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算管理
成立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机构

用活用好财政资金

叶学明广 西壮族 自治区财政厅

目前，在我区的经济建设中，资金需要与可能的

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国 家财政支持有限，另一方面

有限的资金没有用活用好，资金潜力 没有充分挖掘出

来。为了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 率，加速经济发展，

1985年初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民族经济

发展资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 家财政安排发展民族

经济的资金。一年来的实践表明，这项改 革是比较成

功的。

一、管理机构的任务

我区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机构，包括局、所两

级。管理局属财政厅领导下的处（县）级事业单位；

地市管理所由当地财政局领导。民 族经济发展资金管

理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一）发放财政支持 生产周转金。该项资金主要

是支持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支持的 项 目要 花 钱 少，周期短，见效快、效益

好，有偿还能力。凡需要借用财政支持生产周转金的

企业，必须首先提出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有关部门

论证，列入基本建设或技术改造 计划，然后由当地财

政部门审查确认，并经地区 、 市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

理所签署意见，再报自治区管理局审批。经批准同意

借款的项目，须由地、 市、县财政局与自治区管理局

签订借款协议， 双方按借 款 协 议 规定的内容履行责

任，地、 市、 县财政局到期负责归还本金和资金占用

费，借款期一般一至二年，最长不超过三年，自治区

管理局按月收 3 ‰ 资金占 用 费 ，逾期不还，加倍收

取。有关地、 市、县财政局还要与企 业签订合同，对

项目的资金使用进行具体管理。

（二）发放预付财政补助款周转金。这项资金主

要是帮助收不敷支的财政补助县加速经济发展，开辟

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在规定的时间内减少上级财政

补贴或实现财政自给。要求使用预付财政补贴款周转

金的县，由县政府提出具体项目，经地区行署或市人

民政府审查同意后，上报自治区财政厅综合平衡，并

经自治区计委、 经委、 科委 等有关部门审定后，由自

治区财政厅与县（市）政府签订协议 书，付诸实施。

对于在1989年以前 财 政 包 干期内能实现 财政自给的

县，可将1986至1989年财政包干期内的固定补助，按

照核定的用款计划和工程进度提前拨付，拨 完为止。

对不能在这个包干期内实现财政自给的县，其发展关

键性项目所需的资金，也可以使用财政 预 付补助款周

转金。使用该项资金不收资金占用费，到期后由自治

区财政厅从给该县的年度补助款中扣还本金。

（三）管理基本建设财务。主要是参与基本建设

计划的安排，了解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审核工程

竣工决算，对本期基本建设投资进行拨款监督，催收

到期基本建设拨改贷资金，审查本级基本建设投资豁

免，清理财政委托银行发放贷款和清算银行应交财政

的利息和其他各项收入等。

二、初见成效

我区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机构成立以来，通过

发放支持生产周转金，预付财政补助款周转金，在改

革财政支出管理、用活用好财政资金、 支持企业技术

改造、帮助 “老少边山穷”地区发展经济等方 面 ，迈

出了可喜的一步。

（一）提高了资金利用率。长期以 来，财政资金

一直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资金供应者和使用单位很

少考虑投资风险和经济效果，资金损失浪费现象比较

严重。实行财政资金的有偿占用，借贷双方通过签订

合同（协议），明确了各自应 负的责任，减少或避免

了资金的损失浪费，财政资金由一次使用变为滚动使

用，也扩大了财政支持生产的能力 ， 提高了资金的使

用效率。

（二）用活了财政资金。我 区县 级 经 济 基础薄

弱，财政收入少。全区87个市县中，有50个县是财政

补贴县，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自治区每年要对这些

县补贴1.86亿元。过去都是采取事后补贴、给“吃饭

钱”的办法。但年年花钱年年穷，补贴款吃掉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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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县的面貌却没有多大改变。把财政补贴款提前集中

使用，为各县发展商品经济、 开辟财源 、 振兴经济、

增加收入提 供了 资 金 ， 增强了这些县的 “造血”功

能。

（三）对开展财政信用进行了 大 胆的 探索。目

前. 我区发放的支持生产周转金贷款，就是上下级财

政之间通过信用形式进行的。如地、 市、县财政支持

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不足向上级财政提出申请，上级财

政可根据双方的协议，通过资金的调度，给地、市、

县财政以支持。加强上下级财政之间的资 金调度，不

仅缓解了资金需要与可能之间的矛盾，而且还为进一

步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财政信用、 财政资金的划拨

和融通业务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四）支持了生产的发展。我 区民族经济发展资

金管理局成立以来，向 国 营 企业发放贷款1.57亿元

（不包括地市资金管理所发放的贷款）， 支 持了265

个项目进行技术改造，预计这批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增

加税利1.5亿元左右； 批 准了25个县提前使用财政补

助款，金额达9 754万元，用 于 60 个新建 项目和现有

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

值30 679万元，新 增 税 利 9 585万元。有 的 项目 当

年投资当年就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些资金的投

放，对于改变我区工业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状

况，改变“老少边山穷”地区经济落后面貌，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三、几个问题

我们体会到，成立民族经济发展资金机构，用活

用好财政资金，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加强计划管理。凡是用财政周转金安排的

固定资产投资，都应当纳入计划这个 “笼子”。属基

本建设的纳入基本建设计划，属技术改造的纳入技术

改造计划，以免冲击国家计划，拉长基本建设战线，

影响投资效果。

（二）处理好财政与金融部门的关系。财政发放

支持生产周转金，把部分 财政资金由无偿变有偿，把

死钱变活钱，是财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弥补

银行贷款的不足，缓解资金需要和可能之间矛盾的一

项措施。因此，财政、银行应互相支持，密切配合。财

政周转金可以在银行开设单独的户头，自行管理，也可

以采用委托银行贷款的办法，具 体项目由财政审批，

拨款手续由银行办理，财政付给银行一定的手续费。

（三）进一步完善民族经济发展资 金管理机构。

从我区的实践来看，民族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机构有必

要进一步充实加强，拓展业务。我们的设想是：自治

区成立在财政厅领导下的副厅级局；地市成立在财政

局领导下的副处级分局；有条件的县，也可成立民族

经济发展资金管理所。还要进一步扩大周转金来源和

拓展业务，主要有：①凡属于财政支持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生产的资金、少数民族地区生产 生活补助费、边

境建设费等，统由资金管理局统筹安排发放。②发放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以弥补银行贷款不足。③接受各

地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发放由无偿变有偿部分资金的

借款。④代表政府发行经济建设债券，发展地区财政

之间资金的划拨和融通业务。

预算管理
统筹安排  综合治理  改变贫困 面貌

山 东省 沂水县人民政府

沂水县地处沂蒙山区东部，是一 个山多、地少、

水缺的老区大县。由于自 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等

原因，虽然解放30多年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的

生活还比较贫困。

1980年，国家在财政还很困难的情况下， 设立了

发展资金，拨出专款帮助贫困 地区搞建设。1984年，

沂水县被列为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重点受援县，两年

来共接受发展 资 金182万元。为使发展资 金确实发挥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首先制定了一些行之有效

的管理措施；一是加强 领导，成立了 “发展资金管理

委员会”。县委、县政府把管好用活发 展资金当成一

件大事来抓，列入工作议事日程。县委书记和县委常

委、副 县 长 分 别担任发展 资 金 管 委会 主任、副主

任、各乡（镇）也成 立 了 发 展资 金领导小组，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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