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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财源建设

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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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县紧紧围绕“农”字做文章，

大力培植绿色财源，实现原始资本的初

步积累，然后围绕农特产品深加工，建立

当地特色工业，最终形成“以农促工，工

农互补”的经济格局。实践证明，这条路

子是对的。首先，它符合农业大县的实

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的不

断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因地

制宜地发展果树栽培、水产养殖等劳动

密集型农业，能够实现大量农村剩余人

员的就地转化。其次，低投入高产出的

新型农业取代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农业

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国家

虽然一再调高粮食收购价格，但价格仍

然偏低，农民种植粮食作物获利较少甚

至亏本，而苹果、梨等农特产品的价格较

高，经济收入相当可观。在保障粮食生

产的前提下，适当发展农特产品生产，利

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发展农业特产品生产，不仅富民，

而且富财政。随着农特产品的迅速发

展，农业特产税已成为许多农业大县财

政新的增长点。
但是，从各地农业特产发展情况来

看，尚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政

府投资少，干预多。虽然许多地方都大

力提倡种养农特产品，并在相关政策上

给予倾斜，但总的来说，扶持的力度还很

不够。由于农业特产税源培植基金筹集

不足，一大批急需资金的生产项目得不

到及时扶持。另一方面，有些政府部门

为了加快当地农特产品的产业化步伐，

往往缺乏调查研究，出于急功近利的指

导思想，强迫农民种这，阻止农民种那。
由于脱离实际，农民难免没有抵触情绪，

不利于农特产品持续、稳定地发展。二

是农民对农业特产品市场体察不透，生

产大起大落。由于信息不灵，许多农民

不能正确把握市场走向，盲目种植，经济

上受到很大损失。三是征管手段乏力，

税款流失严重。农业特产税是新税种，纳

税人意识淡薄，加之征管手段乏力，税款

跑、冒、滴、漏严重。长此以往，国家通过

开征农业特产税增加财政收入、优化农

业种养结构的初衷便难以实现。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应多投入 、少干预。
各级财政部门都应建立农业特产税税源

培植基金，尤其是乡镇财政部门，要按当

年农业特产税正税收入的 15% 足额提

取，并将其专户储存、专人管理。对申报

项目，财政部门应认真研究，科学论证，

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农特产品种

植上，政府部门应在资金、技术、销售等

方面多扶持、多服务，少干预。
第二，发展农特产品配套产业，实现

农特产品增值。农特产品的生产具有季

节性，且不易保存，一旦市场饱和，就会

造成极大的损失。倘若市场消化不了，可

就地深加工。既可缓解市场供需矛盾，也

可实现农特产品增值。因此，各地应从自

身实际出发，尽快建立起农特产品的配

套产业，接长产业链条，形成种养加一体

化的经济格局。
第三，加强税收征管，严防税款流

失。一要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农税

征管队伍，尽快完善农税征管机制，为做

好农税征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要

搞好税源调查，做到征之有据。由于农特

产品品种多，零星分散，涉及千家万户，

税收征管工作千头万绪。因此，农税人员

务必深入田间地头，详细调查农业特产

税税源大小及分布情况，取得真实可靠

的第一手资料。三要采取多种形式，依率

计征税额。大宗的固定税源，在产品成熟

之前，采取个人申报、群众评议、村组核

实相结合的办法，由财政部门直接征收；

虽然零星分散，但有收购部门统一收购

的应税产品，由收购部门代为征收；零星

分散、没有形成规模的应税品种，由财政

部门委托村组干部据实征收；源头不易

控制的应税产品，由财政部门直接 上市

征收。四要依照税法规定，把好税收减免

关。
（作者单位：河南省虞城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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