”的投入，省级财政每

年安排不少于 500 万元的专项资金。省制定的

从国家定购粮经营中按 0.5公斤征收 1 分钱的

种子技术改进费，要采取具体方法落实管好，专

项用于“种子工程”建设。在“九五”期间，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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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常规品种争取全面更新一次，良种覆盖率

达 96% 以 上。另外，还要积极 支持粮食增产新

技术的推广。同时，各级财政部门要把支持菜

篮子工程建设作为 支农工作的重点，为“九 五”

期间在全省 23 个城市建立一批有一定规模的

商品率高的副食品基地，保证城市副食品市场

均衡供给给 予大力 支持。
（三）支持科教兴农。各级财政部门都要把

支持农业科技作为财政工作的战略任务来抓。
一是支持办好农业大中专院校，培养高素质的

农业科研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支持办好

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扩大农业技术员的培训，提

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二是支持农业科研攻关

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对农业科研攻关所需经

费，省、地财政要给 予专项安排。“九五”期间，

省级财政决定每年安排 500 万元农科教专项资

金，集中用于 10 个农科教结合的项目。建立科

技成果转化周转金，扶持现有科技成果的推广

应用。三是加 大良种的引进、繁育，提高种子质

量，改善品种结构，进一步推动全省高优农业的

发展。此外，还要支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
（四）大 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 乡镇

企业上新台阶。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靠企业

行为来推动。要培植一批带动力和辐射力强的

龙头企业，发展成为农业企业集团，并使之按照

互利互惠、平等自愿的原则，与生产基地和农户

建立紧密的产供销关系，实行跨区域 、跨所有

制、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与协作。财政支持农业

产业化，重点是支持培植一 批农业龙头企业。
（五）加大扶贫力度，促进农村脱贫致富奔

小康。扶持农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必须把着

眼点放在增加农民收入 上。一是继续安排并适

当增加扶贫周转金 、山区发展经济周转金、支农

周转金等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开发当地资

源，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 入。二是对贫困地区

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七五”、“八五”期间

实行的贫困乡农业税减免政策，要继续给予落

实；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和

农村第三产业，增加农村就业，带动农村经济发

展。三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社会事

业的发展，改变农村落后 面貌 要加大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设一批功能齐全、设施较

为完备的农村中心集镇 ，带动和辐射广大农村

的发展。 “九五”期间 ，要加紧实施“造福工程”，

各级财政要按省定标准落实 6 万特困 人口搬迁

工程的补助资金；省 、市财政每年安排部分专

款，用 于贫困地区的人饮工程补助；优先安排贫

困地区卫生 三项建设资 金 并适 当提高 补助标

准。中央设 立的“ 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工程”专款

和地方教育资 金，主要用 于贫困地区的义务教

育 工程，并积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等发展贫困

地区教育事业。从 1996 年起，省设 立社会发展

扶贫 专项资金，重点扶持 12 个贫困县社会事业

的发展。
（六）认真实施建设林业强省和海洋大省的

战略。在建设“林业强 省”中，财政部门要继续

支持巩固“三五 七”造林绿化成果，支持发展林

业多种经营，管好用好林业 专项贴息贷款，安排

财政贴息资金，支持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

支持发展果林业，改造低产果园，开发竹业资

源。要集中财力发展林产 工 业，大力提高木材

和林产品的附加值，加速林业产业化进程。在

建设“海洋大省”中，财政部门 要大力支持开发

海洋资源，支持发展远海外海渔业；大力扶持发

展优、高 、新水产品养殖和海珍品养殖业，改善

水产养殖的结构；支持水产产业化，组建一批水

产企业、搞好水产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

三、加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福建省在财政支农

资金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制定 了一套

管理办法。但严格资金管理 、强化监督，始终是

财政部门要下气力抓好的一 项重要工作。“九

五”期间，要继续推行和完善资 金项目管理办

法。各级财政要 在总结试点 工作的基础上，学

习借鉴世界银行 、亚洲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农

业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把选项 、立项 、实施 、竣

工验收等纳入项目管理的轨道。要健全法制，

对项目的申报 立项 ，专用资 金的筹集 、使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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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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