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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性质

财政支农周转金是国家财政借给农业生产者用于

发展生产，到期回收，周转使用的资金，是财政支农

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分配和

使用采取了有借有还、到期回收的方式，但是财政支

农周转金同银行信贷资金仍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资金来源看，财 政 支 农 周转金主要来

自：1.国家预算内当年安排和上年结转的各项财政支

农资金中有偿使用的部分，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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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造林补

助费、农村水产补助费以及农业事业单位按企业管理

的生产周转金；2.各级财政用机动财力安排的专项支

农资金中作为有偿周转的部分；3.农垦企业亏损退库

转作周转金的部分；4.各级财政预算外资金可以用于

农业生产有偿使用的部分；5.回收的财政支农周转金

继续周转使用的部分；6.财政部门收取的周转金逾期

占用费转作周转金的部分等。前三项资金，财政部门

在第一次拨付时，年终均要列报财政支出决算，回收

后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继续用于支援农业生产。从

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来源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周转金是

财政部门为实现其职能通过财政分配所筹集和使用的

资金，它有着特定的资金来源，不同于银行信贷资金

能广泛吸收社会流通中的各种闲置资金和暂歇资金。

第二，从资金运用的范围来看，财政支农周转金

是财政支农资金的一部分，它必须按照财政支农任务

的要求来运用，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农村

经济的方针、政策及财力的可能，重点用于发展农村

商品经济，改变贫困面貌，促进增产增收，扶持具有

开发性、示范性、关键性，能直接获得经济效益的项

目，以及农村合作组织、农业企事业单位组织的为广

大农户和职工家庭农场发展生产服务的有关项目。无

论支持什么项目，支农周转金都主要用于生产建设配

套和设备购置等方面，并力争做到“扶持一点，受益

一片”。由此可见，财政支农周转金的运用有其特定

的范围，而银行信贷资金的运用则广泛得多。

第三，从目的上看，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办法，

一是为了促使用款者加强经济核算和经营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二是为了逐步建立一笔强大的支农基

金，缓解农村资金供需矛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财

政支农周转金虽然是有偿的，但只对逾期不还的周转

金视情况收取一定的占用费。而银行的信贷资金虽然

有为社会生产服务的一面，却还有获得 利 润的 另一

面。根据以上各点，可以看出财政支农周转金同银行

信贷资金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财政支农周转金不是信贷资金，那么它是否属于

国家信用的范围呢？社会主义国家的信用有其特定的

含义，通常是指国家财政为了筹集资金而通过一定的

信用方式，如在国内发行公债、国库券，以及在国际

资金市场上发行由政府担保的公债券等方式，吸收国

内外资金，为发展本国生产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国

家是以债务人的身份出现的。而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

办法，国家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因此，财政支农

周转金也不属于国家信用范畴。
二、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作用

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办法，是财政部门运用

经济手段管理支农资金的一项重要改革。其作用主要

在于：

（一）增强受援者的经济责任感，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国家财政对用于支援农业

生产的资金都是实行无偿拨款。这对支援改善农业基

本生产条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具有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而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是十分必要的，有利

于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其进一步发展的

后劲，体现国家财政的扶助政策。但是，对支援农业

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工副业生产，以

及开展多种经营等具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也采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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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拨款的形式，资金使用的好坏与受援者的切身利益

脱钩，致使部分受援者在使用资金时，不讲求经济责

任，不精打细算，造成财政资金不应有的 损失浪费。

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办法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很

大程度的扭转。受援者 在申 请 借 用财政支农周转金

时，必须考虑所经营的项目是否具有经济效益，借了

钱是否能够归还。这样大大增强了受援者的经济责任

感，调动了受援者加强管理，讲求效益的积极性，从

而使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得到提高。

（二）用活财政支农资金，提高农财工作管理水

平。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办法，使发放的资金在

经济合同规定的一定期限内有可能逐步收回，收回后

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作为预算外资金管理，在农 业银行

开立专户储存。这样，就可以根据国家发展农村经济

的方针、政策，立足当地的自然条件、 经济资源，从

保证宏观经济效益出发，灵活调度，重点使用。由于

这种管理办法既有发放，又有回收，资金周而复始地

有计划、有重点地使用，因而把 财 政 支 农资金用活

了。同时，这种管理办法包括发放、使用、回收 等多

方面内容的管理，也调动了各级财政部门的农财单位

的积极性，促使其努力提高农业财务管理水平。做到

在发放资金时，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开展项目评

估，合理确定扶持项目；在使用资金时，从坚持用经

济手段管理经济的原则出发，建立健全各项使用管理

制度，经常监督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帮助受援者加

强经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保证资金发挥效益；在

回收资金时，从保证资金不断循环周转出发，狠抓经

常性的清理工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组织回收到期

的财政支农周转金。各地财政部门自建立财政支农周

转金以来，从手续、制度不完备，不健全，到逐步建

立各项财务、 会计制度，积累了 不少新鲜的经验，财

政支农周转金的管理也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的重视和

支持，这些都将推动农财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

（三）壮大财政支农力量，缓解农业资金供需矛

盾。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不断

扩大，但由于每年 用于 扶 持 发 展农业生产的资金有

限，资金需要与可能之间的矛盾十 分尖锐。尤其是现

阶段，在继续贯彻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下，必

须适当增加对农业的物质、科技和智力 开发的投入，

才能增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后劲，而这些投入 都要有

一定的资金作保证。通过实行支农周转金办法，建立

一笔雄厚的支农周转金基金作为预算内财政支 农资金

的补充，对缓解资金供需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培养 财 源。由于使用

财政支农周转金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各地财政

部门在发放支农周转金时，注意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出发，因地制宜地支持发展各类商品生产项目。有的

支持以种植业、 养殖业 和 农 副产品加工 业为主的项

目；有的支持以各类乡镇企业为主的项目；有的支持

以解决商品生产所需的经济服务为主的项目等等，这

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培养 和扩大了财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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