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性，预算外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应该属于财政，

不应再象以前那样归单位和部门，财政部门要加以有

效调控和运用。重新界定预算外资金，明确资金范围，

对资金的财政性正本清源，是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

前提。
二、严格控制预算外资金规模和结构。这包括：严

格执行《预算法》，将该纳入预算内的罚没收入等坚决

纳入预算管理，严禁将预算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加强

对基金、收费的审批和管理，建立健全相应的票据管理

和监督制度，从源头控制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将一 部分

数额较大、体现政府建设职能的基金，如养路费、车购

费、铁路建设基金、市话初装费等，纳入国家预算，进行

统一管理。通过以上措施，从规模和结构上为预算内

外资金管理的并轨创造条件。
三、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类似于预算管理的规范管

理制度。对重新界定后的预算外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

的财政专户管理，财政部门要根据各部门、各单位的财

务收支计划和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对预算内外资金

进行统筹运用和管理。对预算外资金实行类似预算内

资金管理的管理制度，可以从管理方式上为预算内外

资金管理的并轨创造条件。
四、建立健全对预算外资金管理的监督检查与处

罚制度，做到执法严、监督得力。各级人民政府要定期

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有关预算外

资金管理情况，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检查。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预算外资金收支的管理，建立

健全相应的稽查制度，并会同人民银行共同做好预算

外资金帐户的开设和管理工作。各级计划、金融、审

计、监察等部门要根据国家的政策和宏观管理的要求，

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配合财政部门对本级各部门和

下级政府预算外资金的收支管理进行监督检查，促进

资金的合理使用。对违反预算外资金管理规定的部

门、单位和个人，要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坚决予以

处罚。

五、加强法制建设，制订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全国统

一性法规。市场经济要求以法律来规范经济行为，预

算外资金管理理所当然要加强法制建设。目前，已有

近 20个省、市、自治区以人大立法或政府令形式颁布

了有关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法规，各地差别很大。地方

和中央部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现状已经“倒逼”全国性

法规及早出台，用以指导、规范中央和地方预算外资金

的管理。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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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自建立各级财政

支农周转金管理机构以 来，

特别是从 1994 年把周转金工

作重点转到基层财源建设以

来，努力发挥周转金的导向

作用，多渠道、多形式吸引资

金，扶持、引导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在促进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财政收入增长上做

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到期

借款回收难一直困扰着财政

支农周转金的正常周转，制

约着财政支农周转金作用的

发挥。通过分析，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资金

使用效益不高。从当前辽宁

省的实际情况看，要提高 财

政支农周转金使用效 益，首

要的问题是转变观念，树立

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效益观念，同时，应着重通过

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以调整和优化结构

求效益

1、调整扶持项目结构

第一 ，要从“重建设、轻改造”的状况中解脱出来，

由从扶持外延为主向扶持内涵为主转移，要严格控制

大的基本建设项目，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要立足

上档次、上水平、上效益，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努

力提高投入产出比。
第二，要突出对资源型、商品型、集约型项目的扶

持。资源是一 个地区发展经济的优势，为挖掘地区优

势，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使用要发挥导向作用，扶持资源

向商品转化，最终向大的集团集约经营转化，从而使之

形成地区拳头产品，成为县乡骨干财源。

第三，要突出扶持“两高一优”农业项目，每年要确

定扶持高效农业项目占总项目中的比率，真正使科学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带动地区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两高一优”农业项目的选择是一项高难度、高水平的

工作，要敢为天下先，做好实验示范、推广、应用、立项

工作。
第四，要加大支持提供地方可支配财力项目的力

度，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每个县（区）都要培养出一批龙

头和骨干财源项目，促进县乡财政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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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资金投入结构。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投入结

构，反映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意向。因此，必须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各级政府农业发展规

划，适时调整资金投入结构，找准既为政府特定目标服

务又可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结合点，促进地区农村经

济的稳定发展。为此，在财政支农周转金分配上，应调

整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在投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使

启动生产资金即流动资金的安排占较大比重，特别是

对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而且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

投入一些流动资金，使之尽快达产达效。实践证明，这

样做，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解决资金回收难的问

题，又可阻止盲目铺摊子。1995 年初，义县精细化工厂

在其产品远不能满足市场急需的情况下，准备扩建二

氟苯和氟甲苯两个车间，但所需 750万元资金没有来源

无法动工。省财政支农周转金办公室决定借给该厂

750 万元，资金 5 月份到位，7 月末正式投产，当年可创

产值 1 800万元，利税 500 万元。1992年建成的锦州硫

酸厂，由于进口化肥冲击和缺少资金等原因，亿元资产

没投产就闲置起来，职工放假。1995 年 5 月，省财政投

入支农周转金 300 万元，吸引六家银行注入 1 000 万元

流动资金，把亿元资产盘活了，千余名职工上班了，10

月份正式投产。抚顺市财政周转金管理部门把绝大部

分财政支农周转金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不仅弥补

了信贷资金的不足，而且保证了已扶持企业的正常生

产，促进了到期借款的回收工作。
（二）以强化管理求效益

多年的工作实践证明，建立起完整、科学的规章制

度，是管好用好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关键。目前财政支

农周转金的管理制度、核算制度已基本完善，但一些与

之配套的制度建设如内部制约机制，内部审计制度、激

励机制等等还没有完全到位。因此，要尽快将这些制

度建立起来，以强化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1、建立和完善内部制约机制。财政支农周转金管

理机构的内部制约机制大体应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

层层负责的立项程序。也就是说，对每一个项目从论

证、考核、筛选到审定，都要按程序进行，每个程序都要

有相应人员参与和签字负责，然后汇集专管员、科长、

主管主任、主任四个层次的意见，确定项目是否扶持。

这样做的好处是，缺哪个层次人员意见都不能使项目

得到扶持，防止个人说了算。第二是规范化的拨款程

序。要做到支票、印鉴分别管理，不能一人既管支票又

管印鉴。管印鉴的人员必须在借款合同有领导签字、

借款数额及单位与开出支票内容相同的情况下才可盖

章划款。第三是机构内部经费管理程序。这项制度的

内容概括为：经费预决算的审批，开支标准的限定，固

定资产的购置，专项资金的使用，正常经费的划拨，财

务报表的审查等等，都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审批、监督制

度。

2、建立内部审计制度。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使用是

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管理使用的好坏，直接关系着

资金使用效益的发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

量。经常地监督和检查支农周转金工作，并形成一种

完善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要主动地进行自我监督，

自我检查，自我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避免不

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要配备兼职审计人员，要定期进

行内部审计。审计内容应包括：周转金的审批程序、资

金投向、使用效益、回收情况、占用费的收取及使用、会

计核算、帐目、报表、经费支出等。内部审计的形式可

分为：上级审计下级，内部自审，系统联审互查等。

3、完善激励机制。为管理好支农周转金，目前省、

市都相应出台了一 些考核奖惩办法，但制度还不够规

范，内容还不够完整，还没形成一套全方位的考核奖励

办法。我认为，财政支农周转金工作的考核评比指标

应包括七项内容：支农周转金当年投放额；支农周转金

当年到期回收率；支农周转金逾期借款回收率；期内占

用费收缴率；逾期占用费收缴率；上级往来还款率；各

类报表编报情况。
（三）以盘活资金求效益

1、建立周转金风险金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风险，由于自然灾

害、市场变化，往往造成项目失误，不能达产达效，资金

无法收回。如果没有一 种可靠的资金来源弥补损失的

资金，长期下去，周转金将无法周转，周转金工作将无

法开展。因此，各级周转金管理部门要结合当地情况

设立“投资风险基金”，以弥补资金沉淀所造成的损失。
风险金从哪里提取和提取比例及使用原则应由省里来

制定。

2、成立回收物资交易中心。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回

收，特别是陈欠资金的回收，不可避免地要有相当一部

分以物抵债，抵债物资种类繁杂，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

的储存、变卖、交流的管理部门是十分必要的。可设隶

属于财政支农周转金机构的“物资交易中心”。“中心”

可以是本部门、本地区的，也可以是集团式的。为便于

交流，省里可在每年举办一到两次交易会，变卖抵债物

资。也可把一部分物资作价拨给新的受援单位。这样

做会对盘活资金起到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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