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由于资金使用分散，不但使一些重点建设项目的资

金得不到保证，造成需求膨胀，加剧资金短缺，而且影响

投资效益，对优化经济结构不利。为此，支农周转金的

投入，必须在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投资方式的确定上，按

照产业结构的优劣来取舍，使支农周转金的使用同农业

内部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要根据本地特点，有选择有

重点地扶持生产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发展，达到充分

利用本地农业资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开辟地方财源作

贡献的目的。

（三）完善审批、监督、考核机制。一是建立严格的

项目评估制度，并相应建立项目决策的专门机构，负责

对投资项目作可行性研究。企业投资目标模式的选择，

必须以能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或者能得到外部资源的均

衡供给，从而生产耗费省、创汇多、销路好的产品作为依

据。二是建立严格的申请审批体系。项目报告者要对项

目的技术经济指标负责，决策者要对决策失误负责，要

加强投资责任制，改变目前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非经济

因素的弊端，使权利和责任相统一。三是要完善项目验

收评价和资料积累体系，实行效果考核系统化。

（四）引进承包经营机制，落实经济责任制。为了充

分发挥资金的营运效益，可以由财政局对农财股和企业

主管部门承包，确立三者之间的经济责任关系，签订经

济目标责任协议书，确定农财股对支农周转金管理使用

的职责和权力；对资金使用、还款方式和回收期限以及

应创产值、新增税利等指标要求，均作出明确具体的规

定，并实行支农周转金管理使用同项目经济效益挂钩的

办法，使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的责、权、利得以有机地结

合。

（五）强化经营管理意识，发挥财政部门的促导监督

作用。要改变过去重投入轻管理的思想倾向，把财政支

农周转金的发放、回收作为目标管理和岗位责任制的重

要内容，完善管理办法，采取必要措施，努力提高资金回

收率。首先，各级财政部门，尤其是主管人员和经办人

员要增强责任感，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严格按制度、按

合同办事，积极主动做好回收工作。其次，要优化管理

机制，一是建立合同制度，在投放资金时与受援单位签

订“五定合同”，即定扶持项目、定资金用途、定投产时

间、定经济效益、定还款时间；二是加强财务管理，建立

专项存款、专项帐簿和专人管理制度，统一专用回收收

据，做到借款有合同，放收有登记，核算有帐簿，追踪检

查有图表，实行会计核算规范化；三是完善跟踪问效、监

督检查体系，实行资金管理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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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投入是农业生产再

上新台阶的需要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提

出农业生产要再上一个新台

阶，这是全国人民向小康生

活水平过渡的一 个战略步

骤。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基本

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

题，90 年代农业发展的重要

任务应该是为达到小康生活

水平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根据目前全国的农业生产能

力，要达到 2000 年的目 标，

粮食约差 750 亿公斤，棉花

约差 500 万担；除粮 棉外，

肉、蛋、鱼的人均消费量至少

要比现在增加 40%。要实现

以上目标，农业生产必须扭

转徘徊局面，几年上一个新

台阶。根据农业发展的现状，

农业生产能否再 新 台 阶，

关键在农业发展后劲强不

强。这个后劲包括农业基本

生产条件的改善 下 种开发

和农业科技推广等等。要办好这些事，不大力 增加投入

不行。全国许多地方发展农业的经验是：只有高投入才

能创高效益。

增加投入要走国家、集体、农民全方位投资的路子

我国是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其中 8 亿是农民的农

业大国，相当紧张的国家财力不可能满足农业发展对增

加投入的需要，比较切实的办法是国家、集体、农民一起

上，全方位地投资于农业。

1.相对集中财政资金，搞好重点开发和宏观调控。

在合理界定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投资范围的基础

上，国家财政要相对集中资金，重点用于农业骨干工程

建设、大江大河治理以及良种开发和科技推广等，目的

是把那些耗资大、见效慢，但受益面广、收益时间长、农

民和集体都难以承担的事情，统筹安排好。此外，国家

财政还要通过资金安排，起到一种调控作用，把集体和

农民的资金吸引、粘合起来，达到集中资金办大事、加快

发展农业的目的。

2.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健全农业积累机制。要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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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发挥家庭经营积极性的同时，不断壮大可以统一支

配的集体经济实力，增强集体投资农业的能力。根据我

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关键是要大力

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首先是发展乡镇企业。现在集

体经济实力较强的乡村，基本上是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

支撑条件的。在全国 2 千多个工农业总产值超亿元的乡

镇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都占到 80%左右。其次是

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发展农技、农机、植

保、经营管理、流通等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的有偿服务，积累一定的资金。此外，还要因地制

宜地组织开发荒地、荒山、荒水等新的生产领域。在不

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的同时，要通过法规和村民大会决

议的形式，规定农村各种集体经济组织对农业的投入和

投入方向，不断完善集体投资农业的积累机制。

3.搞好支农服务，充分调动农民投资农业的积极

性。现在的农民是承包了集体土地的独立的生产经营

者，是农业投资的主体。目前农民投资的大部分用在了

非生产领域，如住房建设和婚丧事宜。要引导他们投资

农业，除了政策保证外，关键是要搞好支农服务，以帮助

农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持其纯收入的持续、稳定

增长，走良性循环投资农业的路子。

增加农业投入要着力改善投资环境

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对吸引资金、增加投入意义

重大。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市场环境。市场环境的中心是搞活流通。流通搞

不活，农产品卖不掉，必然影响投资农业的积极性。当

前要下大力气理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以及农产品之间

的比价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粮食等农产品价格

偏低问题，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投资收益；同时要有计划

地发展各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通过批发市场进行期货

和现货交易，扩大商品集散地，加快商品流通。

2.社会服务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需要国民

经济各部门的支持。主要内容是：大力发展农用工业，

改变农用工业价低利微、生产不景气的状况，增强农业

生产资料的供应能力；加强农业科研和教育体系建设，

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搞好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

加强疫病防治，减少灾害影响等。
3.农业保险制度。农业生产受自然的影响较大，为

除 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其投资热情，必须建立、健全

农业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农业的风险保障体系。

工作研究
完善副食品产销体制

的若干对策

牛明奇  宋继清

近几年，不断猛涨的副食品财政补贴已使财政不堪

负担。补贴的延续，扭曲了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增加

了生产、销售、消费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因此，在保证

市场供应的基础上，应逐步减少财政补贴，在这方面应

坚持三个原则，即在生产上以自产为主，外调为辅，服务

城市，富裕农民为原则；在销售上，考虑城市居民的承受

能力，价格以逐步放开为原则；在财力上，要改变单纯依

靠财政投资的办法，以多渠道筹集资金为原则。

（一）以调整生产结构为主要任务，继续加强副食品

生产基地的建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居民对副食品的需求在品种、数量、质量等方面也

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今后要逐步以调整

生产结构为主要任务，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上下功夫。

另外，丰富居民的“菜篮子”仅仅依靠一家一户的农民分

散经营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而要改变这

种传统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就必须大力发展适度规模

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在具体步骤上，应坚持实行近郊为

主、远郊为辅、外埠调剂的战略布局。

（二）多渠道筹集资金，努力增加副食品生产的投入

1.多渠道筹集资金要采取市、县（区）、乡、村一齐上

的方针。近几年，各级财政为了发展副食品生产，尽了

很大努力，但是由于财力有限，近期内在对副食品的投

入上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因此，今后采取国家、集体

和个人一齐上的方针，实行市、县（区）、乡、村四级配套

投入，充分发挥各级经济组织的投资积极性，对加强城

市副食品的生产尤为重要。

2.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建立副食品生

产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集中管理，统筹使用。其来源

渠道可以实行多元化，即财政拿一些，各部门各单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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