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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生命的

绿色
陶传友

蓊蓊郁郁的森林，茂密丛生的

植被在人类尚未出现以前，就作为

地球上最原始的“居民”为人类的生

存提供了条件。这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绿色屏障。然而，由于各种自然因

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森林

资源日趋减少，绿色植被遭到了极

大破坏，风沙侵袭，水土流失越来越

严重。

据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水土流

失总面积已达 367 万平方公里，土

壤流失总量每年为 50 亿吨左右，相

当于在全国的耕地上每年刮去厚达

1 厘米的肥沃土壤，水土流失带走

的有机质含量相当于 4 000 多万吨

化肥，价值 71.6 亿元；湖泊减少了

500多个，湖面缩小了 186 万公顷，

占现有湖泊面积的 40%；淤废的重

点水库 22座，损失库容 4 000 亿立

方米。尤以黄河流域的无定河、三川

河、皇浦川、定西县，海河流域的永

定河上游，辽河流域的柳河上游，以

及长江流域的葛州坝库区和江西省

兴国县等八个地区的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

自 50 年代以来，沙漠化土地以

平均每年 1 560 平方公里的速度在

扩展，到八十年代初，平均每年扩展

面积达到 2 100 平方公里，这个数

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县。全国

现有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风沙

化土地 174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

积的 18.2% ，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

总和。现有草地（草原、草山草坡、滩

涂草地）4 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4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

于草地建设实行的是“大锅饭”的管

理体制，只利用不管理，草地的产草

量和载畜量不断下降，不仅制约着

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使草地生态环

境进一步恶化。仅三北地区每年就

约有 1 333 万公顷农田遭受风沙危

害；有 1 亿公顷的草场由于沙化造

成牧草严重退化；有数以千计的水

利工程设施因风沙侵袭排灌效能减

弱；有 800 多公里的铁路和数千公

里公路因风沙堆积而阻塞。全国每

年因风沙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 45亿元，间接经济损失为直接

经济损失的 2-3倍。

森林资源的减少、植被的破坏、

水土流失的加剧直接影响我们人类

的生存条件，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难以维系，保护人类生存的绿色正

一点点被吞噬。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重现生命

的绿色，近几年来，中央财政在非常

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量资金支持

造林绿化、水土保持、飞播牧草等工

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现在，中央财政每年安排水源

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

农田防护林等建设资金 7 000多万

元。截至 1993 年底，营造三北防护

林 1 333 万公顷，沿海防护林 467

万公顷，沿江防护林 119万公顷，营

造沿海基干林带 1.4 万公里，全国

已有 680 个县实现平原绿化，实现

林网化的农田面积 3 333 万公顷，

约占适宜林网面积的 85%。另外，

中央财政每年还安排国有苗圃周转

金 800多万元，飞播造林资金 1 000

万元，林业项目和治沙贴息贷款的

贴息资金 1 亿多元；为了保护这一

片绿色，减少森林病虫害的损失，每

年安排森林病虫害防治经费 1 300

多万元；为了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和减少损失，每年安排航空护林飞

行费140 0多万元，森林警察经费

2 000多万元；为了使沙漠变成“绿

洲”，使沙漠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还安排了治沙普查经费 1 000 万

元。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13.92%，这一比例虽然还很低，但
比建国初期增加了 5.32个百分点，

比 1978 年增加了 1.22 个百分点，

森林蓄积量达到 103 亿立方米，森

林面积 13 370万公顷。

治理水土流失是增加植被、保

护和改善人类生态环境的重要措

施。为了帮助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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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使广大

农民尽快脱贫致富，中央财政每年

拨付水土保持资金 5 000 万元。治

理后的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明

显好转，水土流失量减少，林草覆盖

率有了明显提高，人口环境容量逐

渐好转，植被覆盖率由 10.4%增加

到 51.4%。

飞机播种牧草是改善草地生态

环境，增加植被的重要措施，为了防

止草地进一步退化，加快草地建设

步伐，中央财政每年安排飞播牧草

专项资金 900万元。据调查，退化的

草地经过飞播以后，植被已由稀变

密，牧草由矮小稀疏变得高大茂盛，

减少了水土流失和风沙的侵蚀。如

内蒙古的退化草地，飞播前的植被

覆盖率一般在 10-30%以下，经过

飞播后，植被覆盖率明显提高，平均

达到 52%，有效地抑制了风沙对草

地的侵蚀。

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和地方

各级财政的积极配合下，昔日的一

些荒山秃岭，漫漫黄沙，如今不少已

是山清水秀，芳草萋萋；原来由于风

沙的侵袭而日渐退缩的绿色，如今

又渐渐回到我们的身边。绿色，生命

的颜色，保护绿色，就是保护人类的

生命。

（责任编辑  吴春龙）

问题探讨
对加强个人所得稅
征 管 的 思 考

赵雪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制进行

了几次改革和调整，1980 年 9 月发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中国境内的外国

人征收个人所得税，1986 年和 1987 年国务院

又先后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

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化，1994 年又将“三税”合并，

统一为新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重要性越

来越大。如何进一步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充分

发挥个人所得税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的功能，

已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条

件。

一、个人所得税是很有前途的税种

我国个人所得税增长势头较好，从 1980 年

到 1994 年的 14 年中共征收个人所得税 237 亿

元。收入逐年增长，1981 年为 0.05 亿元，1994

年达到 72.48 亿元。尽管如此，但个人所得税占

财政收入的比重还很低，1994 年仅占年度财政

收入的 1.4%左右。而在国外，个人所得税已在

不少国家成为主体税种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统计资料显示，1986 年至 1993 年一些

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

高于 20%。以 1993年为例，美国为 39.7%，日

本为 27.6% ，德国为 31.2%。发展中国家这一

比例虽然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但也都高于我

国目前的水平。亚洲国家平均为 12.7% ，非洲

国家平均为 11.4% ，中东国家平均为 8.1%。从

国内国外的情况分析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潜

力很大，是很有前途的税种，是今后增加财政收

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其次，个人所得税税源丰富。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个人收入迅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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