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财务

财政支农资金实行

项目目标管理的尝试

河北省财政厅农财处

近年来，为了深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改革，不

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我们在支农资金实行有 偿周转

使用的基础上，对一些财政支农项目又实行了项目目

标管理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以科学合理、经济合算的

原则选择项目，在项目管理上，根据预先确定的效益

目标制定相应的规划、计划，并对这些规划、计划采

取监督、控制和考核，从而促进项目目标的 完成。目

前，我省实行支农资金项目目标管理的 项目已取得较

好的成效，第一批13个试点项目均达到报告期规划目

标，有些项目的部分指标还提前实现。如 大名县速生

丰产林，规划期为 3 年（1985—1987年），省计划投

资80万元，造林 2 万亩。到1986年底，经实 地检查，

已造林 4 万亩，成活率达90% 以上，提前完成了规划

目标。由于试点项目取得的效果显著，实行有偿周转

的资金回收率达90% 以上。我们实行支农资金项目目

标管理的做法是：

一、确定项目目标管理的范围，搞好项目选择。
我省实行目标管理的支农资金，主要是农 业生产建设

性投资，如小型农田水利、水土保持、小水电、农村

开荒、草场改良、造林、海水养殖、淡水养殖等补助

费，以及农牧渔业良种示范繁殖场补助费、技术推广

费等。对实行项目目标管理的项目范围，要求是能够

制订一定的经济目标，可以按总体规划和具体设计去

进行实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以进行测算，在管理

上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它可以是一定范

围内的地区，一个农、林、牧、渔场，一个农产品加

工厂，也可以是一个流域、一条河流、一座水库或一

条防护林带等。确定项目范围后，按照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结合，择优扶持和受援自愿的原则，由地市

级财政部门及业务主管部门筛选应发展的项目，报送

省财政部门。省财政部门对上报项目 进 行调查分析

后，确定重点扶持项目。我省在确定第一批试点项目

时，地市级财政部门及省主管部门共上报项目20项，

经我们深入调查和筛选，共选择 13 个项目，年 投 资

1 400万元。其中发展林果业项目 3 项，养殖业项目 4

项，社会性、服务性投资 4 项，加工业项目 2 项，这

些项目对促进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二、确定项目目标，制定规划。项目目标是被扶

持项目期终应取得的经济效益、社 会 效 益 和技术成

果，也是加强资金管理的依据。项目目标 对制定项目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实施项目投 资 和 加 强中间控

制，以及处理好部门间的分工，均起重要作用。由于

不同的扶持项目，可以产生不同的效益，我们在确定

项目目标时，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的 以经济效

益为主，有的以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为主. 有的则以

技术成果为主。在具体指标上，既订得 积极稳妥，留

有余地，又做到先进可行，经过 努 力 能 够实现。同

时，在项目执行当中，随着各种因素的变 化，及时对

确定的项目目标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合理。在确定项

目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影响项目的各种因素 及财力的

可能，制订项目短期投资计划及长期发展规划，促进

项目目标的实现。

三、搞好部门协作，综合使用资金。在实行项目

目标管理办法中， 搞好部门协作的中心是实行财政统

管支农资金，主管部门负 责 管 事 业、管工程、管技

术，即发展项目由主管部门提出，财政部门与主管部

门共同调查，共同落实项目，资 金由 财 政按 计划拨

付，周转使用的资金到期由财政部门负责收回。如我

省遵化县，在水果、花生、蔬菜 扩 大 滴 灌面积 项目

上，水利、林业和外贸部门都有此项发展基金，他们

把几个部门的资金由财政 “集中”起 来，连同财政周

转金进行统筹安排。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科 委协

助，水利局负责勘察设计、施工，农 业、林 业两局负

责试验、示范，所建项目， 当年投资，当年 施工，当

年见效。

四、 加强中间控制，连续投放资金。农业生产项

目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季节性强，不少 项目的建设

周期也长，有的要几年才能见效。在实行项目目标管

理中，我们注意加强中间控制，合理调整资金投向，

并连续投放资金，促进项目建设的发展。如，我省隆

化县红果发展项目是实行目标管理的，财政部门每年

投资160万元（包括地、县配套资金）。建设初期，财
政部门每年用50% 的资金扶持红果育苗，40%用于水

利配套，10% 用于技术管理，待 项目 发 展到一定规

模，扶持重点则转移到水利配套上来。即水 利配套占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50%，技术管理提高到40%，产后深加工占10%。待

红果发展起来后，重点则转移到深加工方面。通过这

样加强中间控制，连续投放资 金，促 进 了 红果的发

展。1986年，该县红果产量达400万斤，通过深加工增

加财政收入55万元，比实行项目目标管理前的1984年

产量增长 2 倍。

五、发挥财政职能，加强监督检查。项目目标管

理办法是在周转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

资金投放使用上，我们仍是采取合同形式，利用经济

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强资金管理，认真监督受 援对象的

用款情况，如擅自更改项目，财政 部门 立 刻停止拨

款。在项目管理上，我们要求各主管部门每年 年初必

须将当年的计划执行情况和次年实施计划报给财政部

门，以便加强监督。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财政部门通

过对项目的检查、监督，进一步修订、完善原定的项

目规划.对因客观情况变化，原定目标无法达到的项

目，及时修改，以减少损失。

总结两年多的实践，我们认为实行支农资金项目

目标管理办法具有以下几点好处：

（一）有利于统筹安排资金，做到集中、重点投

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据隆化、 遵化、井陉三个县

的统计，近两年每年用于重点项目投资 达415万元，占

当年安排支农资金的60% 以上。遵化县每年收回的周

转金再用于重点项目的近100万元，从而促进了当 地农

业有计划地发展。

（二）有利于避免盲目支持和资金重 复投放的现

象。如我省人畜饮水，氟病区改水项目，省财政 每年

投资250万元. 在资金投放上实行了建设项目排队，每

年逐项安排投资的办法。同时，对当年 追加的投资，

按规划顺序提前安排项目。避免了重复投放，减少了

盲目支持。

（三）有利于真实地反映财政资金的投资成果。

有了投资规划和投资目标，就有了衡量投资效果的尺

度，就能够部分地解决投资效果考核不准确的问 题。
比如有的项目当年有投资，无效益；第二年或第三年

有了效益，但没有这个项目的 投 资，结果 把效益丢

了。有了中长期计划，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农业财务
项目目标管理促进了红果生产迅速发展

宋玉库  张士 元  张春龙

1984年以来，河北省隆化县财政局在红果生产项

目上对支农周转金实行了项目目标管理办法。实践证

明，这种办法使财政部门既管支农周转金的投放，又

管支农周转金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使用，从而把财

政部门的分配职能与服务监督职能贯穿于支农周转金

运动的全过程，加快了周转速度，提高了 资金使用效

果，克服了过去在支农周转金使用 上存在的盲目性、

分散性和放任性。1984—1986年，隆化县 红果生产受

援项目资金利用率达80% ，年度周 转金回收率达90%
以上。1986年，全县红果产量400万斤，比1984年增加

一倍。隆化县实行项目目标管理的具体做法是：

一、择优确定投资项目。在实 行 项目 目标管理

中，隆化县财政局围绕该县经济发展的重点选择投资

方向，确定投资项目和投资比例，搞好 项目目标管理

的定 向、定 点、定量工 作。（ 1）定 向。1984年以

来，隆化县财政局根据县委、 县政 府提出的 “以林为

主，林牧农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和“把红果

生产作 为‘七 五’计划的重点和脱贫致富的突破口”

的决定，选择红果生产作为支农周 转金的投放重点，

实行项目目标管理，并制订了支持红果生产的长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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