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率时，对生产周期长、效 益低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以

及经济困难的受援单位（或个人）从低确定费率；对工

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生产经营效益高，资金周转快，

偿还能力强的项目，费率要高 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对

扶贫项目、科技试验推广项目，少收或不收占用费，

实行减、免、缓的办法，给予照顾。

（二）占用费、 超期占用费的费率。我省在实行

收取财政支农周转金占用费办法的过程中，多数市县

根据不同行业确定不同的费率。沈阳市财政局规定：

乡镇企业月费率 5 ‰，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3‰，科技

开发为 2 ‰。有的市县按周转金借款时间长短，分 别

确定费率，一年以内的月费率为 2 ‰，二年以内的为

3‰，三年以内的为 5 ‰。个别市县不分行业，不分

借款时间长短，实行统一费率。对扶贫项目、遭受特

大自然灾害无效益项目，以及其他经济上确有困难的

受援单位（或个人），经审查批准可以少收或免收占用

费。对到期不能归还的，从超期之日起，加收超期占用

费。一般是按月计算加收5—8‰，最高的加收10‰。

（三）占用费的计算与结算。支农周 转金的借用

对象，集中在农村，根据目前乡镇财政所成立不久，

干部业务比较生疏的实际情况，我省采取简易计算方

法.大部分市县按月计算占用费，即不足15天的不计

算占用费，超过15天的按整月计算。占用费和超期占

用费的结算期，目前各市县自行规定有三种结 算方

法。（ 1）按季结算。有半数市县按季结算，即每季

末结算一次。（ 2）年终结算。即在年终时结算本年

占用费。（ 3）按归还期结算。对借款期不超过一年

的，按借款合同规定的偿还期一次结算。

（四）占用费、超期占用费的收缴方法。我省大

多数市县规定，在结算期前计算出占用费应缴额，用

缴款通知书通知借款单位或个人，限期缴纳；也有个

别市县采取借用周转金时交纳占用费的办法，实行一

次性缴纳。

（五）占用费收取的对象。占用费的收取对象，

是借用周转金的受援单位或个人。哪一级收取的占用

费归哪级所有。各级财政之间承借承还的周转金，不能

层层收取占用费。但各级财政之间因承借承还周转金，

增加了一定的业务工作量，为调动其积极性，我们对

收取的承借承还的周转金的占用费，实行比例分成的

办法，县、乡两级财政一般是“五 五”分成。

（六）占用费开支范围。近几年来我 省各地收取

的周转金占用费主要用于增加周转金基金，也拿出一

少部分 用 于 周 转 金业务费开 支。一般是60—80%

转作周转金基金，20—40%用于业务费开支。目前业

务费主要开支范围是：（1）人员 经费。主要用于为

加强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工作所增加的事业编制人员

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开支。（ 2）周转金业务费。目前

主要用于办理周转金业务的帐、表、凭证的印刷费，

支付银行办理拨款手续费，周转金专业会议费和培训

费，办公设备购 置费和交 通工具费等。（ 3）奖励

费。为了作好周转金回收工作，对发放和回收周转金

有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必要的奖励所支出的费

用。我省评比考核办法规定：奖励要贯彻以精神奖励

为主，先进集体、个人都发给 奖状，同时给予一定的

物质奖励。

（七）帐务处理。为了做好周 转金占用费收入和

支出的管 理 核算 工 作，我 们规定占用费收入在支

农周转金会计核算办法的会计科目“其他收入”的一

级科目内核算，并增设“占用费收入”、 “超期占用

费收入”、“存款利息收入”三个二级科目。为了反映

占用费支出情况，增设“其他支出”一级科目，下设

“业务费”、 “人员经费”、 “奖历费”三个二级科

目。年终，其他收入减其他支出后的余额，结转下年

继续使用。为了反映占用费收支情况，在半年和年终

时编报占用费收支情况表，随同财政支农周转金借用

情况表一并上报
。

小建议

支出预算不宜一定几年

近年来，有些地方在支出预 算安 排 上，对一些需

要重点 支持的项目，采取一定几 年 的办法，使这些项

目在支出预算总额中，连续几年保持一 定 增量。这样

做，固然有利于从资金上 保 证 这 些 事 业 发展的连续

性， 但也给后 几年安排当年的财政预 算带来困 难。

我们知 道，财政预 算是 以 当 年 收 支平衡为 基础

的。支出预 算安排，除了考虑各 项事 业 发展的资金需

要外，还要考虑 当年财政收入状况，做到 量 入为出，

量力 而行。如果把 某些支出项目后 几 年的资金需要量

过早地定死 了，就 会使 支出预算回 旋余地 变小，难于

做到统筹安排，这是一方 面；另一 方面，事业 发展情

况往往预测不准，如果出现 变化，已 定的预算调剂不

动，新办的事业 又得 另 外 拿 钱，增加财 政 负担。因

此， 支出预算安排，应 当 根 据 当 年 收 支情况统筹考

虑，既要保证重点， 又要照顾一般，不宜一 定 几年。

福建省财政厅  汪祖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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