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交流

谈谈家庭农场资金的构成和筹集

宫成喜

家庭农场是国营农场的最基层生产经营单

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为了进行生产经

营活动，它需要一定的生产经营资金。认真研

究家庭农场的资金占用形式，广泛筹措需要资

金，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努力加速资金周转，
提高资金融通效益，对于促进商品生产发展，
改善经营管理，取得最佳成果，具有重要的意

义。

一、家庭农场的资金构成

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起作用看，家庭农

场占用的资金，一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流动资金。是家庭农场用于生产周

转的资金，大体上由四个部分构成：一是储备

资金，包括自产和由外部购入 用 作 储 备的种

子、饲料、化肥、农药、小农具和低值易耗品

等所占用的资金；二是生产资金，包括幼畜和

育肥畜、各 种 农、林、牧、工、副、渔 在 产

品、待摊费用等所占用的资金；三是产成品资

金，包括库存的粮食、油 料、肉 类、和其 他

农、林、牧、工、副、渔等产成品所占用的资

金；四是结算资 金，包 括银 行存 款、库存现

金、应收货款和其他结算资金等。
（二）固定资金。是指占用在固定资产上

的资金，也就是占用在 主要 劳动 手段 上的资

金。家庭农场的固定资产，能多次参加生产周

转，在生产过程中保持它的实物形态，并逐渐

发生损耗，直到不能再用时，才进行更新。家

庭农场的固定资产，按经济用途分，主要有四

大类：一是房屋 建筑 物，如烤房、仓 库、水

塔、贮窖等；二是机械设备，如拖拉机、收割

机、排灌机、农用汽车和工业设备等；三是经

济林木，如果树、桑树、橡胶树和其他经济林

木等；四是产畜和役畜，如 役 用 的 牛、马、
骡、奶牛和种公畜等。

（三）专用基金。家庭农场的专用基金，
是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从生产经营收益

中提取的，用于各种专门用途的资金。目前家

庭农场的专用基金主要包括：扩大生产基金、

以丰补歉基金、更新改造基金和集体 福 利 基

金等。家庭农场的专用基金，要按照特定的用

途使用，但一般不实行专户存储。
（四）生活消费基金。一般是指用于家庭

农场成员的衣、食、住、用等 生活 消费 的基

金。它包括从家庭农场的收益中提取的自产留

用的物资和外购生活资料的资金。这些生活消

费基金，在一个家庭农场里往往和流动资金、

固定资金合在一起使用，平时难以划分清楚，
但在年终进行收益分配决算时，还是能够估算

出一定数字的。

二、家庭农场经营资金的来源

家庭农场的资金来源比较多，有自筹的，

也有借入的。由于各家庭农场经济条件不一，
管理水平不尽相同，资金来 源 也 不 一样。但

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来源。
（一）家庭农场自筹资金。是指家庭农场

内部形成的资金。家庭农场自筹资金主要有，
内部积累资金，即承包利润、自营利润和联营

分成等；内部周转资金，即家庭农场提取的生

产发展基金、储备基金和劳保福利基金等；内

部投放资金，如自制生产工具、自建房屋、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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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等所形成的增值资金，这是家庭农场自筹

资金的主要来源。除已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所占用的资金外，家庭农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

的主要做法是，在各种产品产出后，首先要留足

必需的口粮、食油、种子、饲料和其他自留产

品；在出售产品、提供劳务所得收入中，扣除

物化消耗费用和应当上交的税金、利润和管理

费等后，要留下必要的生产发展基金和以丰补

歉资金；在当年新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家庭副

业生产收入中，留出必要的周转资金，用于临

时周转需要。
（二）国营农场借款。家庭农场生产建设

所需资金，主要是靠自筹解决，但如果资金不

足时，也可以采取借款办法解决。因家庭农场

是国营农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首先是向国

营农场申请借款。但双方要签订借款合同，规

定借款条件和还款期限。家庭农场向国营农场

借款，原则上都要付给一定的利息或资金占用

费，并按期归还。目前有些国营农场经济实力

比较雄厚，自筹资金能力比较强，对少数确很

困难的家庭农场，也可以给予少 量 的 无 偿投

资，或借款不收利息。这主要限于家庭农场的

起步时。
（三）银行贷款资金。家庭农场生产经营

资金确有困难时，还可以向 银行申请 贷款解

决。一是申请基本建设贷款，主要用于添置耕

畜、机械、车辆和修建生产用房等。二是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解决

季节性 临 时 性 需要。三是向银行申请其他贷

款，如更新改造贷款、小型技措贷款、场办工

业贷款、场办商业贷款和开发性贷款等，这些

贷款主要用于 更新 改 造、改善经营，以促进

家庭农场的发展。
（四）财政支农周转金。家庭农场进行生

产建设所需资金，一般主要依 靠自 筹资 金解

决，季节性和临时资金不足时，可分别情况向

国营农场和银行申请借款解决。财政部门原则

上可不再安排资金扶持，但对少数搞开发性生

产的家庭农场，或少数底子薄、资金困难很大

的家庭农场，在他们兴办的初期，财政部门也

可酌情给予有偿扶持。财政扶持家庭农场的支

农周转金，可以通过国营农场转借，也可以直

接借给家庭农场。财政部门在扶持前应切实做

好调查研究，搞好经济预测，合理确定扶持对

象和扶持金额。在发放扶持款时，还要规定还

款期限，并由双方签订经济合同，按期收回。
财政扶持家庭农场的支农周转金，原则上要收

取一定的资金占用费。
（五）外部投 入资 金。主要 包括 四种资

金：一是个人投资，包括国营农场职工和农民

的入股投资；二是侨股资金，指国外华侨投到

家庭农场的资金；三是联营投资，包括国营企

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企业单位对家庭

农场实行联营投入的资金；四是外国投资，包

括国外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家庭农场的投

资。从目前家庭农场的资金来源看，外部投入

资金是比较少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开

放的进一步发展，外部投入资金将会逐步有所

增加。家庭农场要善于利 用外 部投入资金，
这对搞活企业经营，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不断

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家庭农场筹集资金的原则

家庭农场进行生产经营，必须具有一定数

量的生产资金。家庭农场在筹集生产经营所需

资金时，应当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一）自力更生为 主，吸收 外来 资金为

辅。家庭农场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

的基层生产经营单位，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属

于全民所有，生产产品和所得收入，除按照国

家政策和经济合同规定，向国家上交农畜产品，

上交税金和利润，向国营农场上交管理费、生

产发展基金和集体福利基金外，其余全部归家

庭农场所有和支配，因此发展生产经营所需资

金，主要应当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只有在自

筹资金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国家才

能根据需要与可能，酌情 给予必要的有偿扶

持，作为解决家庭农场资金不足的一种辅助力

量。
（二）资金积累与劳动积累相结合。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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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家庭农场的实践情况看，家庭农场的积

累形式，有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两种。在家庭

农场中，每年从收益中提留的生产发展基金属

于资金积累。家庭农场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一

部分生产资料，还要利用货币通过商品交换的

形式取得。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农

场通过商品交换形式取得的生产资料将会日益

增多，因此资金积累十分重要。
劳动积累是指在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的情

况下，把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直接 用于 基 本建

设，把活劳动直接凝结在固定资产或劳动对象

上，所形成一种活劳动的积累。家庭农场实行

承包后，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剩余劳动力和

剩余劳动时间比较多，可以把剩余劳动力和发

展生产基金结合起来，用于兴修水利、改良土

壤、修建棚圈、建筑仓库等方面，不断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扩大再生产

能力，促进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家庭积累与个人积累相结合。在家

庭农场内，除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外，还有两种

积累，一是家庭农场积累，一是劳动者个人积

累。近几年来，随着家庭农场的建立，生产规

模的扩大，商品生产的发展，经营管理的改善，
纯收入的增加，家庭农场和每个劳动成员，都

有可能积累一些。提倡家庭农场和每个劳动者

多积累一些，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

金，有利于推动勤俭办场，促进生产建设的发

展。
（四）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相结合。家庭

农场进行生产经营，自筹资金确实不足时，需

向银行申请贷款。目前银行向家庭农场发放的

贷款主要有两种：一是生产费用贷款，主要用

于生产周转资金的不足，借款期限比较短，一

般要在借款当年一次或分几次还清，利息比较

低些；一是生产设备贷款，主要用于添置农业

设备，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贷款期限比较长些，
一般是一至三年，长的可达五年，一次或分几

次还清，利息比较高些。对于这两种农业贷款，
家庭农场应区分不同情况，因事制宜地适当利

用一些。但是为了不断发展商品生产，取得最

佳经济效益，一般以多利用 生产费 用贷款为

好。在使用银行贷款时，应尽量把这两种贷款，
统筹加以安排，充分发挥资金效能。

简讯
湖北省荆州财税学校举办首届转业干部培训班

近年来，根据‘精简整编’的精神，大批军队干

部转业到地方财税部门工作，参加家乡的四化建设。
为了使这部分同志尽快适应迅速发展的经济工作，荆

州地区财税学校举办了全地区财税系统首届转业干部

培训班。
这个培训班于 3 月10日正式开学。在为期三个月

的时间内，学员们将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财政基础

知识、会计学原理、工业会计等课程。参加学习的全

体转业干部一致表示，要在地方“再展宏图，力争尽

快成为有专业理论知识的管理者”。
（正 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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