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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财政支援农业生产资金的改革

郭 华内蒙古财政厅农财处

近几年来， 我区财政 部门在农业财务和支援农业

生产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等 方 面，进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随 着 形 势 发

展，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为此，我们在已

经改革的基础上，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为中心，搞活

微观，加强宏观管理，对财政支 援农业生产资金的分

配、使用和管理，作了几个方面的改革 与完善。

一、下放一部分 支 援农业生产资金，扩大地方资

金使用权。目前，在我区 支 援 农 业生产 资金的使用

上，仍然存在自治区 集中分配的多，向下分配不够及

时而又比较分散的情况。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我

们把属于地方用于改善生产条件和发展生产经常性和

连续使用的生产资金，下放到地方，按照发展本地区

农业经济规划，进行合理的安排使 用。今年自治区将

一部分 “小型农田水利和水 土保持补助费”、 “支援

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 “农村草 场 和畜 禽保护

费”、 “国营造林补助费”等支 援农业生产资金下放

了7 000万元，占1987年自治区级安排支援农业生产资

金的30% 以上。自治区为解决农 业开发、示范以及重

点项目的各项资金，也在年初安排任务或项目时，及

时分配到使用地方和单位，以便地方政府结合其它渠

道的资金很好地安排使用。

二、改革抗灾经费使用办法。我区农牧 业基础比

较薄弱，为了加强防灾建设，增强抗灾能力，我们将

有计划地逐年减少抗灾补 助费支出，增加一些防灾建

设和设施的补助资金。今后自治区除对 特 大 自 然灾

害， 按灾情给予一些补 助外，一般灾情必要的支出，

由各地自己解决。自治区掌握的这方面的 资金，主要

用于防灾建设和设施的 补助。

三、改变支援农业生产资金分配办法。为贯彻执

行党的发展农村牧区经济方针、政策，及时调整资金

的投向，克服平均分配和撒胡椒面的问题，改 变资金

按基数法分配的方法，今后，我区对支 援农业生产各

项资金的分配， 一是按照各个时期的农业建设和发展

重点， 结合各地优势，以及所具备的条件进行分配：
二是要适当集中，保证重点，把有限资金用于改善和

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迫切需要的方

面上；三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择优分配.对资

金管理使用效益好的地方，优 先 分 配 和多分配，反

之，少分配，对不执行国 家规定、胡花乱用资金的不

予分配。

四、扩大支农资金有偿范围。自从财政支农资金

实行有偿周转和无偿补助相结合的方式以来，增强了

各方面使用资金的责任心，经济效益有明显提高，并增

加了支农力量。因此，要扩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有偿范

围，对在一定时期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受援 生产项目都

采取有偿扶持，以促进经济发展，进一步提高经济效

益，缓解农业资金需求矛盾。为了推动各级财政部门

管好用活支农周转金，提高资金回收率.加速周转，

我们对财政部门上下级借款，实行借款与还 款挂钩，

先还后借，多还多借，不还不借的办法。同时.对达

到自治区财政厅规定的回收率的地方，自治区对盟市

借款给予从优；对旗县奖励一部分支农 周转金基金，

用于本地发展商品经济，周转使用。

五、 将牧业税收入集中用于发展畜牧 业生产。为

了改善牧业生产条件，增强畜牧 业发展后劲，从1987

年起，将征收的牧业税收 入留在征收的地方.用于发

展畜牧业生产建设，建立发展畜牧 业专项基金，凡有

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要采取有偿周转使 用的办法。
六、积极筹集农业资金。随着农村牧区经济的发

展，资金的需求量不断扩大，我区各级财政部门要根

据财政收入增加的 情况，适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力

争在 “七五”期间全区支 援农业 资 金 达 到 8 亿元左

右，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同时，要引导集体、个人

共同增加投入，还要 运用财政机制促进 发 展横 向 联

合，以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 品或商品优势。
七、在搞活经济的同时，加强宏观管理。在管理

上，要克服重拨款，轻效益的偏向，对所支持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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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必须是布局合理，有好的经 济效益，产品适合

市场需要，生产经营者能受 益， 又能培养财源和增加

财政收入的事业。凡要求用财政资金支 援的，都必须

事先提出举办项目的规模，投资总 额， 经济效益预测

的申请报告，经过有关方面周密研究后再 行确定。在

选择项目时，对投资少、 见效快、 效益高的和国家鼓

励发展、开发的给予优先支持，对 紧俏、 优质、创汇

的产品给予优先扶持。

八 、实行资金管理责任制。财政 支农资金，以财

政部门管理为主，农财单位内部各个环节都要建立明

确的责任制，定期考评， 切 实加强管理工作。对使用

财政支援农业生产资金的有关部门 和单位，实行经济

合同或经济责任书。合同或责任书中，除明 确各方的

权责利外，还应规定有关制约的措施，从而促使各部

门、 各单位充分发挥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乡财政
管好 用活支农周转金  

促 进乡村 经济的 发 展

江苏省宿迁县耿车乡原是一个人均只有 五分耕地

的贫困乡村。近几年来，该乡因 地制宜地发展不同形

式的乡村工业， 全乡逐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在耿车

乡发展乡村工业的过程中，这个 乡的财政所充分发挥

财政支农周转金扶持生产，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使

该乡公有制企业提高了素质，发挥了优势；伺 时 也使

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蓬勃发展，进而带动 家家户户走

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支农周转 金由原来几年周转不了

一次，提高到现在一年周转三次。1985年初 至1986年

9 月， 累计投放周转金90多万元，支持 乡、村、户、

联户企业72家，创造产 值 达1 449 万元，占 全 乡同期

工业总产 值的23.7% ， 实现利润120万元，占 全 乡同

期工业利润的14.4% 。周转 金到期回收率达99%。

耿车乡财政所在支农周转金的 管 理上，主要采取

了 “一包” 、 “三改” 、 “一服务”的做法。

一包 即以 承包为核心的周转金使用 承 包 责 任

制。 其具体形式是，周 转金的使用者必须与财政所签

订合同， 并经过 公 证。承 包 内 容 有三项：包专款专

用，包经济效果，包按时还款。奖惩措施是：（ 1）
对全面完成承包指标的，优先 连续扶持；用支持款营

私舞弊，造成严重经 济损失者，令其赔偿，必要时诉

诸法律。（ 2）对不守信用逾期 还 款者，除执行收取

周转金占用费外，加收逾期占用费 1 % 。1985年试行

上述办法以来，72家受援者都认真落实了受援项目计

划，保证了17家新建企业按时投产，55家因流动资金

缺乏造成停产的企业恢复了 生产，取得了一定的经济

效益。

三改。即改 “扬柳枝洒 水”为重 点 扶 持 乡办企

业、村办企业、联户企业、 家庭手工业，这 “四轮”

发展生产。支农资金过去基本上是扬柳枝洒水式 地分

配面面俱到，忽视 择 优 扶 持，使有限的财力化整为

零，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支持的效果 不好。1985年乡

财政所转向重点扶持乡村工业发 展商品生产，并且紧

紧围绕 “支持大轮上水平， 支持小轮带 贫穷”的指导

思想去使用支农资金。

支持大轮上水平。是支持乡村企 业中的骨干企业

上名优新产品，上先进设备，上 现 代 化 科学 管 理技

术。1985年以来， 他们 支持“大轮”中的九个企业，

累计投放周转金72.6万元，上名优产 品 4 个，上先进

设备一台，引进重大科研成果一 个，使 “大轮”企业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

支持小轮带贫困。村办、户 办，联户办中的小型

企业，一般投资少、设备简单，以手工劳动 为 主，但

它可以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改变农村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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