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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政支农资金实行

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的几点认识

鄢志来  冯德学

1979年以来，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经历了

两次突破：一是改全部无偿拨付为部分有偿周

转使用，建立了支农周转金；二是实行了收取支

农周转金占用费制度。这对于提高支农资金的

使用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村商

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支农资金管理如果仍然停

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就难以发挥资金的更大效

益，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
在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基础上，对部分财政

支农资金的管理应大胆引进风险机制，推行风

险性目标效益管理。即：通过充分论证，确定

财政支农资金的扶持项目及在一定时期应达到

的目标效益，并采取预交风险金的形式，将目

标效益同项目各方面责任人的个人利益挂起钩

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进行跟踪问效，监督

检查；项目完成后，组织检查验收，兑现奖惩。

一、实行财政支农资金风险性目标效益管

理的必要性

财政支农资金改全部无偿拨付为部分有偿

周转使用以后，不断的循环投放，壮大了支农

力量。但这种管理方法仍处于 “四平八稳” 的

状态，财政部门和扶持对象在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上责任感还不强，影响了资金效益的充分发

挥。而实行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则可以较好

地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它有利于增强各方的责

任感。实行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经济责任明

确，财政部门、扶持对象以及主管部门（包括

政府部门），对项目建设能否实现目标效益，
都要承担风险，促使其精打细算，合理使用资

金，千方百计提高效益，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

大的经济效益。二是有利于强化管理和监督。
引入风险机制，使项目各方面责任人（包括财

政部门）都连在一根绳上，大家都得承担一定

的经济责任，促使上下左右齐抓共管，真正管

好用活资金。三是有利于周转金的回收。实行

财政支农资金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把是否按

期归还周转金作为考核目标之一，促使有关各

方责任人千方百计完成经济效益目标，按期归

还周转金。

二、财政支农资金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的

基本形式

实行财政支农资金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

应当坚持 “科学合理、经济合算，各种可投入

的力量具备” 这一原则，集聚来自不同渠道的

资金、物资和技术，择优选择项目，制订目标

效益规划，明确项目建设的时间要求及经济、

社会效益目标，根据这些指标的完成情况，对

项目各方面责任人实行奖惩。这就是定项目、

定资金、定效益、定责任、定奖惩的五定责任

制。具体要求是：

（一）明确资金范围。各级财政预算内外

安排用于支持 国营农 牧企 事业 单位、乡镇企

业、多种经营以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的

各项财政支农专项资金，条件适合的均应纳入

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的范围。
（二）确定项目责任人。风险性目标效益

管理的项目责任人包括：扶持对象的项目负责

人；扶持对象的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扶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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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所在地财政部门有关负责人；扶持对象所在

地政府的项目负责人。
（三）确定扶持项目。凡向财政部门申请

以风险性目标效益管理的方式借用财政支农资

金的单位，必须搞好项目可行性评估、论证，
写出申请报告，报财政部门审定；由当地政府

或主管部门牵头申报的项目，必须由扶持对象

写出申请报告，经政府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
再报财政部门审定，由财政部门按照自愿申请，

择优扶持的原则，确定扶持项目及扶持金额。
（四）确定目标效益。目标效益是对扶持

项目预先制定最终应取得的效益指标。根据不

同的项目确定不同的效益指标。对从事商品生

产的企事业单位，以经济效益为主；对科学技

术推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畜饮水，人工

草场，速生丰产林等项目的建设，以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为主。项目效益指标的确定要讲求

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做到既积极可靠，又切实

可行。
（五）项目管理办法。在项目实施上实行

分工负责制。财政部门负责按计划、按进度拨

款，抓好财务管理，搞好跟踪服务；主管部门

负责搞好人员配备，技术指导，物资供应等方

面的工作；当地政府负责配套资金的筹集，各

方面工作的协调调度；扶持对象按照批准的项

目，按计划、按要求具体实施。在项目管理上

实行检查报告制度。财政与主管部门分别设立

项目登记卡，目标效益台帐，实行多环节、全

过程管理；扶持对象定期编报项目建设进度表

和目标效益完成情况分析报告。
（六）资金使用管理。项目确定后，扶持

对象必须与财政部门签订借款合同书。各方面

的责任人共同签订《财政支农资金目标效益议

定书》。在资金拨付上采取直线划拨法，由财

政部门按项目进度直接拨给扶持对象，专款专

用。扶持对象要坚守信用，按合同期限，连同

资金占用费，如数归还财政，逾期加收10‰ 延

期占用费。
（七）风险责任的承担。项目责任人签订

合同后，先预交相当项目责任人两个月基本工

资的风险金，统缴财政部门集中代管。项目完

成后，由财政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检查

验收。凡超额完成目标效益的单位，除退还项

目责任人预交 的风险 金外，并给予一定的奖

励；达到目标效益的单位，退还项目责任人风

险金，不奖不惩；达不到目标效益的单位，对

项目责任人按其年基本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罚

款，从预交财政的 “风险金” 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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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各级财政部门重视农业的发展，努

力做好支农工作，千方百计增加对农业的资金

投入，并做到合理使用。近两年，全省财政支

农支出的增长速度均超过了同期财政总支出的

增长速度。据统计，1989年全省财政预算内支

农支出（包括农林水基建投资、支援农村生产

支出和各项事业费，下同）达到8.2 亿元，比

1988年增加1.4亿元，增长20.6% ，比 历史上

农业投入的最高年份增长17%。他们的主要做

法是：

一、合理安排预算，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

稳定增长。江苏省财政厅每年在安排预算时，
明确要求各级财政的支农支出不能低于财政总

支出的正常增长幅度，并力争更高一点。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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