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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高效发展农村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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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是基础。

落到实处，就是要做到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村容整洁、生态良性循

环，而农村沼气项目正是兼具上述各

方面效益的综合性发展项目。发展沼

气能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节支，据测算，

建一口8立方米的沼气池，仅减少燃料

支出和替代化肥支出两项，每年就可

以节支 370—545元，加上种植业和养

殖业增产提质，年增收节支在 600-
800元 / 户，高者可达2000—3000元/

户。因此，国家大力提倡推广农村沼气

项目建设，并为此安排了大量建设资

金，仅 2003—2004年，国家利用国债

项目资金就建设了200多万口沼气池，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沼气的发展，得到

广大农民的欢迎。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农村沼气

推广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

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村沼气项目的综

合效益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沼气建设没有集中连片，规模

效益不明显。我国从 50年代就已有沼

气建设，但长期自发发展，没有统筹规

划和大规模资金注入，到 2002年底全

国也只有 1100多万口沼气池，布局分

散。2003年以来，国家在大规模注入

国债项目资金的同时，虽然明确要求

申报资金的项目村项目户要达到总户

数的 80%以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大

多数项目村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距

离规模化发展还有很大差距。

2.重建设轻管理问题比较突出。

沼气项目“三分建，七分管”，但从实

际情况看，一些地方因大量青壮劳动

力外出务工造成部分建成的沼气设施

闲置，物业管理方面更是基本上空白，

政策上没有明确规定，各级财政也均

没有安排经费。据了解，四川等省一些

项目县成立了农民沼气协会，按每年

12-18元的标准向农民收取检修服务

费，但存在征收困难的问题。

3.一些技术标准没有出台，影响

沼气综合效益发挥。沼气效益在于沼

气、沼液、沼渣、养殖、种植等各方面

的综合开发利用，但到目前为止，农户

主要还是在生活用能方面得到实惠较

多，据了解，户用沼气能解决农户70%

左右的生活用能，受到农民的欢迎，部

分地区已有农户自筹资金建沼气池。但

在沼气做生产用能，如喂猪、浸种、防

虫、饲料、保鲜等方面，还未制定相关

的技术标准，沼液、沼渣作基肥由于肥

效不同也还不能完全替代化肥。因此，

沼气的综合利用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4.资金整合利用水平不高。目前

沼气建设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中

央国债项目资金、地方政府安排资金

和农户自筹资金，一方面农户自筹资

金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总量很

小，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由于体制原因

以及监管漏洞，存在较大浪费。从国债

项目资金来看，国家规定了明确的补

助标准和管理制度，但在实际执行中，

一些地方存在虚报、冒报、重复申报项

目多报多领国债资金现象，一些地方

在资金下达后不按规定标准给农户补

助甚至挤占挪用国债资金，还有一些

项目因前期论证不充分造成了资金的

闲置。从地方政府资金来看，主要有两

块，一块是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农村产

业结构特点和农民需要自行安排的补

助资金，这块资金落实相对较好；另一

块是地方政府给中央国债项目资金安

排的配套资金，这块资金到位率较低，

只有 25% ，且到位资金中相当一部分

被用于会议、接待等管理性费用开支，

有的甚至挪作他用。

此外，部分沼气项目还存在不按

规定设立永久性标志，不按规定建档

案卡，以及不按国家规定要求施工，完

工的沼气池存在漏水、漏气、不能点火

等问题。

农村沼气项目与农村生活环境建

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是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取模式。一口

沼气池如果管护好的话，完全可以使

用 20年以上。因此，推广农村沼气建

设，某种意义上是长治久安之计。要加

快沼气的推广、普及，切实发挥沼气项

目综合效益，在建设、管理等各方面要

进一步做好工作，关键是要“建规划、

做示范、创环境、定制度、明责任”。

1.做好长期综合规划，整体布局，

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发展沼气要服务

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整体建设大局，服

务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必须做好规

划。既要突出重点、集中连片，又要和

城镇化进程和村庄布局规划统筹考虑，

并要做好可行性研究和成本效益分析。

规划要立足长远，规划范围应涵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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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建设资金的建设量，中央政府先期

投资可能达不到占总户数80%的比例，

但建成项目的示范作用将会带动地方

和农户投资积极性，从而逐步达到集

中连片效果。在沼气布局上，要综合考

虑村庄布局的整合调整，要防止沼气

池建成 3-5年后又要废掉，造成更大

的浪费。从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出发，发

展沼气要有养殖业作为原料基础、劳

动力投入作为保障、适宜的气候条件

以及相称的经济产业结构，并不是所

有的地区都适合发展农村沼气。比如

我国东部地区农村养殖业已逐步萎缩，

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城乡一体

化进程推进较快，部分地区已逐步摸

索出一套“农民集中居住、农业集中经

营、工业集中发展”的符合本地实际的

新农村发展思路，这些地区就不必作

为重点大力推广沼气。而广大中西部

地区，农民普遍有养殖习惯，农业从业

人口多，外出务工相对较少，农民建池

积极性也较高，除西藏等部分地区建

池成本过高或气候较冷不适宜发展沼

气外，大部分地区都可作为大力发展

沼气的重点。

2.中央引导、地方补助、农户自

筹，建立多元化投资格局。据测算，我

国2亿多农户中适合发展沼气的达1.4

亿户，如果按每户一口沼气池，每口沼

气池成本1000元测算，共需投资 1400

亿元。中央政府扶持沼气发展，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符合构建和谐社

会的要求和公共财政的支出方向，但

这笔钱如果全部由中央拿，中央财政

负担不起，必须调动中央、地方、农户

等各方投资力量。中央政府投资应重

点用于对贫困地区农户建池补助，做

好示范工程，对农民建池积极性较高

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地区，要降低补

助标准或不补助，转由农户自筹或向

农户发放小额贷款。

3 .加强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建

设，创造沼气发展环境。尽早出台沼气

综合利用各项技术标准，并加强对沼

气多种发展模式研究。目前沼气发展

的重点还是户用沼气，养殖场型和村

镇型模式应用较少，可在加强研究基

础上，进行试点。支持或引导建立社会

化物业服务体系，探索政府设立或市

场运作多种模式。加强培训和宣传，利

用广播、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普及沼

气使用知识，引导农民自愿建池。

4.建章定制、规范程序、严格管

理、落实责任，确保政府投资资金使用

效益。应加强县一级政府责任，以县为

单位整合沼气项目管理。在资金拨付

使用和财务处理环节，由县一级统一

建账，统一采购物资，统一对农户发

放；项目建设管理落实责任到县一级

政府，由项目县组织项目村进行沼气

生产交叉监理，并根据地区实际情况

实行建材集中招投标采购；在省级农

村能源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之前，

由县级部门按一定期间分批自查验收，

确保沼气池建成投料之前质量过关。

要加强有关制度建设和标准制定，如

结合沼气项目特点，研究制定农村沼

气项目建设财务管理办法；确定对单

个沼气项目补助标准，原则上只对必

需项目进行补助，以节约资金；制定不

同技工人员工资标准，防止随意发放

技工工资等。此外，各级政府部门之间

要及时沟通、加强协调，统筹解决配套

资金和后续服务费安排到位问题。

（作者单位：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动态

山东省：1300万元财政资金

实施“万名贫困残疾儿童康复工程”

为进一步推进残疾人康复事业发展，建设残疾人康 复保障体系，不久

前，山 东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1 300万元，支持实施“万名 贫困残疾儿童康复

工 程”，计划用 3年时间帮助贫困 家庭残疾儿童改 变身体功 能障碍状况；改

善 1 35 所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机构条件，提高其康复能力；培训 340名专业

技术人员 、 2000名残疾儿童家长，发放 2000 套康 复读物，实现 “康复一

人，幸福全家，奉献社会”的目标。

项目的救助范围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或

农村领取社会救济金的 1 0 岁以下脑瘫、智力残疾儿童和 1 4 岁以下的低视

力 儿童。为脑瘫和智力残疾儿童补贴康复训练经费，为低视 力 儿童配发助

视器；为脑瘫和智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机构配发训练器具，为低视力康 复

机构配发低视力配镜箱；为康复机构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为社区及残疾儿

童家庭发放残疾人康 复普及读物。凡符合救助 条件的脑瘫和智力残疾 儿

童，由家长提出申请，居 （村）委员会和社 区医生推荐，经定点康复机构

确诊、评估，由 乡镇（街道）残联 审核后，将符合条件者上报县（市、区）

残联 审核批 准。对脑瘫和智力残疾儿童的康 复救助项目采取 “康复救助

卡” 方式，低视 力 儿童免费配发助视器。

为使更多的贫困 儿童得到救助，每名 儿童只 能享受一个年度的救助；

残联部门 负责制定项目实施 3年规划，分解下达任 务指标及具体实施和评

估；省财政负责安排项目，按项目计划分年度下达资金，制定政府采购项

目计划，监督、检查资金使用。市、县 财政部门 负责会同残联部门向省财

政厅提出经费申请，并对实施项目所需工作经费给予适当补助；按项目进

度拨款，对项目资金实施监督、检查，确保 专款专用。  （杨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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