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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周转金，是财政支援农业生产发展的一

种周转性资金。受援单位使用这项资金取得经济效益

后，由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不计利 息，定期收回；收回

的资金，继续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部分资金周而

复始，并保持其完整性，因而称为 财政支农周转金。

一、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形成。财政支农周转

金是财政支农资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在实际工作

中逐步演变形成的。目 前这 项 资 金 的基本来源是：

（ 1）列入当年预算和上年结转的各项支援社队资金

中（如支援农村 人 民 公 社投资、小型农田水利补助

费、社队造林补助费、水 产 养 殖 补助费等）定期收

回，周转使用的那一部分资金；（ 2）各级财政用机

动财力安排的专项支农资金。

长期以来，国家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生产的资金，

都是采取无偿支援的形式。采取这种办法，受援者不

承担经济责任，资金用好用坏也不进行考核。 1961年

前后，北京、浙江等地的财政部门，为 了提高 支农资

金的使用效益，曾对小型农田水利补 助费在个别县，

试行无息贷款的办法。由于当时正 遇 三年严重自然灾

害，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很多社队无力偿 还，所 以这

种办法没有继续下去。 1974年后，湖南省攸县和辽宁

省盖县的财政部门， 用一部分资金支援社 队发展经济

作物，促进了受 援 社 队 的 发 展；但是，因为资金有

限，不能普遍支持，没有受支援的社 队有意见。这两

个县的财政部门，便把部分机动 财力和支农资金，以

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形式，用于支持社队经济作物和农

副产品加工生产的发展。事先商定，受援社队经济发

展了，一定时期内归还 财政，由财政继续用于支援其

他社队。后来有些地区也采取了这种办 法，效果都比

较好。从1979年开始，又有较多的 省、市、自治区用

周转金的形式，支持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发展多种经

营。这种形式有利于促进单位加强资金管 理，从而使

这些单位增加了收入，比较普 遍地提高了经费自给水

平。

1980年，国家进行 “分灶 吃饭” 的财政体制改革

后，对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原有各项财政支农资金，

除个别项目外，都包给地方了。为了解决某些从全国

范围看需要解决的问 题，发 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财政部又先后拨给中央水利、林 业、农牧等部门

一部分周转金，由这些部门用于支援生产的发展。另

外，对一部分扶助社队建设淡水商品鱼基地的资金，

也实行了周转金的办法。实践证明，实行财政支农周

转金的办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果，促进受援单

位加强经济核算；也有利于增强财政支农的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 1981年11月，财政部颁发 了《关

于加强财政支农周转金使用管理的暂行规定》 ，肯定

了把财政支农资金从无偿改为有偿周转（无息）的办

法，并在全国加以推广。

二、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两种形式。财 政 支

农周转金大体上可以分为财政支农多种经营周转金和

生产周转金两种形式，这两种周转金都是财政资金性

质。

生产周转金，是用于农业部门有些事业单位（如

良种场、种畜场、园艺特产场等）实行企业管理所需

的流动资金。我们知道，农业部门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

管理所需的流动资金，国家预算是不作安排的；因此，

财政部在农业事业费中列了一笔 周转金，用 来 解 决

这类单位所需的流动资金。这笔周转金，年终时虽已

编报决算予以核销；但是，当地财政部门 和 主 管 部

门，要把这部分资金作为流动资金进行管理和监督使

用。首先，要按单位核定流动资金定额，不 足部分，

根据需要和可能予以弥补；超定额部分，由主管部门

在所属单位中调剂平衡，或上交财政。这样，对使用

单位来说，是自有流动资金，在财政上就是生产周转

金。

多种经营周转金，也是支持发展生产用的周转金，
主要是用来支持集体经济和事业单位 充分利用自然资

源，发展以种植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 的 多 种经

营。为了区别于生产周转金，故称之为多 种经营周转

金。多 种经营的经济效益比较明显，资金回收快，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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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周转金的形式给以支持，可以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

大的效能。

此外，为了进一步开创农业经济的新局 面，对支

持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方面的补助费，也可以采取周转

金或者无偿补助与周转金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支持。

如小型农田水利、水 土保持、深井配套、喷灌、小水

电等的补助费，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投资，社队造林种

草补助费，水产养殖补助费等。

三、财政支农周转金与基建投资的区别。
财政支农周转金，一般地不得用于基本建设；至于集

体经济兴办的小型农田水利、水土保持、 深井配套、

小水电（总装机在 1，000 千瓦以下的水电站）、社队

造林种草、水产养殖基地建设等，虽然也是基本建设

性质，但是， 国家为了支援农村社队发展生产 ，可以

以周转金的形式给予必要的补助。然而，这 种补助不

同于一般的基建投资，必须定期收回，继续投放，继

续周转。

对于全民所有制农业单位的基本建设，以及那些

靠农民自己力量办不到的农村基建项目，如大型水利

工程、重点林区开发、公路干线、电讯等等，应当由

国家预算所列的基建投资解决，不能使用财政支农周

转金。

四、加强财政支农周转金的管理。财政支

农周转金的使用原则和管理形式，由各地在国家财政

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来确定。各地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运用农 业自 然资源调查

资料和区域规划，搞好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投放。要按

受援单位编报详细计划，进行可行性分析，预计经济

效益，并落实受援单位的自筹能力，然后再确定支持

的项目和支援的资金。投 放 周 转 金还 要认真签订合

同，分清经济责任，规定分期归还的时间和金额，有

关各方必须严格遵守。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还应当

帮助受援单位加强 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

理，促使预期的经济效益尽快实 现，为按期收回周转

金创造条件。收回的周转金一定要专户 存储，继续用

于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央有关部门的周转金，由有关部门加强管理。
年初要根据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 和主管部门的要

求，编制详细计划，年度中间检查效果，年终编报决

算，并及时总结经验。周转金要有一个额度，主管部

门可以在额度内支配使用，有放有收，保持周转金的

完整性。没有特殊情况，不经财政部门核准，不得减

少。各级财政部门要对周转金的使用情 况 进行监督。

出现问题，应及时研究解决，以充分发挥 支农周转金

的作用。

名词解释（税 务）

产课比 系指应税产品的产量与实 际课税 产品

数量的比例关系，简称产课比或 产课比 例。产课比，

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如某油田年产原 油1，000万吨，

自用油150万吨，课税的原油为850万吨， 产课比即为

产值税收率 是指一定时期内工商税收总额和

工业总产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反映每百元产值提供

税金的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税源 是指税收的来源。具体地说，凡是税法规

定的征税对象，都可以叫做税源。它是随着 经济的发

展变化而变化的，经济政策、税制变动和税政 措 施对

税源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经济税源调查 是指为了研究党和国家的经济

政策和税政措施对税收的影响，增强预见 性，挖掘税源

潜力，分析研究税源变化，观察经济发展趋势的一种

专业性调查。经济税源调查分经常性调查和专题性调

查两种。经常性调查，是为了系统地掌握各个时 期的

经济、税源发展变化情况的调查；专题调查，是为 了

研究某一个时期，某一项税源发展变化一次性的或几

次的调查。无论进行那种调查，都应该做到：（ 1）深

入实际，系统掌握经济、税源调查资料；（ 2）对调

查得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发 现问 题，预 测 趋

势，提出措施；（ 3）写出经济、税源调查报告。

平均纯益率 是指工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

经营所得的纯收入（或收益）与全部营 业额的比例关

系，它反映各个行业或地区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

的好坏和积累水平的高低，是编制工商所得税收 计划

时的重要参考数据。纯益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所得

额的大小和平均税负的升降，并体现着税收政 策。其

计算公式如下：

（隋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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