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组织程

度，扶持龙头企业，推广 “订单农业”、

“公司加农户” 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产

品加工、 储运、 保鲜等产业。增强对种

养大户的扶持，发挥种养大户对农民

增收的带动作用。
4.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

农民负担。江苏农村税费改革经过一
年多的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

性成果。农民负担明显减轻，村级组织

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基本得

到保证。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税费

改革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得到落

实，配套改革特别是乡镇事业单位机

构改革和教育 体制改革没有 完全到

位。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加强监

管，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要在精简分

流农村中小学教师、 积极化解村级债

务、规范农村经营服务性收费、完善农

业税征管办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同时尽快修订出台《农民负担监

督管理条例》，从法律上规范国家与农

民的分配关系，坚决禁止向农民乱收

费。一手抓增收，一手抓减负，使农民

早日富裕起来。
（作者为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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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去年全国 1 6 个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去年 3

月，河南省农村税费改革在全省全面推开，目前已取得了重要阶

段性成果。全省重新出现了农民踊跃交粮纳税的场面，纳税积极

性空前高涨。加入W TO 后，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而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必将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

要的积极影响，为我国农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一、通过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产品的成本，提高其

国际市场竞争力

由于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滞后，集约化经营水平不高，市场

农业还没有真正形成， 入世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些冲击。一是

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我国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目前国内

小麦 、 玉米、 大豆、 大米等粮食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20% 到80% ，

而且质量不稳，标准不一 ，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入世后，

随着关税的大幅度下降 ，国外价廉质优粮棉的进口量将大大增

加，会进一步加剧国内 农产品 “卖难” 的情况，使从事大宗农作

物生产的农户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二是农产品出口更加困难。

我国一 些大宗农产品在价格上缺乏竞争优势，取消农产品出口补

贴后，出口形势更加严峻。如何降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提

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途径有诸多方面，譬如，用足用好W T O 的

“绿箱” 和 “黄箱” 政策，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农

业生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产品

的科技含量 ，走 “生物农业”、“生态农业” 的路子，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和科技贡献率。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举措 ，

那就是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 乱集资、 乱罚款和各种乱摊派 ，

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据资料显示， 河

南省农村税费改革前全省农民负担总额为10 1亿元，改革后，全

省农业税及附加任务为51亿元，亩均负担55元，人均负担66元，

加上 “一 事一议” 后， 农民负担比改革前总体减负37.7% 。减负

就等于降 低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提高了竞争力。

二、通过农村税费改革保护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应

对入世挑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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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减负增收，

决不是一年的效应，而是长期的滚动

的效应。农民有能力可以用增加的收

入来加大农业生产投资，从而增强农

业生产后劲，扩大农业产出，带来更

多的收入。由此形成农民增收和农业

生产的良性循环。因此，农村税费改

革，保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

性，保护并培育了农业生产力，增强

了农业发展的后劲，而农业生产力的

提高，乃是我国农业应对入世挑战的

基础。可以说，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为

农业轻装入世、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奠定了基础。

三、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开

拓农村消费市场，拉动我国经

济增长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

费需求，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投

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经济

增长最终取决于消费需求。中国市场

有 12 亿多的消费者，但理应是消费

主力的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研

究表明，从消费总量上看，我国农村

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

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 ，对经

济增 长的 贡 献 率 只 有 城市 居 民的

12 .5%。从消费结构上看，1998年，

城 镇 居 民的 恩 格 尔 系 数 已下 降 到

44% ，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

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 ，属于温饱水

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 食、 住等生

活必需品为主。因此，目前的内需不

足 ，主要是 农民的最 终消费需 求不

足。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让农民减负

增收，可以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有利

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

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引

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和

增强特色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我国 入世 农业发展 面临 严峻 挑

战，但是也有新的发展机遇。从近期

看，入世对我国种植业发展挑战大于

机遇，大豆、棉花、 糖料、 玉米是受

冲击较大的作物，水稻、小麦、 油菜

次之，水果、蔬菜等园艺作物则有一
定的优势，具有特色的土特产品具有

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此，在推行

农村税费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意

识地利用有关政策精神，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例如，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规定，对于在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的农

业特产品，原则上只征农业税，不再

征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品集中的地

区，需要征农业特产税的，不再征收

农业税。根据这样的政策精神，我们

可以积极引导不同地区 发展特色产

品。从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一

角度看，扶持特色产品生产是进行农

村税费改革工作的重点之一。比如，

河南省温县，税费改革在当地诱发了

一场 “绿色革命”。该县是著名中药

材 “四大怀药”的主产地之一，过去

农民在耕地上种植怀山药，要同时交

纳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在一定程

度上压抑了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的积极

性。作为河南省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

县，2000年税费改革时，调整了农业

税收 ，规定耕地上无论种植什么作

物，一 律按当地粮食标准交纳农业

税。这个政策出台后，无须政府督

促，农民便自发地调整种植结构，全

县以怀山药为主的中药材种植面积由

2.8万亩迅速增加到4.5万亩，带动了

当地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河南省其

他地区，如新郑市的大枣、中牟县的

大蒜、 灵宝市的苹果等，都是具有一
定竞争力的特色产品，是我们进行税

费改革工作时要关注的重点。

五、通过农村税费改革促

进农业法制化管理，以符合国

际通用惯例的要求

改革前，我国有关农业的法律和

法规寥寥无几，从 80年代中期开始，

随着整个法制工作的推进，有关农业

方面的立法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总的

来讲，我国 农业的立法依然比较滞

后，农业执法和执法监督则更为薄

弱。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

政府对农业的管理都通过法律手段来

进行，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采

用都由法律加以确认，这就是严格意

义上的 “依法行政”。在加入W TO 和

经济工业化、市场化、 开放化程度不

断提高的条件下，农业越来越需要法

制的强有力保护。确保对农业有足够

的财政和信贷投入，保护农业环境 、

资源，保障主要农产品的总量和结构

平衡，保护农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

地位等，都要依靠法治。当前的农村

税费改革，就是要用法治的办法，从

制度上规范分配行为 ，理顺分配关

系，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和农村社会进步。通过农村税费改

革，把农村分 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

道，在农村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现法制

理念的管理机制，不仅使农民能够自

觉依法履行应尽义务，而且使干部能

够依法行政。
（作者为河南省郑州市财政局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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