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产业政策，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充分发挥地方资

源优势；四是要扶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扶持具有发展前途的乡镇企业和农村种，养

业的发展。

其次，健全内部制约机制，完善审批手续和健全责

任制。对项目的审批要杜绝那种一个人、一支笔审批的

现象，在认真做好项目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先由专管员

拿出意见和方案，然后经过集体讨论，再由领导最后拍

板，以避免由于少数人的片面性而造成损失。同时也可

增加透明度，防止拨人情款之类的不正之风。在坚决执

行审批手续同时，应健全责任制，落实每个专管人员的

责、权、利明确谁投放谁负责到底，实行投、管、收一条

龙服务，并把工作好坏与奖惩挂钩，定期考核，以增强

专管人员的责任心，减少资金投放失误。

再次，组成专家评估小组，采用科学方法对借款项

目进行论证、咨询、决策。从目前财政部门来看，既懂业

务又懂评估论证的人不多，要对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还得组成专家小组，会同业务人员一起，从市场、价格、

原料、提供利税、建设周期，投资回收期等各方面，对项

目进行科学，合理的论证，然后决定取舍。只有这样，才

能为提高项目成功率和资金使用效益，并按时足额回

收资金打下良好基础。

（二）中期加强追踪问效

资金投放后，要改变过去的重投轻管的现象，各级

财政部门都必须围绕效益这个中心，对项目加强监督、

检查，并提供必要的服务。

（1）明确责任，建立定期检查制度，督促专管人员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全

面掌握投资项目的进展动态，及时反馈信息。

（2）跟踪检查资金是否及时到位，是否符合合同规

定用途，并督促项目实施，防止资金被挪作他用。出现

这种情况要及时制止，或立即收回款项，或限期上马，

或拒拨未付款。

（3）要检查资金使用的效益，调查了解项目投产后

的生产经营状况和还贷能力情况。对达不到要求的，要

帮助其分析原因，找出解决办法，及时采取措施，限期

达标。

（三）后期抓紧催收还款。

一是采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改变过去财政资金

无偿使用的旧观念，增强借款单位的还款意识，让他们

能积极主动地做好还款工作。

二是要坚持信用第一原则，优借优还，以收定借。

对按期还款并如数缴纳占用费的单位，下期借贷优先

安排，或给于适当奖励；反之，对那些不守信用的单位，

除罚交款外，必要时还要扣拨预算款，对严重不守信用

的要借助于行政和法律手段来解决。

三是要整顿清理旧帐、呆帐。从周转金的建立至

今，由于各方面原因造成沉淀的呆帐、挂帐很多，应在

经过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该核销的核销，该还的

要，追到底，做到对整个周转金的运用有全面的了解，

避免算糊涂帐。

（四）整体协调，发挥资金效益

要使以上三个环节融通一气，实现良性循环，还有

一个整体协调问题。我们认为，要实现整体协调，周转

金的管理还是以集中为宜。就是说，财政各部门的周转

金集中由一个专门机构管理。

工作研究

村级财源建设

的难点及对策

张宇平  冯友喜

目前村级财源建设存在四个难点：一是村级经济

脆弱，生财乏力，集体资产流失严重。二是村级经济发

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甚大。基本上是穷的多，富的少，冒

尖的更少。凡是一无地理优势，二无资源优势的村就

穷。三是村级企业基础差、效益差。四是财务管理混乱，

浪费严重。

加速村级财源建设，是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的重要措施。在当前村级经济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应

采取如下对策：

其一，走出误区，端正认识。随着农业承包责任制

的实施，人们把“分田到劳，分物到户”看成是农村经济

的一项重大改革，认为分得越尽，改革越深化，从而使

集体经济越来越穷，各项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的兴办

也只能望而兴叹，这是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背道

而驰的。因此，在加速村级财源建设时，必须增强对壮

大集体经济的新认识，通过发挥集体的力量，发展规模

型经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改变安于现状和坐等观望

的思想，认真总结前几年村办企业重速度、轻管理、轻

效益，因而亏损多、倒闭多的经验教训，抓住机遇，选准

项目，调整结构，迅速确立村级经济格局，以实现农村

经济的腾飞。

其二，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确定可行的财源结构。

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经济实体，由于地理位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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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同，应有不同的建设目标。就目前来讲，村级经

济格局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山区资源型。这类

村经济贫穷，靠山吃山，应积极采取措施，变资源优势

为产品优势、商品优势，要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人

才，联合投资，联合办厂，按股分红。二是丘陵荒坡型。

这类村应采取联合投资，高点起步，连片开发，风险承

包，发展果、林、茶，并从兴办农业企业为突破口，逐步

从种植业、养殖业向加工业迈进。三是平原产粮型。这

类村主要是粮、棉、油生产，在当前土地面积相对减少

的情况下，要靠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产量，来确保

粮食稳产，要靠开发优质米、优质棉和优质油来赢得市

场。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

业等。四是城区工商型。这类村占有地理优势，主要靠

工业和商业发家，是村级经济的佼佼者。目前要积极参

与市场竞争，狠抓工商服务业，立足上档次，上规模，使

这类村在村级经济中起带头作用。

其三，抓住重点，促进村级企业异军突起。发展村

级经济，必须坚持“粮食稳财，多副经济补财，企业兴

财”的原则，走“兴工强村”之路。在发展中，必须切实解

决好以下几个问题。（1）坚持三分：一是坚持“工业”与

“农业”分开。过去村办企业之所以效益不高，关键是农

工不分，农忙要种田，农闲办工厂，把工业当副业来抓。

要彻底改变农工不分的现象，村办企业的干部职工，要

退田进厂，吃粮由企业统一购买，定量供应，企业补差，

这样，才能把干部职工的心拴在企业上。二是村务工作

与经济工作分开，村干部应从繁忙的村务工作中腾出

时间，集中力量，对企业搞好支帮促。三是村级经济核

算与企业核算分开，不搞以村代管，坚持独立核算，目

标承包，按比例上交，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

体。（2）立足“三由”：一是立足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思

想。要围绕自己的优势，上投资小、见效快、效益高的项

目，要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建成

一批功率大的速效财源。二是立足由内向外，建立外向

型经济格局。要坚持“贸、工、农”一体化，统一组织，走

出去，办实体，搞服务，要在大、中、小型城市设立窗口，

为农、工、特产品当红娘。三是由苦到甜，在目前村级经

济贫穷落后的情况下，要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要把财

力、物力用到发展企业的节骨眼上。（3）抓好“三上”：即

上质量，就是企业要严格操作规程，确保产品质量；上

批量，要降低成本，扩大销售，积极组织原材料，确保企

业生产的连续性；上等级，村办企业应该发挥人、财、物

优势，狠抓规范生产，现场管理，节能降耗，增加效益，

促进企业达标准、上等级。

其四，加强管理，健全各项制度。一是要强化企业

经营管理，认真落实承包责任制，严格实行两级目标管

理。一级是实行村经联社对企业经营者的目标管理，确

定企业生产经营的目标和上交集体的比例，掌握对企

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审批权。二级是实行企业对职工的

目标管理，将职工完成企业定期目标的情况与个人收

入直接挂钩。从而从根本上把握企业固定资产和效益

分配两个关键环节。二是加强农村财务管理，理顺财务

关系，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切实搞好会计核算，严格开

支标准，加强现金管理，强化约束机制，把集体的各项

收支纳入一本帐管理，解决过去多人管钱和“包包帐”

的问题。

简讯·书讯·文摘简讯  

即墨 市经济发展驰 入“快 车道”

陈作论

今年以来，山东省即墨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市人民

紧紧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积极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推

动全市经济的发展。上半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

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42.9%和 38%，综合效益指数比去

年同期提高了 14.6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

长 18.5% ，合同利用外资额超过去年同期 10 倍。其主

要做法是：

（一）夯实基础，强化稳农、强农措施。即墨市按照

“稳粮油、增菜果、加大牧渔发展力度”的工作思路，走

农、林、牧、副、渔并举，种、养、加、销一体化的路子，加

大对农业的资金、劳力、科技投入。

（二）突出重点，解剖“麻雀”。对重点企业和重点项

目建设，本着“发挥优势，增强实力，形成规模”的原则，

突出花边、黄酒等传统行业，规划并初步实施了 18 个

产值、利税分别过亿元、超千万元的重点项目，使其发

挥骨干连动作用。

（三）招商引资，狠抓项目管理。该市立足拓宽引进

外资渠道，提高引进质量，不搞盲目引进和开发。特别

重视老企业的引进外资嫁接和改造工作，克服重引进，

轻管理的倾向，狠抓外商投资企业的升工率、资金到位

率和创汇及利税收缴工作。

（四）拾遗补缺，推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上半年全

市个体工商户发展到 1 8000 余户，私营企业 300 余个，

实现集市贸易成交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40.5% ，其中服

装批发市场成交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297.8%。

（五）规范管理，强化征管，逐步建立严密体系，财

税工作坚持“积极培植、规范管理”的原则，对财税秩序

和财税环境进行了整顿，建立科学严密的财税征管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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