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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税农业：
农业大县的现实选择

薛维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正由传统

的温饱型的模式逐步向现代的、高效农

业转变。大量事实表明，农业在向投资

者提供高回报率的同时，也为财政作出

应有的贡献。由于江苏滨海县是农业

大县，也是财政穷县，严重地制约着该

县经济发展，事实证明只有大力发展创

税农业才是现实的选择。

穷则思变：财政窘迫的严峻形势迫

切要求农业登上创税的前台

近几年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滨

海县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从

1995年开始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结束

了财政连续 11 年赤字的历史。1996 年

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并消化了

近千万元的老赤字。1998 年在连续 3

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完成消化老赤

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收入 1.35

亿元。但是，尽管财政收入持续增长，

而财政紧张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

改变。从 1995 年到 1997 年，全县财政

收入增加了 2 959万元，增长 32% ；而同

期财政支出则增加了 7 335 万元，增长

近 50% ，收入的增幅远远低于支出的增

幅。目前，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近 2万人，全年工资和办公经费需要

1.7亿元左右，县乡财政基本上成了“吃

饭财政”。由于财政紧张，资金调度困

难，一些社会事业急需的基础工程迟迟

不能上马，影响了全县经济和社会的健

康发展。
滨海县要走出财政困境，根本的出

路在于发展创税农业。这是因为，滨海

县的工业是在尚未完成原始积累的情

况下发展起来的，包袱沉重，投入不足，

企业适应市场能力弱。要求工业企业

在短期内对财政的贡献率有较快增长

以支撑全局，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通

过城镇开发、市场建设，使第三产业成

为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也是可行的。
但是，对于位置比较偏僻，交通相对滞

后的农业地区，发展第三产业仍有很大

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县

情，拓宽视野，在致力发展二、三产业的

同时，发挥农业大县的优势，做好创税

农业这篇大文章。目前，江苏滨海县来

自农业四税和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环

节的税收已占财政收入的 60% 以 上。
农业完全可以 和其他产业一样走上创

税的前台，为财政作出应有的贡献。

农业大县的优势要求我们必须发

展农业创税

改革开放以来，滨海县农业有了长

足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1996

年以来已连续突破 10 亿斤大关，实现

人均千斤粮目标；皮棉总产 14 166 吨。
多种经营取得显著效益，生猪、家禽饲

养量现分别达到 102 万头和 2 050 万

只，果品 3.5 万吨，水产品产量 5.5 万

吨。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特经、特水和

特种畜禽，使多种经营显示了广阔的发

展前景。农业不仅是农民的致富产业，

而且支撑起全县经济的半壁江山。事

实证明，农业始终是滨海县的优势产

业。但是，由于多年来农业一 直被作为

弱势产业、扶持产业、低税产业，农业对

财政的贡献往往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

重视。据统计，在滨海县财政收入构成

中，来自农业的税收，1995 年占 8.8% ，

1996年占 11.2% ，1997 年占 11.4% ，年

平均增幅为 10.7% ，而同期农业总产值

增长 19 .04 %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

34.76%。农业对财政的贡献份额增长

幅度远远低于农业产值和农村人均纯

收入的增长幅度。这种状况显然与作

为农业大县的县情实际不相适应。应

当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开发利

用潜力很大，效益非常可观。一个养殖

场、一片绿色企业、一家专业大户创造

的税收往往并不亚于一座工厂。农业

既然能为农民致富架起金桥，也同样能

为财政作出较大的贡献。实践证明，在

以农为本的县份，如果农业不能为集体

增加积累，为财政增加税收，农村要办

的社会事业就很难办成，甚至影响到农

村基层政权的巩固和农村社会大局的

稳定。因此，要放大农业大县的优势效

应，就必须致力于发展创税农业。唯其

如此，才能使农业大县真正成为农业强

县。
农业产业化代表了当今农业的发

展方向，开展创税农业则是加快产业化

进程的助动器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

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和标志。
发展农业产业化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

个要素：一是产品在市场 上适销对路，

有较高的附加值；二是达到一定规模；

三是有龙头牵引，形成产业链。而发展

创税农业必然要加大市场开拓，扩大规

模，搞好加工增值，这就会有力地促进

农业产业化进程。
一些先进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农

业对财政贡献份额的大小与农业产业

化程度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人口和

土地面积均比滨海县少的灌云县来自

棉花产业的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

分之一。近年来，滨海县农业产业化有

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就整体而言，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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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规模较小，龙头作用还不够明显，

利益上的关联度不强。而发展创税农

业，可以把各方面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

到农业上，实现农业生产各种要素的优

化配置，进一步把农业规模搞大，把产

业链条拉长，推动农业产业化向更高层

次发展。
“让千家万户都成为纳税人”，只有

在撑起创税农业的大旗之后才有可能

变为现实

滨海县人口众多，国有集体经济活

力不强，实力较弱，要加快全县经济发

展希望在民间，活力在民营。县委明确

提出“放开手脚搞民营”。加快发展农

村个体私营经济，让千家万户都成为纳

税人，这已成为各地、各部门的共同追

求的目标。截至 1998 年 10 月份，全县

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有 2

万户，私营企业 547 户，从业人员 4.6 万

人，注册资本 2.33 亿元。个体私营经

济全年可实现税收 3 400万元。从个体

私营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近几年生产

经营比较稳定和投入较大的私营企业，

其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农副产品的

生产加工和流通上。如果我们在全县

撑起发展创税农业的大旗，就可以使更

多的农民不出家门就能驾轻就熟找到

致富门路，还可以为更多的私营企业主

提供商机，这样，必然会使全县个体私

营经济形成蓬勃发展之势，从而有效地

壮大纳税主体，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增

长。从实践看，这完全是可能的。滨海

县农村有 90多万农业人口，24 万农户。
如果平均每户创税 300 元，那么全县农

业税收便可达到 7 200 万元。应当说，

这个数字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为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创税农业，充

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农村千家万户从事

多种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鼓励和

引导广大农户发展有市场、有效益、能

创税的致富项目，让创税农业的星星之

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从而促进县域经

济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江苏省滨海县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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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水 县 财 政 节支

抓“五 头”

高兆顶

江苏响水县是苏北经济薄弱县，财

政收不抵支的矛盾和资金调度困难的

问题十分突出。面对严峻形势，今年以

来，全县上下牢固确立过紧 日子的思

想，在抓好增收的同时，以健全节支管

理制度为基础，以强化财政财务监管为

手段，以 保工资、保稳定、促平衡为目

标，全方位狠抓节支减负，取得了明显

效果。在做法上，主要是抓了“五个

头”。

一、推行定点定额管理，严格压缩

机关运行成本的“大头”。

接待费、打印费、通讯费、小汽车费

用、办公用品购置等是除人员工资外机

关经费支出的大头，支出中弄虚作假、

“黑箱”操作的现象并不鲜见，因而也是

管理难度大、漏洞较多的主要方面。为

夯实管理基础，县政府制定了全面、系

统化的管理制度，全方位构建节支管理

网络，坚持分类管理。一是实行定点，

规范运作。凡不具备接待条件的县级

行政事业单位来客，统一由县外事接待

办安排在县招待所按定额标准接待，乡

镇来客一律在机关食堂用餐；各类文件

材料必须全部在单位内部或县机关事

务管理科的文印社打印；办公用品必须

在县政府通过招标产生的三个定点商

场购置。所有非定点票据都不得报销

入帐。二是核定限额，控制规模。对县

级会议，实行一会一报、总额包干制度，

核定食宿标准；对公用电话，15 人以下

的单位核定一部，15人以上的一般不超

过 2部，特殊单位确需超配的，由县委

办、政府办审批，县机关共拆除公用电

话 25 部。对符合省、市规定个人配备

的移动电话，每月不超 250 元，超支自

付。对公费安装的住宅电话，按每部

400元价格转让给个人，全县共转让 470

部，收回资金近 19 万元；对符合报销条

件的住宅电话费，定额随工资发放，交

费凭证由单位保存。全县还清出挂靠

办公电话的寻呼机 79 只。三是推行承

包，堵塞漏洞。县乡所有行政事业单位

的车辆由县财政统一参加保险，1998 年

2—8 月份统一保险车辆 97 辆，节省保

险费 25万多元。全面推行小汽车经费

承包，除保险费、人员工资及大修外，其

它所有费用按每公里 0.4—0.6元承包

给驾驶员。对拖欠工资、财政赤字乡

镇，亏损企业、欠税单位一律不准购置、

更新小汽车，等等。由于制度健全，措

施配套，针对性、可操作性较强，监管的

力度大，因而取得了显著效果。据对全

县 90个行政事业单位全面财务审计，

定点接待、打印和购置办公用品面分别

达到 90% 、96.7% 和 91.2% ，小汽车承

包面达 81.1%。接待费、打印费、通讯

费、办公用品购置和小汽车费用比上年

同期分别下降了 32% 、60% 、20% 、84%

和 12%。据对 1998 年 6、7 两月个人移

动电话费用支出全面清查，有 85% 的移

动电话费低于定额标准，两个月节支

1.7 万元。

二、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努力控减

财政供给的“人头”。

人头经费支出占响水财政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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