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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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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立“发展粮 食生产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粮专资金”），“七五”期间

至“八 五”期间，国家财政每年安排

10 亿元（其中，中央 财政负担 40% ，

地方负担 60% ）用于支持粮食生产。
（3）设立“喷灌贴息贷款”。从 1985

年到 1994 年，每年安排 4 000万元贷

款，中央财政负担贷款利息补贴，支

持发展喷灌事业。（4）财政支农资金

向产粮大县倾斜，从 1990 年到 1992

年，中央财政对全国粮食产量最高、

对国家贡献最大的 13 个县，每年各

投入 200万元支农周转金，支持其财

源建设，以改变其面貌。
用财政资金

引导多渠道资金增加投入

在我们这样一 个正处在工业化

进程中的国家，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

入，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国家财政

无力拿出更多的资金满足发展粮食

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粮食生产

的比较利益低，包括农村集体和农民

在内的各种投入渠道都存在着非粮

趋向。因此，国家财政的有限投资，

不能单纯作为一 项资金投入，还应当

把它作为一 个政策杠杆，引导多层

次 、多渠道资金投入粮食生产。
1、引导地方政府、农村集体、农

民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设立“粮

专资金”之初，就提出了多方配套的

政策要求。“七 五”期间，加强建设

1037 个基地县，各级财政共安排“粮

、专资金”50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

20亿元，地方财政配套 30 亿元），启

动乡村集体投资 21.95 亿元，农民家

庭投资 21.66 亿元，农民投工投劳

12.15 亿个工日，按每个工日折款 5

元计算，折款达 60 .75 亿元。也就是

说，财政每投入 1 元，就相应吸引集

体、个人投入 2 元。从“八五”开始，

进 一 步完善了“粮专资金”的配套投

入机制，调动各方面增加投入的积极

性。“八 五”一 期 规 划（ 1991 年 至

1993年）实施后，地方各级财政超额

完成配套任务 3.6% ，投资比率为中

央财政投入1元，乡村集体投入 1 .325

元，比“七五”期间提高了0 .225元；

在 1994 年编制的“八 五”二期规划

（1994 年至 1995 年）中，这个投资比

率又有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投入 1

元，乡村集体投入 1 .357 元。

2、与银行协调，增加对粮食生产

的投入。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自然

灾害对其丰歉影响大，银行对农业贷

款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因此，要增

加信贷资金投入粮食生产，必须有两

个积极性，既要有银行的积极性，又

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财政通过补

贴专项贷款利息的办法，就把财政资

金与信贷资金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大

增加了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以喷灌

贴息贷款为例，中央财政 1985—1994

年累计支付贴息 1 .28 亿元，配套银

行贷款投放额达 14.43 亿元，其中

60 % 直接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又如

粮 棉 生 产 贴 息 贷 款，中 央 财 政

1985—1994年累计支付贴息 1 .67 亿

元，配套银行贷款投放额近 35 亿元，

其中 60 % 直接用于发展粮 食生产。
平均投入 1 元财政贴息就有 16.75

元银行贷款共同投入粮食生产。

3、支持产粮地区农民和财政“双

脱贫”、“双致富”，提高其增加粮食生

产的投入能力。产粮地区农民收入

低、财政困难阻碍了当地发展粮食生

产的积极性，也制约了进一步增加粮

食生产投入的能力。为了促进克服

这些困难，1990—1992 年，中央财政

累计投入扶持产粮大县财源建设周

转金 7 500 万元，促使省级和县级财

政相应配套投入 1 .5 亿元。由于资

金投入增加，开辟了财源，产粮大县

的财政自给能力和向农业的投入也

有所提高。

上述几方面的资金主要用于推

广农业、农机新技术，整修农田水利

设施，改造中低产田，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扶持粮食加工、转化，取得了显

著效益。仅粮专资金扶持的一 千多

个县，1986—1994 年累计增产粮 食

2 050亿斤，形成 450 亿斤的粮食有

效生产能力。一些制约粮食生产的

“瓶颈”得到治理。
财政支持粮食生产

任重而道远

1993 年，我国 粮 食生 产 突 破

9 000亿斤大关，达到 9 130 亿斤。

到本世纪末，要基本满足人口增长、

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的要求，粮食总产必须达到 1 万亿斤

以上。从我国资源潜力和农业技术

保障条件等因素分析，达到这个目标

难度很大，财政的压力更大。为保证

今后每年增加 1 000亿斤粮食，国家

必须下大决心增加农业投入，确保支

农资金及时到位。只有措施得当，特

别是资金投入有保障，这一目标才能

实现。
首先，必须按《农业法》的要求保

证财政预算内支农资金逐年有较大

的增长，并做到支农资金向粮食生产

倾斜；其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引导

预算外资金、农村集体资金、农民个

人资金投向粮食生产；其三，必须发

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保证粮食生产

的基础资金供给；其四，必须有一定

的法令，一定的方式、途径，从商业银

行的存贷余额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支

持粮食生产；其五，财政政策 与金融

政策要继续协调，增加对粮食生产的

投入，把从 1994 年起到 1996 年止，每

年安排 50 亿元贷款，中央财政每年

安排 1.17 亿元左右贴息资金的措施

落实到位，扶持 500个左右的粮食大

县发展经济；其六，要开辟新的筹资

渠道，从社会资金中筹集一部分支持

发展粮食生产。总之，国家的“钱袋

子”再紧，也必须舍得拿出资金向农

业投入，只有这样，“米袋子”才有保

证。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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