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增值税，将土地的涨价收益拿回来。
（二）加强对税、费收入的管理。国有土

地由无偿使用转为有偿使用，必然涉及到各方

面的分配关系，这首先要冲击现行的国家和企

业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为了

平稳地实现过渡，减少对现行财政体制和财政

收入的冲击，土地使用税、土地使用费及土地

增值税等，都应由国家财政统一管理。土地使

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应全部列入财政预算，土地

使用费收入的大部分也要列入财政预算。考虑

到土地使用价值和需求状况各地差异很大，具

体的土地使用费标准要在国家原则规定下由各

地制定，征收管理也需要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配合。为了调动地方征收的积极性，土地使用

费收入的一部分可留给地方。

农业
财务 探索目标效益管理之路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湖北省襄阳县财政局开展支农资金目标效益管理的调查

梁光学  谢绪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北省襄阳 县对财政

支农资金的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资金的使

用效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在支农资金的管理上仍存在资金使用分散、效果不

佳等问题。为加强支农资金管理，进一步提高 资金使

用效益，1988年初，襄阳县财政局组织20多名财政干

部，分成四个调查小组，分别对1986年以来用于乡镇

企业、多种经营、国营农牧企事业、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等四个方面的支农资 金的 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调

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财政扶持乡镇企业目标效益

管理试行办法《 等四个目标效益管理办法。同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 襄阳县财政支农资

金目标效益管理试行办法》。支农资金目标效益管理

就是在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使用上，根据科 学 上 合

理，经济上合算的原则，选定支持项目，制订目标效

益，集中资金，重点支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科学

地调度各方面的资金和力量，以具有风险性的责任制

形式将任务落实到责任人，确保 目 标效益规划的实

现。1988年以来，襄阳县财政 部门在41个不同 类型

的经济单位进行了财政 支 农 资 金目标效益管理的试

点，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1988年 9 月底，30家试点

的乡镇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 892万元，利 润319.24万
元，税收241.84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50.2%、

146.1%和135.7% ，完成年度产 值、利润、税收目标

效益的71.5% 、 78.5% 、71.7%； 6 个试点的国营农

牧企事业单位完成产值、利润、税收分别比上年同期

增长44% 、141%和101%；襄阳县五干渠工程配套建

设、一万亩烟叶生产基地建设等都如期完成了预定的

目标效益。襄阳县开展目标效益管理的具体做法是：

定项目、定投资、定效益、定责任、定奖惩。

一、定项目、选准项目，是实行目标效益管理的

基础工作。在确定投资项目 上，他 们 坚持了三条原

则：一是坚持财政支农资金必须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的原则。二是坚持高效益的原则。从 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平衡。三是坚持科学

论证的原则，防止在确定扶持项目上的主观性、盲目

性，力求避免投资决策的失误。在试点过程中，襄阳

县财政局按照上述原则，从各乡镇申报的100多个项

目中，精选了10个扶持项目、具有代表性的41个单位

作为实行目标效益管理的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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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投资。在确定项目投资上，襄阳 县财政局

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编制项目投资计划，落实受援

单位筹集资金额度，在具体项目上不留资金缺口，以

确保目标效益的实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襄阳县财

政局按项目投资计划及时拨款。一年来，他 们对选定

的建设项目及时投放财政支农周转 金 221.5万 元，延

期使用周转金23万元，财政 贴息 贷款162 万元，无偿

投资21万元。运用这些资金的 导向、粘合作用，吸引

信贷资金274.9万元，集体、个人集资500.4万元，从

而保证了新建项目的资金需求。

三、定效益。襄阳县财政局是根据扶持对象 和扶

持项目的不同情况制订目标效益的。他 们 对从事商品

生产的企事业单位以考核经济效益为主；对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等项目建设以 考核社会效益

为主。如对38个有直接经济效益的被扶持单位，确定

目标产值，利润与上年水平比较，至少 要分别增长30%

和20%。

四 、定责任。建立责任制，制订各有关部门的行

为规范，是目标效益管理办法的 重要内容。襄阳县在

实行支农资金目标效益管理办法的过程中，积极与有

关部门协商，制定了各有关方面的责任制，具体内容

是：财政部门对财政支农资金实行统一管理，负责督

促配套项目资金的落实，负责按计划和工 程进度及时

拨付预定投资，加强财务管理；主管部门（包括乡镇

政府）负责管理工程项目建 设、人 员 调 配、技术支

援、物资供应等协调性工作；受援单位负责项目的具

体实施，确保按期完成目标效益计划。

五、定奖惩。襄阳县财政局按照 “责、 权、利”

相统一的原则，将目标效益完成的好坏与个人的利益

直接挂钩。他们规定：受援单位在领取资金时先签订

目标效益议定书，并由受援单 位 项 目 负 责人代表签

字，同时预交相当于本人 2 — 3 个 月基本工资的风险

金，由财政代管。项目完工后，经验收 达到目标效益

的，不奖不惩，并退还预交风险金：超过目标效益的，

按超过的比例给予奖励，但最多不超过本人 3 个月的

基本工资额度，由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从企业奖励基

金中兑现；对达不到目标效益的，所预交的项目风险

金全部转入项目奖励基金。对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有

关项目分管人，按其分管范围的大小，参照上述办法，

综合考核，结合各自的岗位责任制，实现奖惩兑现。
从襄阳县一年来的实践看，对支农资金实行目标

效益管理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是有利于增强各有关方面的经济责任感和搞好

项目建设的紧迫感。襄阳县对支农资金实行目标效益

管理后，各方责任人员共担风险，大家自觉参与项目

管理、 共同关心项目的目标效益，从根本上消除了以

往互不信任、精力分散的现象，代 之以各有关部门的密

切配合。财政部门不必担心受援单位只在 要钱上下功

夫，不在用钱上做文章，而受援单位 也不用怕财政部

门拨款不及时。乡镇政府、财政 部门、 主管 部门为了

一个共同的目标，积极主动地进行跟踪 服务，努力管

好用活支农资金，从各方面帮助受援 单位 搞好项目建

设，以确保目标效益的实现。如该 县太 平镇在开展目

标效益管理过程中， 乡镇政府、 财政、 主 管 部门领导

经常深入受援单位摸情况，进行跟踪服务，帮助受援

单位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问 题。该 镇混纺厂是实行

目标效益管理的试点单位，1988年投资项目 确定后，

财政部门按计划及时拨付了资金，可是由于银行紧缩

银根，企业流动资金发生严重困 难，该厂向市棉花公

司争取到的计划内棉花指标 2 900 担 如 不能 按合同规

定在 8 月份按期提货，不仅要受罚，而 且会影响整个

目标效益的实现。镇有关领导，财 政所负责同志得知

这一情况后，会同厂方有关人员 四 处 奔 波，多方求

援，筹措资金，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二是有利于发挥支农资金的整 体效益。以前，整

个支农资金管理、使用分散，多渠奔流，浪费严重，

整体效益不佳.实行目标效益管理后，这一问题得到

了较好的解决。例如襄阳县对古驿镇万亩烟叶基地建

设项目实行目标效益管理之后，财政部门积极牵头，

将各渠道用于烟叶生产的资金在“性质不 变、 渠道不

变、用途不变”的前提下集中起来，由镇政 府统筹安

排、归口管理、科学调度、适时投放，整体效益相当

可观。该镇在遭受历年不遇的干旱面前，由于各方同

心协力，资金供应及时，生产环节紧凑，烟叶生产仍

取得了较好的收成，烟叶生产面 积在基本稳定的情况

下，与上 年同 期比 较，产量 增长 37.3% ，产值增长

27.8% ，上交国家税金增长53.4%。

三是有利于强化财务管理，完善财政服务功能。

在支农资金的管理上，由于财政部门过去偏 重于资金

投放，忽视财务管理，对资金使用效益的发挥有一定

的影响。实行目标效益管理后，比较好地理顺了财政

同企业及其他部门的关系，加强了支农资金的财务管

理。在实行目标效益管理的过程中，襄阳县 财政部门

建立了 “目标效益执行情况月报表”制 度，并按月召

开试点单位财务执行情况、信息反馈情况座谈会，促

使各有关方面责任人员及时掌握 财务执行动态，掌握

各单位是否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将目

标效益管理同强化财务管理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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