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广场

加 强 粮 食 专 项 资 金 管 理

提 高 资 金 使 用 效 益

浙江省农业厅计划财务处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是加强资金管理的主要

目的。近几年来，我们把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

心，以加强资金管理为重点，从基层抓起，抓好

基础工作” 作为我们财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

要工作内容，加强我省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农业部分）的管理工作，取 得 了 较 好的成

效。
一、参与整体规划，搞好综合平衡，为领

导决策服务。
我省粮专资金的综合平衡工作由我们计财

处负责。由于粮专资金 牵 涉 部门多，涉及面

广，我们着重抓了参与整体计划的制订和综合

平衡工作。在安排粮专资金时，我们以提高粮

食产量和商品率为目的，以21个产粮县为重点

（包括宁波市 3 个），围绕五大体系建设（农

田排灌体系、良种繁育和供应体系，土壤改良

地力培育体系，植保综合防治体系和农业机械

化推广体系），认真 搞 好 五 个结合（政技结

合、中长期规划与短期项目建设结合、点与面

结合、资金与物资结合、民办与公助结合），
努力实现五个统一（统一 作 物 布 局、统一排

灌、统一机耕、统一播种、统一植保）。首先

是根据总体要求，请各业务部门提报项目，然

后按照“统一规划、分年实施、保证重点，照

顾一般”的原则进行筛选，并协同业务部门制

订出分类计划和安排原则，优先安排新品种、
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资金，然后安排改

善基础设施的资金。对原良种场则先解决种子

仓库，晒场房和晒场的维修资金，后解决渠道、
机耕路、排灌设备、低压电网的改造和装备农

业机械所需资金。

为了在重点产粮县逐步完善“三级繁育、

两级供种”体系，形成良种繁育和推广网络，
我们着重规划了种子供应点的建设：对于重点

产粮区，建立区级供应点作为县种子公司的下

伸点，与县公司统一核算，统负盈亏；对重点

产粮乡，则设乡供种点，隶属乡农业综合服务

站。区站和乡点不重复设立，以免造成重复供

种。对设立乡供种点我们规定必须具备下列五

项条件：一是确系重点产粮乡，粮田面积一般

不少于六千亩，提供商品粮不低于200万公斤；

二是要有一定的种子繁育基地；三是乡政府有

建点的积极性，能提供不低于 1 比 1 的自筹配

套资金；四是种子仓库必须专库专用，不得存

放化肥农药等物资；五是要服从县种子公司的

业务领导。区乡供种点的建设，方便了群众，
提高了良种推广复盖率，可望实现良种 “三年

一更新”。乡供种点的建立，还为乡农技站开

展供种为主、多种经营创造了物质条件。
二、配合立项调查，坚持实地评估，实行

项目管理，开展全程服务。
对于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的安排，我们

坚持省对县实行不分指标、不定基数、不搞平

均分配的 “三不”原则，择优投资，按项目管

理，改变过去 “一批、二拨、三不管” 的做法，

积极参与全程服务。在项目的立项上，坚持实

地评估，采取以效益定项目，以项目定投资的

办法，进行择优扶持。对各地申报的粮专资金

项目，组织各有关部门力量，深入实地、逐个

审查，逐项落实。在调查立项中，做到 “四统

一”，即统一投资项目程序，统一计算基准，

统一配备标准，统一投资定额标准。如对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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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场的基础设施，第一年先解决仓库、晒场和

渠道，这就是投资项目程序。统一按实际种植

粮田面积作为配套仓库及晒场的依据，调整产

业结构时已经改种经济作物和 挖 塘 养 鱼的耕

地，应予剔除，再按每亩粮田配备1m 2仓库，

1m 2晒场房，10m 2晒场标准进行配置。新 建或

修造仓库、晒场等统一制订造价。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各部门协同确定项目。对用款单位

实行“四定”，即定项目、定任务、定资金、

定效益的管理办法，并且与建设单位签订粮专

资金建设协议书，实行项目管理。对属于基本建

设的项目，要求项目建设做到“四包”：包工

程量、包进度、包质量、包投资，促使项目早

动工、早完成、早见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我们积极配合业务部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重点检查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建设

进度、建筑工程质量和地方配套资金落实情况

等，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办法，确保项目

如期完成。项目竣工后，及时参加项目验收，

做到善始善终、全程服务。
三、明确投资方向，确保投资重点，制定

不同资金匹配政策。
粮专资金投放的正确与否，关系到能否体

现国家扶持发展农业的政策，能否促进粮食生

产的稳定增长，还直接关系到资金使用效益的

高低。因此，必须明确投资方向，确保投资重

点。省里确定嘉兴、湖州、绍兴等21个县为我

省重点产粮县（占全省总 县 数的 25%）。为

此，我们将这21个重点产粮县作为粮专资金投

放的重点。在地方资金的匹配上我们也根据不

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匹配政策：一是以国家和

地方财力为基础，以多渠道的社会性集资作支

柱，把农民的集体积累和其它资金作为补充。
如对低产田改造和农业机械化试点、适度规模

经营所需资金，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二是国

家与地方按 1 比 1 比例投资。三是对重点产粮

县的项目，中央拿40%，省拨36%，县财政配

24%，实行优惠政策。对重点产粮县以外的县

的项目所需投资，中央和省下拨60%，县财政配

套40%。对于一些投资数额较 小的 全 省性项

目，一般就不用地方配套资金了。我们还根据

粮专资金的使用范围，结合当地实际，狠抓了

投入小、效益高的项目建设，把重点放到良种

繁育供应和新品种、新技术以及提高农民文化

技术素质的投入上。对于原良 种 场的 资金投

入，我们十分注意处理好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

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把内涵扩大再生产作为

投资的重点，即通过运用新技术、培育新品种和

改造低产田，对现有农田水利设施进行维修、

改造，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益，以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
四、制定相应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为掌握粮专资金的使用情况，加强管理监

督，我们建立和完善了粮专资金的管理制度，

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建立项目

事先调查研究、论证、审定制度；2.建立经济

协议书、资金配套 和 项 目 实施包干制度；3.

建立和完善项目资金投入的跟踪反馈、服务、

监督、检查制度；4.建立资金使用的报告检查

和项目竣工验收制度。这些制度保证了粮专资

金使用的有效性。

财会动态简 讯

  全国农业财务工作

会议在杭州召开

（本刊记者）

全国农业财务工作会议于五月末在杭州召开。农

业部副部长陈耀帮在会上就加强 农 业财务 工作讲了

话。他要求财务部门继续深化改革，完善财务包干制

度；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 扬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继续深入开展 “双增双节”

运动。陈副部长还勉励大家勇于开拓，精心理财，勤

奋工作，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

会议还总结交流了近几年来农业财务工作的基本

经验，研究并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业财务工

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讨论了加 强农业财务工作

的有关政策和措施。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理财广场
	加强粮食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