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3 万多亩，扶持科技示范户 1 300 户。莱芜市

投入 500 多万元，扶持了 15 个示范乡镇、358

个示范村、512 个科技重点户、15 000 个科技示

范户，建立科技实习基地 2.5 万亩。其次是扶持

村级的服务大院建设。诸城市以邱家七吉村为

试点，投放资金 120 万元，支持其购买小麦精播

机、拖拉机、脱粒机、收割机等农机及配套农具，

建立了种子库、农机库、肥药库、五金库、油料库

等设施。寿光县投入资金 43 万元，扶持孙家集

镇三元朱村建立农业综合服务大院，内设生产

资料、粮食生产、机电排灌、果树、畜牧、多种经

营等七个服务组，对全村的农业生产实行产前、

产中、产后综合服务。第三，扶持村办企业，吸收

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强

集体自我服务能力。

支持支柱产业，建设服务龙头，形成公 司加

农 户 型的产供销一体化 服务体 系。莱芜市从

1988年起，将商业系统的食品公司与畜牧公司

合并组建畜牧食品开发公司，投资 980 万元，扶

持该公司建立了加工肉鸡 450 万只、屠宰生猪

10 万头的两条加工流水线和冷库，还建立了种

鸡场、种猪场、饲料加工厂、兽药供应门市部等

服务实体公司，对农户提供良种、饲料、防疫、技

术培训、产品收购加工销售等系列化服务，农户

负责按合同交售产品。解决了养难、买难、卖难

的问题，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1991 年全市畜

牧业产值达到 3.13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31.3% ，农民从畜牧业生产中获得的纯收入已

达 320 元，占纯收入的 37%。

支持农口 事业单位开展多种经营和兴办经

济实体，增强其自我积 累、自我发展能力。莱芜

市近几年累计投入周转金达 1 000 多万元，支

持农口事业单位开展多种经营和兴办经济实

体，全市 323 个农口事业单位中，已有 224 个单

位开展多种经营和兴办实体，经营服务项目达

600多项，1991 年实现利润 540 万元。杨庄镇畜

牧兽医站 1986 年前只有 10 间房子，11 名职

工，固定资产不足 8 万元。1986 年以来，市、镇

两级财政先后投入周转金 210 万元，帮助该站

办起了种鸡场、规模养殖场、肉联加工厂、冷藏

库、饲料加工厂、兽药门市部等实体，目前全站

拥有房屋 300 余间，固定资产 250 万元，职工增

加到 45 人，1986 年至今已累计盈余 150 万元，

职工月工资从 50 元增加到 170 元。

莱芜、诸城、寿光等县市除多方面筹集资

金，实行重点投入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

与完善。

财务管理

明确财政支农主攻方向
  支持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

钱宝信  韦瑞婷  胡宝民

河北省财政厅农财处

建立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深化

农村改革的重点，也是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早在 1985 年，我省就着

手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经过几年的

努力，目前全省各级各类服务组织已发展到

23.4 万个。一个以县经济技术部门服务组织为

主导，以乡村集体或合作经济服务组织为基础，

以民间服务组织为补充，多经济成份、多渠道、

多形式、多层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格局

已基本形成。

一、紧跟农村改革步伐，转变财政支农工作

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由原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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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集体经营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双层经

营”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作为分散经营的农户，

在农业生产中会遇到许多办不了、办不好和办

起来不合算的事情。特别是在我国农业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化商品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农民迫

切需要诸如信息、技术、资金、流通等方面的低

利优质服务。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如果面对千家

万户搞零散服务，不仅抓不过来，包不起来，而

且资金投入分散，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面对新

的形势，我们树立综合财政观念，紧跟农村改革

步伐，把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财

政支农工作的重点之一，实现了财政支农工作

指导思想的转变：一是树立了大农业、商品农

业、效益农业的观念，在保证粮棉油稳定增产的

同时，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农、林、

牧、副、渔各业，努力开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二

是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财政支农工

作的重点，积极调整支农资金结构，增加对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的投入总量；三是资

金投向由过去对生产环节的投入，转变为重点

向产前、产后服务环节的投入，由过去扶持一般

种植业转向农林牧副渔各业，重点支持为农业

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项目和贸工农

结合、农科教结合、产供销结合、技物结合的实

体，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四

是由过去单纯的资金扶持转变为在制度建设、

工作内容、政策措施、资金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支

持。

二、以财政资金为导向，有效增加资金投入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从某种意义上

讲，是各个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转移的过程，

也是一个新的投入产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

金投入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和有力的保

障。因此，我们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原

则，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

以财政资金为导向，以集体和农民投入为主体，

以信贷资金（包括利用外资）为补充，有效增加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投入。据调查统

计，1985 年至 1991 年，我省财政直接投入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 20 729.2 万元，占

财政支农资金的 5.3%。同时，我省还把发展粮

食生产专项资金、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建设资金、

农业开发基金等专项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992 年，我省积极贯彻党

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为支持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又增加了新的资金投入。一是建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省级从新

增农业投入安排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500 万元，农机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150 万元。二

是在总结农业技术推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选

择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晋州、藁城两市进行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扩大试点，总投资 760

万元，涉及到农林牧渔各业。三是采用“银行贷

款、财政贴息”的办法，安排服务体系建设贴息

资金 200 万元，吸引银行贷款 4 000 万元，支持

农口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兴办

实体。四是改革抗旱资金使用办法，支持县级抗

旱服务组织建设，1991 年 9 月到 1992 年 7 月

底，我省下达抗旱资金 2 061 万元，其中 1 530

万元用于县级抗旱服务组织建设，占抗旱资金

总数的 74.2% ，建设县级抗旱服务组织 128

个，占全省应建数的 82%。五是积极合理利用

外资，目前我省利用世行贷款支持农业服务性

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争取世行贷款

1 173.6 万美元。

三、明确主攻方向，实行重点倾斜。

要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必

须充分发挥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益，财政支持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选择重点，实行倾

斜政策。

（一）重点支持县、乡（镇）、村特别是乡

（镇）、村两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

全乡（镇）级服务、经营、培训、信息四位一体的

社会化服务组织，大力支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体系发展，据统计，“七五”期间，我省建设县级

农技推广中心 108 个，占全省应建数的 77% ；

乡镇农技推广站 3 225 个，占乡镇总数的 95%；

村级农技推 广组织 3.7 万个，占 村总数的

74%；科技示范户 50 多万户，约占农村总户数

的 4%；还建立各种群众性的专业研究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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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组织 6 500 多个，在全省初步形成了一

个上下相通、左右相连、专群结合的农业技术服

务网络。

（二）重点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基础设施和

手段的完善。特别是帮助农业科研、教学和农技

推广等单位购置先进的仪器、设备、改善农业服

务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例如石家庄地区 13

个县市和 191 个乡镇配备放像机 218 台，周转

用录像带 800 多盘，还有 6 个县市购买了摄像

机。物质装备的提高，为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

务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重点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队伍建设，

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搞好技术培训。如我省

各级技术推广组织，采取办培训班、巡回宣讲、

现场观摩、试验示范，播放录像、印发资料等形

式，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全省每年平均培训农村

基层干部、技术员和农民达 1 000 万人次，提高

了农民的素质。

（四）重点支持县级农口主管部门和事业单

位转变职能，开展有偿服务和兴办实体，建立自

我完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我们

坚持“立足服务办实体、办好实体促服务、搞好

服务促发展”的原则，重点支持围绕当地优势产

业，兴办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服务性

经济实体，据统计，近年来我省农口各部门兴办

实体 2 813 个，年创产值 5 1446.5 万元，纯收益

4 467 万元，上交利税 1 330 万元。

四、强化资金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为了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管

理，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注意把好“五关”，做到

“五个”坚持。

一是把好资金投放关，坚持重点投放。根据

我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我们本

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着眼基层，面向广大

人民群众，重点支持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的项目和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

条龙的服务实体。兼顾县、乡、村，层层扶持不同

类型的典型，把项目单位建成辐射面广，影响力

大，服务能力强的样板。

二是把好项目安排关，坚持反复调查研究，

科学论证，严格按设计任务书建设。建设项目确

定前，要由财、农两家反复调查研究，进行科学

论证，制定项目设计任务书。项目确定后，财政

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筹集、落实和按计划拨款，

加强资金管理；农口主管部门负责项目实施管

理，技术指导及建后的运转，并配合财政部门管

好用好项目投资；资金使用单位负责项目的实

施，根据批准的设计任务书，保证资金专款专

用，充分发挥效益，并如期按质完成。

三是把好投资原则关，坚持不搞重复建设。

并规定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不得用于

非生产性建设，不得搞楼、堂、馆、所，不用于购

置汽车，使每一项投资从立项开始都有正确的

遵循。

四是把好资金运行关，坚持资金财政统管。

首先加强领导，明确专人负责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从上到下对资金

实行监控。其次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责任制，财

政部门会同农口主管部门与项目单位以签订协

议的方式落实项目，明确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

设期，项目效益，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第

三强化资金追踪反馈，深入项目单位调查了解

使用单位定期向财政部门反馈资金使用情况。

五是把好资金效益关，坚持项目档案管理。

项目完成后，项目单位写出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进行检查验收，看项目

完成情况是否符合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切实监

督并保证资金定位投放和达到预期效果，并实

行档案化管理，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管

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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