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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业税

征实中
存在的问题
及其对策

裴学荣  李 柱

农业税征实，是继 1985～1993 年连续 8 年

征收代金制度之后，又于 1994 年恢复的。是国

家在特定历史时期集中粮源，保持社会稳定的

一种手段。农业税征实也是国家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过程中的特殊要求。从近两年征实的实际

工作看，有许多问题制约着农业税的征收管理

工作。具体表现在：

（一）征收难度增大。实行农业税征实后，完

成农业税的进度，完全取决于农民交纳粮食的

积极性和自觉性。由于粮食市场开放，气候影

响，交通运输等原因，如果农民不愿意或不能及

时交粮于收购部门，将会直接影响到征收任务

的完成。再加上作为农业税的粮食价格历来偏

低，而市场粮价看涨，征收的困难就更大。农民

普遍愿意交钱。尤其是地处城郊、人多地少、生

活富余的农民更是如此。

（二）部门之间矛盾增多。粮食购销体制改

革后，粮食部门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企业。受利

益因素的驱动，粮食部门在手续费、储运费、结

算期限、贷款利息、亏损补贴等方面很难与财税

部门统一意见。如从甘肃省酒泉地区看，1

487.95 万公斤征粮任务，按一等小麦收购价

（1.038 元/公斤）与农业税中等小麦比例结算

价（0.9800 元/公斤）级差 0.058 元计算，1995

年约有 86 万元税金被粮食部门占有。而财税部

门每年还要付给 4‰的手续费。同时粮食部门

与农民在粮食级次、品种、结算等方面也存在诸

多争议。政府鼓励农民交粮的优惠政策，由于种

种原因，往往不能完全及时兑现给农民。有些地

方，粮食部门还认为农业税是财税部门的事，代

征税款是他们的额外负担，得利不多，费劲不

少，财粮之间在协调服务、税款结算等方面往往

相互扯皮。

（三）征收进度滞后。从今年 8 月底酒泉地

区农税入库情况看，综合进度相对慢于往年。究

其原因，一是因受灾农民缺粮，二是粮食部门因

收购资金紧张，借口征实粮食未能变现，或粮食

亏损补贴资金没有及时到位而挪用、拖欠税款，

不及时结算，使粮食入库不能与税款入库同步

进行。尤其是靠农业税收入吃饭的县市、乡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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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不能及时入库，财政困难更大。三是部分农

户因大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农业税征实无

法上交，等待从有余粮的农民手中买粮交税，影

响收入进度。

（四）结算价格混乱。现行的农业税征实办

法，将粮食价格一分为三，一是上级财政核定的

计税价格（0.9461 元/公斤），二是实际执行的

计税价格（0.9800 元/公斤）三是收购价格（一

等小麦 1.038 元/公斤），这样形成两个价格差

额。即核定价与实际价之间的差额，多由当地财

政掌握，而收购价与实际价的差额，在实际执行

中往往为粮食部门独占。

为了改变目前这种农业税征收的不利状

况，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做好农业税征管工作。

（一）坚持试点，改革现行征实办法。酒泉市

银达乡财税所针对以上问题，在 2 个村进行“粮

金分离、村交乡结”办法，10 天时间 16 个生产

队 5.8 万公斤粮食征收任务全部完成。今后农

业税征收应实行“以征实为主，折征代金为辅”

和“粮金分离，双下任务，两头结算”两套征实办

法，明确分清财税部门和粮食部门工作职责。

（二）确定征实原则。坚持两条腿走路。一

是分散决策，各地在坚持部门征实的原则下，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确定征实办法；二是坚持部门

职责分工，征实的粮食数额由当地政府落实，粮

食部门仍按现行办法负责完成征粮任务，财税

部门负责代金和税款入库工作；三是省对各农

业税征实地区实行“三不变”政策，即农业税征

收任务不变、结算价格不变、结算体制不变。具

体来讲，一是对经济作物和林牧渔业集中产区，

以及其它无粮可征的地方，不下达征粮食任务，

仍可采取直接征收代金办法；二是采取“实物征

收，货币结算”办法，依照粮食入库进度按时结

算划解农业税款，并将粮食级差收入如数兑现

给农民，调动农民交粮积极性；三是采取“粮金

分征”，各司其职及时完成税、粮任务，杜绝借征

收农业税代收其它费用而形成的税费混征现

象，保持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正常秩序。

（责任编辑  吴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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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以来，不

论是在调节分配，还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方

面，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在一年多的实

践中，新的个人所得税收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不

尽完善的地方。笔者拟就目前个人所得税制执

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

收制度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现行税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仍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税目、税率分

类较多，体现不出税负公平。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个人收入正在不断地向多元化拓展，除工资

外，还有津贴、利息、股息、红利等收入，而且个

人所得中各项收入的比例落差也在逐步地拉

大，分别按分类税目、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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