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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从 1979 年开始建

立财政支农周转金，到 1993 年

积累基金 14.9 亿元。这项基金

壮大了财政支农力量，为促进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培植

地方财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的实践证明只要措施得

力，周转金的使用效益可以得

到充分发挥。

（一）根据资源优势，确定

投放重点。1.积极扶持乡镇企

业的发展。到 1993年底止，全

省共发放乡镇企业周转金 13

亿元，其中当年投放 4.8亿元，

扶持了 6 610 个单位（户），实

现产值 15 亿元，实现税金 1.2

亿元，利润 1.9 亿元。2.重点

支持直接和间接为粮食生产服

务的项目，为夺取粮食丰收作

出了贡献。如红河州各级财政

在安排周转金时，始终把为粮

食生产服务放在首位，优先扶

持“两杂”种子调运，促进良种

推广；其次支持农药调运，为植

保部门实行“既开放、又卖药”

的植保系列化服务提供资金，

几年来的病虫害防治率都达到

了 90%以上，减少了粮食和经

济作物的损失；再次为不误农

时积极支持化肥、农膜的调运

和生产，支持农村适用新技术

的推广运用。通过扶持，全州粮

食总产连续五年稳定在 9 亿公

斤以上。3.支持农口单位开展

创收活动，促进社会化服务体

系建设。如红河州到 1993 年累

计扶持农口事业单位2 268万

元，为进行植保，畜牧兽医技术

物资的配套服务及农机驾驶培

训等创造了条件。通过扶持建

成千亩集中连片的柑桔丰产示

范园一个，万吨级饲料加工厂

一个，既增强了社会化服务的

能力，也增强了农口事业单位

的活力。4.扶持开发热区资

源。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属热带、

亚热带气候，很适宜橡胶、茶

叶、热带水果和烤烟等热区经

济作物的生长。到 1993年共发

放支农周转金 7.3 亿元，扶持

了 20 万个单位和农户，种植橡

胶 18 万亩、茶叶 39 万亩、水果

15 万亩、香料 0.5 万亩、药材

0.1 万亩、烤烟 148 万亩、甘蔗

38 万亩，实现 产值 7.6 亿元，

税金 1.8 亿元，利润 2 亿元。在

红河州，用周转金扶持起来的

糖、烟、茶等已形成骨 干财源和

群众脱贫的骨干产业。

（二）建立相应制度，增加

管理力度。1. 建立归口管理体

制，实行两个“坚持”。财政支农

周转金坚持由财政部门的农财

机构进行管理；坚持支农周转

金与预算内的支农资金配套安

排使用，发挥支农周转金在整

个支农工作中的作用。2.建立

监督检查制度，及时掌握资金

使用情况。第一、财政支农周转

金投放后，开展追踪调查，考核

效益。第二、借款单位或个人必

须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下级

财政部门定期向上级财政部门

反馈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完

成进度。第三、各级财政根据调

查情况，定期填报周转金使用

情况表并附详细文字说明。3.

制定严格的支农周转金审批程

序，实行层层负责的承借承还

制度。第一、建立各级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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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审批程序。所有项目都

要在考察论证的基础上，集体

讨论提出安排方案，书面报主

管领导审批，杜绝了过去以借

款金额多少划分审批权的弊

端。第二、凡借款单位（户）必须

填写“财政支农周转金借款申

请书”，并附有项目的评估论证

材料。第三、采取乡（镇）对县

（市）、县（市）对地（州、市）、地

（州、市）对省财政逐级上报项

目申请报告的办法，经审批同

意借款的项目，财政内部逐级

签订借款合同，确保逐级承借

承还，以提高地、县和乡（镇）级

财政对借款的责任心和管理水

平。第四、实行借款合同的监证

或公证制度。每笔借款合同都

必须采取书面的形式，要填写

借款种类、用途、金额、借款日

期、还款日期、期内占用费率、

逾期占用费率等内容。直接对

受援者的项目，原则上要求将

合同交由公证和监证部门进行

公证或监证，才能办理借款和

拨款手续。

（三）运用多种形式，确保

资金按期回收。支农周转金的

回收环节是管理工作的关键。

近几年云南省回收率不断提

高，从 1988 年至 1993 年的六

年间，全省支农周转金累计实

际回收率分别为 73% 、80% 、

83% 、86% 、89% 、和 89%。他

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建

立责任制，省对地（州）、地（州）

对县下达回收任务。第二、坚持

发放和回收相结合，对未按期

还款和交纳占 用费的用款单

位，不再安排新项目，同时扣拨

预算或专项经费抵补。第三、将

业务费的提取比例与回收率挂

钩，回收率达到 90%以 上者，

可按占用费的较高比例提取业

务费；回收率在 70%以下者不

许提取业务费。第四、运用法律

手段回收资金。如屏边县财政

局与县人民法院成立了“财政

信用执行室”，双方配合共同搞

好催收工作。第五、建立严格的

考核制度和奖励办法。第六、坚

持政策宣传和检查催收相结

合。一方面宣传周转金的性质、

作用，并取得党委、政府对支农

周转金管理工作的重视和支

持，得到了公、检、法等有关部

门的密切配合；另一方面在当

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抽调公、

检、法等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

工作队伍，在还款期深入到受

援单位及村寨群众家中，把宣

传政策与清欠清收结合起来，

增强了受援单位及群众的还款

意识，加快了周转金回收进度。

（四）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使用管理水平。从云南省情况

看，支农周转金已成为地方财

政，特别是地、县财政支农资金

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需要不

断总结经验，完善有关配套管

理办法，进一步提高支农周转

金管理水平。

第一、积极筹措资金，进一

步壮大支农实力。当前，财政支

农资金亟待增加，但由于各级

地方财政存在着不同的困难，

大部分县市财政近几年来难以

增加支农周转金。另外，根据部

分周转金发生沉淀挂帐，再投

入严重不足的状况，应采取积

极措施清理目前到期周转金，

使死钱变成活钱，并按当年预

算数的一定比例增加支农周转

金。

第二、目前，各地在支农周

转金管理上都制定了一些奖励

政策，但不规范。从全国看，有

必要制定统一规范的奖励政

策。

第三、改革业务管理费的

提取办法。从占用费中按 10%
提取业务费的比例过低，尤其

在县一级有时连起诉一宗欠款

的诉讼费都不够，因此应适当

提高提取比例。同时还应把业

务费的提取比例与回收率结合

起来，继续坚持先提后用的原

则。

第四、建立支农周转金资

产抵押制度，减少投放的风险

性。用款单位在申请支农周转

金借款时，要与财政部门签订

资产抵押合同，到期无办偿还

周转金时，财政部门可以拍卖

抵押资产回收资金。

第五、建立支农周转金风

险基金试点。支农周转金投放

具有较大的自然风险性，建立

风险基金来弥补因遭受自然灾

害造成的支农周转金损失，是

当前地方财政部门的强烈要

求。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同我们

认为可以先选择部分基础较好

的省进行此项试点，取得经验

后再推广。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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