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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的财政支农周转金能否 按时 回 收，是检验

支农周转金使用效益的主要标志，也是管好用好支农

周转金的关键。近两年来，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财税局

十分重视对到期支农周转金的回收工作，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至1985年底，他们共发放支农周转金65.9万
多元，其中1985年度到期的5.4万多元支农周转金，到

年底已收回了4.7万多元，占到期应收回数的87%，比

1984年度的到期回收率，提高了53%。今年到期应收

回的支农周转金为14.6万元，预计能 全部按期收回，

回收率可达100%。在支农周转金的发 放、使用、管

理、回收过程中，晋城市城区 财税局主要采取了以下

措施：

一、制定和完善各项制度，把好投放关。晋城市

城区财税局 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上级要求，适应当

前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两年来逐步建立和完

善了有关支农周转金使用、管理的各项制度。在这一

过程中，从用款单位的申请手续，到主管部门对扶持

项目的筛选；从对资金使用效益的检查，到逾期资金

的回收，不论他们制定哪个环节的规章制度，都着重

考虑怎样保证到期资金能够按时回收，尽可能地堵塞

影响资金回收的漏洞。在全 面 落 实 各项制度的基础

上，对支农周转金的投放，晋城市城区财税局着重抓

了四个关键环节：一是使用支农周转金必须由本单位

根据需要提出申请，经所属乡、镇、办事处或主管部

门严格审查批准。坚决杜绝由领导直接批条子、讲人

情拨款，或出于某种需要从上至下布置拨款等错误作

法。二是对项目的 审查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尽

可能作出可行性论证和效益预测。坚决克服那种不弄

清情况，先求先应，只管消极拨款的不负责任态度。

三是签订经济合同必须项目齐全，文字准确，手续健

全。合同对扶持项目、用款范围、使用时间、拨款程

序、效益检查、还款期限，以及双方应承担的经济责

任，都必须规定清楚，并且还要经过公证处办理公证

手续，取得法律保证。四是要求对支农周转金必须专

款专用，发现有挪作他用的问题，坚决予以纠正。19

84年度他们曾给原城关镇西巷两次发放扶持蔬菜生产

的周转金26，500元，但该单位违反合同规定，擅自把

这笔款拨给所属的门市部作为流动资金。这一问题被

发现后，许多人都来讲情，希望能缓一段时间从门市

部抽回资金。他们一面 讲清保证扶持蔬菜生产周转金

专款专用，对解决“吃菜难”问题的重要性；一面坚

决按照原订合同的规定，采取措施把资金从门市部抽

回，及时投放到蔬菜生产中，使120余 亩 菜田实现了

塑料薄膜覆盖。这样做，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菜

供应紧张的局面，又使资金的按时回收有了可靠的保

证。后来，该单位主动归还了6，500元 已 到期的周转

金。
二、注意发挥支农周转金的使用效益。晋城市城

区财税局从实践中进一步明确认识到：资金使用效益

是回收到期周转金的物质基础。只有努力 帮助用款单

位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周转金的

到期回收。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方面，他们有三点做

法：

一是以效益为中心，择优选定扶持项目。过去他

们曾采用过按单位 平均分配支农周转金的办法，结果

是效益高的项目得到的资金不够用，而效益低的项目

却投入了过量资金，造成很大浪费.1985年，他们改

变了这一错误做法，每发放一笔周转金，都首先把效

益审查工作做在前面，坚持实行“四优先”、 “一限

制”的原则，即：对投资小、见效快 的 项目 优先扶

持；对着眼未来，有发展前途的项目优先扶持；对发

展一点、受益一片的项目优先扶持；对确有偿还能力

并信守合同的单位 优先扶持；而对效益不高、前景不

好的项目则限制投资，即使已经签订了合同，也要力

争说服用款单位适应情况变化，改变资金投向。1985

年度他们从22个预选项目中，经过严格筛选确定了13

个，扶持金额达20.5万元，大部分项目都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

二是 积极为生产决策出主意，当参谋。为了使扶

持乡 镇企业的支农周转金发挥效益，他们平时十分重

视对各种不同类型乡镇企业生产效益进行调查、分析

和预测，密切注意市场的供求信息和动向，并初步建

立了简单明了的档案资料。他们还同农业银行等有关

单位互相配合，对已经发放的支农周转金及时进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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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析，从而随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供用款

单位参考。钟家庄乡原准备修建一座 6 立方米的小炼

铁炉，城区财税局向其提供了1.5万元的周转金。在筹

建过程中，该局通过对目前生铁市场的调查，预见到

小高炉产的低标号铁今后将越来越没有销路，便立即

建议该厂从外地引进资金，建设一座15立 方 米 的 高

炉，生产高标号的灰铁，并又向他们提供了 2万元周

转金。现在这座高炉已建成投产，每 月可 产生铁450

吨，除保证了本乡农具厂用铁外，还销往河南、湖北

等地，纯收入近 20万元，预计年底以前就可收回全部

投资。

三是对过去因投向失误或经营不善，已经造成亏

损的企业，不是见危撒手，消极地索还资金，而是热

情相助，主动 与企业一起，找准原因，对症下药，尽

快扭亏 为盈，从而使扶持对象变被动为主动，重新恢

复偿还周转金的能力。西巷罐头厂1984年使用支农周

转金 2万元，因原材料涨价和技术力量不足等原因，

出现了亏损。财税局的同志闻讯后与厂 领导 一起研

究，于1985年 4 月份停产改建成了专用设备厂，生产

制钉机、拔丝 机、烧窑 机等机械，现已开始按合同向

太原、长治、河北等地供货，预计年底可盈利 6万余

元。偿还 2万元周转金已有保证。

三、层层负责，加强资金管理。支农周转金能不

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如期收回，关键 还 在 于加强管

理。晋城市城区财税局明确认识到，加强对支农周转

金的管理，主要责任 在局领导和分管这项工作的农财

工作人员身上。在日常工作中，局领导把支农周转金

的管理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听取 汇 报，掌 握 情

况，分析形势，针对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并

及时给予具体指导。局领导还主动把支农周转金的回

收情况作为检验自己工作成效的一项重要依据。每次

下乡检查工作，他们都把 检查周转金的使用效益和督

促按期回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具体负责这项

工作的农财科，在管理上，对每一笔资金都能够做到

发放前详细掌握有关的经济资料，使用 过程中随时了

解资金的周转状况和取得的效益，并初步建立了效益

档案。对本年度到期的周转金，他们提前进行调查摸

底，弄清哪些单位有偿还能力，何时可以偿还，哪些

单位偿还有困难，应采取什么措施。同时，还逐家逐

户地与用款单位一起，订出还款计划，使主管业务部

门和用款单位都能心中有数，做到早计划，早安排。

每当遇到一些难度比较大的工作时，局领导和农财科

的同志们一起出动，解决难题，有力地保证了资金回

收工作的顺利 进行。

晋城市城区财税局还紧紧依靠乡镇领导和财政所

以及各主管部门，协助加强对支农周转金的管理。对

乡镇领导，他们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宣传管好、

用好支农周转金的重要性。每审批一项支农周转金，

他们都及时向乡镇领导通知有关情况，调动乡镇领导

协助管理支农周转金的积极性。对乡镇财政所，他们

通过集中培训，使乡镇财政干部初步掌握了支农周转

金使用和管理的各项政策与办法。为了鼓励积极回收

到期的周转金，并对占用到期资金不还的给予必要的

经济制裁，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当年安排资金

与上年回收挂钩，积极归还者可优先给予安排，拖延归

还者不予安排；二是对不按时归还到期周转金的，除对

单位 每月罚 6‰的资金占用费外，对所属乡镇和主管

部门要酌情扣减当年经费，抵交到期的支农周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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