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财政监督机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队伍整体

素质进一步提高

（一）地方财政监督检查体系日益健全，队伍整体素质进

一步提高。2001 年，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紧紧依靠当地政府，

抓住地方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在财政监督机构设置和监督

干部配备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全国除上海市以外，

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都成立了财政监督检

查专门机构。其中，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吉林、辽宁、福建、

河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等12 个省（区、市）还另外设置了

事业编制的专职检查队伍。各地在狠抓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

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监督干部的教育培训。2001 年

11 月，福建省在澳大利亚举办了首届“高级财政监督管理研

修班”，对全省各地（市）财政监督分管领导和财政监督机构负

责人进行了为期21 天的培训；安徽省组织全省 50 多名财政

监督检查干部在上海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举办了为期 10

天的财税金融业务知识培训等。财政监督先进个人和单位不

断涌现。在2001 年由共青团中央、财政部等 12 家单位联合

举办的“中国百名优秀（杰出）青年卫士”评比表彰活动中，财

政部监督检查局刘湘伟、江苏省连云港市监督检查科万春桂

和财政部驻河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牛江涛等三位同志获

此殊荣。

（二）专员办机构队伍建设取得新进展。2001 年，财政部

先后对北京、大连、四川等 26 个专员办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和充实，批准天津、大连等 8 个专员办实行处级干部竞争上

岗。同时制定下发《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党组议事规则》和加

大专员办反腐治本力度，进一步加强了专员办党建工作和廉

政建设。2001 年，财政部先后选派部分专员办领导参加了中

央党校地厅级干部培训班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理论培训班，

举办了一期“全国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助理（处长）培训

班”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培训班，组织一次赴德国“西方

财政监督与管理培训班”，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地提高专员

办队伍整体素质。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供稿，黄 斌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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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九五”期间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明

确“十五”期间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九五”期间，通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

件，保护和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提高

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为推动我国主

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

变，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据统计，“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共投入资金827 亿元，改造

中低产田 1.73 亿亩，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约占全国同期新增粮食生产能力总量的 48 % ，项目区林木覆

盖率平均提高了1.62 % 。“九五”期末，项目区农民年人均纯

收入达到2 522元，比非项目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高269 元。

“九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

1.坚持“两个转变”的指导思想。即：由过去以改造中低

产田和开垦宜农荒地相结合转到以改造中低产田为主，尽量

少开荒甚至不开荒，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保护生态环

境有机结合起来；由以往以增加主要农产品产量为主转到积

极调整结构，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上来。

2 .坚持“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

的投入机制。这种投入机制，既发挥了国家资金的导向和支

持作用，又体现了“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调动了农民

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多渠道、多形式吸引和增加

投入的良好局面。

3.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农业综

合开发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

以市场为导向，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着力发展具有区域

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促进全国农业区域布局的

调整和优化。

4.坚持综合性的开发方式，讲求综合效益。进行山水

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人力、财力、物力

和科技综合投入，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实现农业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整体提高。

5.坚持严格的项目和资金管理制度，确保开发资金使

用效果。借鉴世界银行和其他方面项目管理的经验，建立了

一整套严格的项目申报、评估、审批、验收等制度，做到了项

目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坚持按项目管理资金，严格

资金的投向和使用范围，切实把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

6.坚持各方紧密协作，形成合力搞开发的管理体制。

根据国家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的总体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加

强领导，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围绕开发的总体目标，积极

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形成合力搞开发，确保农业综合

开发顺利进行。

（二）“十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

务。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根据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

的方针政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

五年计划纲要》，组织编制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十五”

计划》，经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第四次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以

财政部文件印发。其指导思想是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农业主产区为重点，着力加强农业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力推

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十五”期间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目标和任

务是：

1.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计划改造中低产田

1.82 亿亩，其中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1 亿亩，每年节约用水

142 亿立方米。经改造的中低产田，力争全部建成高产、稳

产、节水、高效农田，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

增强。

2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农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计划建设优质专用粮食基地

4 163万亩，建设优质饲料作物基地1 343万亩，养殖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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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亿只，发展水产养殖面积376 万亩，扶持农产品加工及

服务项目2 300个。

3.农业科技含量和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到

2005 年，力争使项目区农业科技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10个百分点，并建成一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4.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计划建设农田防

护林960 万亩，增加农田林网防护面积1.05 亿亩，项目区

林木覆盖率比“九五”期末平均提高2 个百分点。

5.项目区农村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农民收入明显增长。

预计“十五”期间项目区实现农业增加值10 180亿元，新增利

税4 113亿元。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非项目区高390 元。

二、继续坚持“两个转变”，努力实现“两个

提高”

2001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63 亿元（不

含利用世界银行贷款4.2 亿元），比上年增加 8 亿元，增长

了14.5% 。其中中央预算安排52 亿元，比上年增长13% ；

利用回收的中央财政有偿资金安排 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2 % 。地方各级财政配套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60 .5 亿

元，比上年增长19.6% 。加上配套投入的银行贷款29.9 亿

元、农民自筹资金46亿元、其他资金1.5 亿元，2001 年农

业综合开资金总投入为200 .9 亿元。为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化，2001 年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继续

坚持“两个转变”的指导思想，努力实现“两个提高”，即：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一）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1 年，农业综合

开发继续坚持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为主要内容，突出发展节水灌溉，积极推广旱作农业，

建设了一批节水增效示范工程和旱作农业示范基地。同时，

适当提高了中低产田改造投入标准和建设标准。其中投入标

准为每亩308 元，比2000 年增加20 元，增长了6.9% 。通

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巩固、保护和提高了我国

基本农田的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为进行农业结构

调整提供了良好的基础。2001 年共完成中低产田改造

2 565.12万亩，草原（场）建设 257.71 万亩，节水农业示

范工程238.76 万亩，农业生态工程 177.84 万亩。新增和改

善灌溉面积3 332万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1 244万亩，增

加农田林网防护面积1 624万亩。2001 年农业综合开发新增

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为：粮食 41.20 亿公斤，棉花4 884.6

万公斤，油料2.33 亿公斤。

（二）扶持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2001 年农业综合开发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一是立足各地资源优势和比较优

势，大力发展优质专用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着力支持农产

品品种品质结构调整。全年投入资金 5.6 亿元，建成优质粮

食基地410.9 万亩，优质饲料粮基地 88.9 万亩；新增优质

粮食 16.3 亿公斤，优质饲料粮 5.2 亿公斤。二是积极发展

多种经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年种植经济林、蔬菜、花

卉、药材等共计 152.8 万亩，畜禽养殖年出栏6 363.3万头

（只），年末存栏1 663.2万头（只），水产养殖 73.8 万亩。

三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项目的扶持力度。积极推广“公

司+ 基地 + 农户”，“订单农业”等模式，重点扶持与农户形

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经营机制的龙头企业，进一步增强对

农户的带动力。全年共扶持农产品加工及服务项目 315 个，

其中中央财政投资 200 万元以上的龙头项目 92 个。四是积

极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

着力扶持发展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

地；在粮食主产区着力扶持优质、专用品种的粮食生产，建

设大型优质粮食生产基地和优质饲料作物生产基地，积极发

展畜牧业等多种经营，促进粮食等农产品的转化增值；在西

部地区着力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基地。农业综合开发通过支

持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民增收。2001 年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区农民新增纯收入总额为69.95 亿元。

（三）加强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建设，促进农业增长方式

转变。一是加大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重点推

广应用良种及平衡施肥、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病虫害综合

防治、畜禽快速高效饲养、模式化栽培、秸杆养牛等适用技

术，提高了项目科技水平和开发效益。二是与优质农产品基

地建设相结合，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农业科技推广

综合示范项目和农业现代化示范项目建设。增强了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区示范、带动和辐射功能。三是积极开展对农民的

技术培训。改善项目区农民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外部条

件，增加了农民利用科技致富的机会。四是加强项目区种

子、种苗和种畜繁育体系建设，促进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

代。五是通过扶持具有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的龙头企业、合

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科技推广体

系建设。2001 年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项目建设投资达

5.43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55 亿元，共扶持科技示范

项目72 个。

三、调整政策，健全制度，加强管理，提高农

业综合开发工作水平

（一）调整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若干比例。

1.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配套比例。根据地方

财力状况，适当提高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财政资金配套比例，

调减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财政资金配套比例。（1）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5 省为

1：1.2；北京、天津、上海及大连、宁波、青岛、厦门、深

圳 8市为 1：2。（2）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内蒙

古、广西、贵州、青海、宁夏、新疆 6 省区为 1：0.7；陕

西，甘肃、云南三省为1：0.9；西藏为1：0.5。（3）其他地

区，河北、山西、辽宁、海南、重庆 5 省（区）为 1：1；吉

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 8 省为

1：0.9。2001 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财政

资金配套比例为1：0.98。

2.财政资金用于土地治理、多种经营项目配套比例。

按照优化农业区域布局的要求，根据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对

不同地区财政资金（含中央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用于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项目的投入制定了不同的比

例。（1）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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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5 省和北京、天津、上海及大连、宁波、青岛、厦门、深

圳 8市为65：35；（2）西部生态脆弱地区，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

1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75：25，西藏自治

区财政资金100 % 用于土地治理项目；（3）其他地区（含黑

龙江省农垦总局）为70：30。作上述调整以后，2001 年全国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用于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项目的

投入比例为70：30。

3.中央财政资金无偿、有偿投入比例。为减轻各地有

偿资金还款压力和防止有偿资金形成债务风险，适当降低了

中央财政资金有偿投入比例，并根据各类项目的特点，按照

对投入公益性的财政资金实行无偿使用，投入非公益性的财

政资金实行有偿使用的原则，分别确定中央财政资金无偿、

有偿投入比例。其中，土地治理项目为85：15；多种经营项

目成为15：85；科技示范项目为 80：20。2001 年农业综合开

发中央财政资金无偿、有偿投入比例为65：35。

（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2001 年，围绕规范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工作，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制定和

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办法，初步构建了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和资金管理的制度框架体系，完善了项目和资金管理体制

与运行机制。在项目管理方面，一是制定了《关于发展农业

综合开发多种经营项目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时期多种经

营项目必须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出发点，立足资源优势和比较

优势，面向市场，依靠科技，着力扶持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

龙头项目，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提高开发效益。

二是制定了《关于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项目的意

见》，明确了这类项目指导思想、立项原则、立项条件、建

设内容、投资规模、建设标准和组织管理，进一步规范了农

业现代化示范项目工作。三是制定了《县级农业综合开发工

作规程》，规范了县级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行为，对县级农业

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实现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起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四是制定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招投标管

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招投标范围、基本

原则以及管理机构，规范了项目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及

中标的程序要求和办法。同时通过规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推行专家评审制度，明确项目计划编报要求，严格项目

评估、审定和计划审批程序，有力地加强了项目的前期准备

工作。通过研究探索农业综合开发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设计

了农业综合开发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登记、核算和评估体

系，为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国有资产产权管理试点和进一步加

强产权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在资金管理方面，一是适应新

形势下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等为主要

内容的财政改革要求，制定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报账实施

办法》，全面推行县级报账制，强化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管

理手段。二是制定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贴息资金管理办

法》，对项目贴息的原则、范围、期限等作了具体规定，对

各地规范使用和管理贴息资金，有效吸引银行贷款起到了积

极作用。三是修订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会计制度》，规范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会计核算，为提高农业综合开发会计信息

的可靠性奠定了基础。

（三）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

1.加强基础管理工作。首先，对农业综合开发计划报

表体系及项目代码、报表格式和指标等进行了再修订，提高

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计划编报质量。其次，要求地方项目计

划对主要工程设施做出投资预算，建立了单个项目计划档

案。改进了计划审核和批复办法，提高了批复质量，缩短了

批复时间。第三，清理了历年会计账务及有偿资金合同，完

善了会计核算软件，对相关会计账务全部实现电算化管理。

第四，对全国农业县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和汇总分

析，完成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已立项和未立项农业县

（市、区）基本情况汇总资料》。第五，启动并积极开展了全

国农业综合开发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2.加强项目前期准备、中期检查和评估验收工作。针

对项目前期工作比较薄弱的问题，加强了项目前期管理工

作；对陕西等五省（区）农业综合开发在建项目和 2000 年

度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中期检查；组织完成了 1998～

2000 年16 个竣工项目验收、2002 年度 17 个水利骨干工程

项目评估、2002 年度306 个多经产业化项目评审和2001 年

度科技示范项目的评审工作。此外，适应农业综合开发各项

业务工作需要，从全国范围内筛选确定了各类专家 30 名，

进一步充实了农业综合开发专家库。

3.进一步做好外资利用工作。2001 年农业综合开发利

用世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招标采购业务量比较大。

全年共完成国内、国际招标采购30 多标，涉及金额6 000多

万美元。通过招标采购，平均节约资金 16 % 以上。此外，

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十五”计划》，“十五”期间要争

取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3 亿美元，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做好“十五”期间利用外资的有关

工作，其中世行科技贷款项目已列入国务院批准的世行贷款

三年滚动规划，贷款额为 1 亿美元。

（四）加强调查研究和人员培训。

1.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首先，组织专人深入内蒙古、

河北、山东、安徽、浙江、福建、甘肃、青海等地农村，听

取基层干部特别是项目区农民对中央国家机关及农业综合开

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其次，组织开展对“农业综合开发国

有资产产权管理”、“公共财政与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综合

开发与农业结构调整”、“W TO 与农业综合开发对策研究”、

“农业综合开发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任务”等 8 个重点课题研

究。第三，组织专人赴湖南省调查水利骨干工程项目灌区自

主管理体制问题，赴山东省调查土地流转情况，赴四川省调

查产业化龙头项目情况，赴海南省调查香蕉卖难情况，赴辽

宁、贵州等省调查生态农业建设情况。总之，这些调查对进

一步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加强干部培训。针对农业综合开发系统人员变动大，

对农业综合开发政策和项目管理办法普遍不够熟悉的情况，

组织了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培训班、财务管理培训

班和专项科技示范项目业务培训班。为了提高利用世行贷款

加强灌溉农业二期项目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先后在北京、江

苏、安徽等地多次举办了真实节水概念、用水自主灌排管

理、合同管理软件、采购管理等培训班。聘请国内外专家学

者讲课，培训人数累计达360 人。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供稿；王全玲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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