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召开以来，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我们管理使用发展资金的经验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指导意义。这

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一）因地制宜，一切从 实 际 出 发。（二）突出重点，综合治理。
（三）有偿与无偿相结合，以有偿使用为主。（四）实行责任制，按项目进行理管。（五）结合

使用，统筹安排。
王丙乾同志还就座谈讨论中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作了说明：

（一）关于设立发展资金的政策会不会改变的问题。他说，设立发展资金，是党中央、国务

院为尽快改变老、少、边、穷地区落后面貌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决策。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设立这

项发展资金是非 常 必 要 的，并且已经发挥了显著作用。今后一两年财政上虽然还比较困难，但

决不会减少发展资金的指标，更不会取消发展资金，今后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不断好转，将会逐

步增加发展资金的数额。但是，这并不等于分配给地方的指标也不能调整。今后，我们既要在一

定时期内 保 持 资 金使用的连续性、稳定性，又要根据各省、区资金使用的好坏和脱贫致富的程

度，在省区之间作必要的增减调整。各省区内部也应该这样办。
（二）关于能否用发展资金适当安排些中型基建项目的问题。经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

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在发展资金的使用上，允许有条件地搞一些小型基建项目。少数地方如

有条件，也可以与其他渠道的资金配合使用，搞点与群众脱贫致富有关的、能给千家万户带来利

益的较大的基建项目。
（三）关于扶持贫困户与扶持财政补贴县是否可以结合的问题。在贫困地区，群众穷，县财

政也穷，两者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如果能把扶贫工作和帮助财政补贴县“摘帽”工 作结 合 起

来，统筹考虑，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资金安排上，既要把重点放在帮助农民发展多种经

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也要注意发展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

在项目安排上，要统筹兼顾，大力发展那些既能使县财政增加收入，又能使群众从中得到收益的

项目，如兴办县工业和乡镇企业，多办一些种养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采矿业，以及为农民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项目等。
（四）关于如何理解有偿使用为主的问题。实行有偿为主的原则，是就整体和方向而言的。

主要是指对那些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和有偿还能力的受援对象，一定要坚持有偿使用，有借有还，
不计利息，到期收回的办法，目的是培养和增强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加

资金使用量，扩大支援范围。
在谈到今后工作问题时，王丙乾同志强调说：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扶贫工作的

历史责任感；二、要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作为管理工作的核心去抓；三、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

财经纪律；四、要继续加强领导，健全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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