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财务
财政要继续扶持

乡镇企业发展
汤星颐

在我国农村的改 革大潮中，乡镇

企业 异军突起，成 为继家庭承包责任

制后农民的 又一 重大创造。对此，财

政部门始终关心并积极支持 乡 镇企

业的发展。

（一）把支持乡镇企业作为推动

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
乡镇企业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

社会主 义 市场经济新旧体制交替中

摸索前进的。由 于长期以 来高 度 集

中统 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传统观

念的影响，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对

其发展方向是否正确等一系列问题，

社会 上认识不尽一致。在这种情况

下，财政部门 坚持调查研究，作出了

实事求是的分析：乡镇企业的突起将

大大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

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在

现阶段财政支农资金是有限的，但从

这有限的资金中适量拿出一 部分扶

持乡镇企业也是可能的，这样做不仅

可以增强乡镇企业的经济实力，而 且

会以其创造的利润反哺农业，促进农

业的发展。因此，可以说，财政资金

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就是对农业和整

个农村经济的支持。改革以来，财政

部门用 于支持乡镇企业的支出逐年

增加，1993 年 达 26.1 亿元，是 1979

年的 7.5 倍。
财政以资金扶持乡镇企业的同

时，税收方面也采取了低税的优惠政

策。国家对新办乡镇企业，革命根据

地、少数民族地区 、边远地区、贫困地

区和灾区从事自救性生产经营的乡

镇企业，对从事为农村生活、农业生

产服 务的 乡镇 企 业，在流转税 和所得

税上 给予减收或免收的照顾 。 在这

发展阶段中，有相当部分的乡镇企

业 积累特别是初始积累得 益工税收

的优惠政策，为以后大踏步前进奠定

了 物质基础。难怪乡 镇企业战线上

的同志在回首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无

不提到财税政策的巨大作用。
（二）支持乡镇企业按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发展。八 十年

代初，结合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财

政部门对支农资金管理体制进行改

革，建立 了财政支农周转金，对有一

定经济效益的生产经营项目，采取有

偿扶持，到期回收，循环使用的办法。

这项改革增加了财政部门的责任，使

财政部门在投放支农周转金时必须

参 与对扶持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保

证支农周转金的正常运转。财政资

金的有偿使用也使乡镇企业肩负的

担 子更重，懂得从财政部门得到的资

金不再是“白拿”，要到期偿还，于是

增强了乡镇企业干部 、职工的商品经

济意识。他们感到，自己生产的产品

一定要适应市场的需要，要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尽 可能减少生产成本、费

用，才能得到最多的利润。一项改

革，把财政部门和乡镇企业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他们共同努力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预测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

投资回收期、资金回报率等；在选择

生产经营项目时，财政部门发挥了综

合部门的优势，为 乡镇企业提供信

息。建立财政支农周转金以来，财政

部门累计投放乡镇企业的有偿资金

扶持 了上 百万个生产项目，大都获得

成功，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回收率达到

90 %。财政部门投放的支农周转金，

在 1985 年以前基本上不收取资金占

用费，其后，也只 是收取每月不超过

4‰的资金占用费，对经济不发达地

区的乡镇企业和经济效益不高但有

社会效益的生产项目，按规定的下限

费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位前来我

国访问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在

了解 了上述情况后情不自禁地说：财

政实行这样的优惠政策，在自己国家

是办不到的。
1993 年上 半 年，我国经济秩 序

一度出现混乱，许多部门的资金冲出

政策的“轨道”，纷纷进入股市、房地

产业等。在这紧要关头，财政部的领

导同志明确要求各级财政部门一定

要将支农周转金支持农业生产，支持

乡镇企业，绝不允许改变财政支农周

转金的性质和用途，并且语重心长地

告诫大家，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占用费

率一定不能提高，宁肯多年积累下来

的资金“贬值”，也要坚持低费率的扶

持政策，这是财政部门的责任。1993

年，财政支农周转金用于乡镇企业的

达 9.1 亿元，是最高的年份。这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乡镇企业资金

严重短缺的矛盾，起到了“雪中送炭”

的作用，更加密切 了财政部门与乡镇

企业的关系。
1987年，当国内企 业的财务 会

计制度尚未进行大的改革的时候，财

政部根据乡镇企业拥有灵活的经营

机制等特点，从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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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的出发，会同

农业部修订了全国乡镇企业财务会

计制度。新的乡镇企业财务会计制

度，针对乡镇企业资金来源渠道 、方

式多样化的具体情况，改革 了资金管

理办法，允许乡镇企业在国家规定的

政策范围内自主筹集资金，统筹运用

资金，取消了“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

的资金管理办法，扩大了企业的自 主

权，加快了乡镇企业走向市场的步

伐。新的乡镇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还

作出了适当提高企业的折旧水平等

项规定。实行这项新制度，尽管在短

期内减少了一部分财政收入，却使乡

镇企业的财会工作开始与国际惯例

接轨，促进了乡镇企业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的需要，并为乡镇企业执行国

家于 1993 年颁发的《企业 财务 通

则》、《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分行业的

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三）实行新的财税体制不忘记

对乡镇企业的扶持。近几年，我国在

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等方面实行

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推进财税体

制改革中，财政部门在符合改革的大

形势下，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继续

积极扶持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可按应缴所得税

款减征 10% ，用于补助社会性开支

的费用。据测算，仅乡村两级企业一

年就减征所得税款 3.3 亿多元。
——在征收所得税时，对小型企

业实行两档照顾性税率，即：对年应

纳税所得额在 3 万元（含 3 万元）以

下的企业，暂减按 18% 的税率征收

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10 万元

（含 10万元）以下至 3 万元的企业，

暂减按 27% 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这

项优惠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数以 百

万计的小型乡镇企业。据测算，实行

两档照顾性税率一年可使乡镇企业

比执行 33% 税率减征 63.2亿元所得

税款。

——经省 、自治区 、直辖 市市 一 级

税务部门商同级财政同意后，对极少

数乡镇企业由于特殊原因需要，可以

缩短部分固定资产的折 旧年限：房

屋、建筑物不短于 20 年；机器、机械

和其他生产设备不短于 10 年；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器具 、工具 、家具不短

于 5 年。这比国家统一规定的上述

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大体上分别缩

短 50% 、25 % 、55% 。

——财政部门对有关乡镇企业

发展的重大措施给予专项拨款的支

持。如：对乡镇企业实施东西合作示

范工程，在培训有关人员和建立项目

库方面安排了必要的补助资金。
此外，国家制定的“在国家确定

的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

地区 、贫困地区新办的企业，经主管

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

得税 三年”的优惠政策，乡镇企业都

获益匪浅。
可以相信，在财政和各有关部门

的大力扶持下，乡镇企业将会按照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发挥自

己所具有的优势，迈出更加有力的前

进步伐。  （责任编辑  王尚明）

农业财务“钱袋子”再紧

也要保“米袋子”
——谈财政要积极支持粮食生产

周 可

中国用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

了占世界 22% 的人口，一直被视为

奇迹。创造这 一 奇迹的关键是党和

政府对粮食问题的高度重视。然而，

方面由 于人口多，耕地少，农业基

础设施老化，科技进步慢，灾害频繁，

制约了粮食的供给；另一方面，工 业

化速度快，非农人口猛增对粮食的需

求增长很快，使“米袋子”的问题日益

紧张和突出。为解决这个矛盾，关键

是从各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对农业的

投入，不断提高粮食的综合生 产能

力。

财政再困难也要增加

对粮食生产的投入

从 1985 年至 1994 年，是国家经

济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财政困难加

剧的十年，又是粮食生产波折最多的

十年。我国粮食产量从改革开始至

1984 年创纪录后，随即出现了低水

平的粮食过剩——农民卖粮难，粮食

生产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较大的波折。
为 了保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

性，国家从 1985 年起出台了一系列

的财政政策。（ 1）设立“ 粮食贴息贷

款”，重点扶持粮棉集中产区搞好粮

棉的加工 、转化，从 1985 年到 1994

年，每年安排 1 亿元贷款，中央财政

平均每年安排近 2 000 万元贴息，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卖粮难问题，

“八五”期间，这项资金转用于支持粮

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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