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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与财源

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国民经济

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了，财源的基

础才可能得到巩固和壮大。而加强财

源建设，对于增加财政收支的运营能

力，从而创造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又有着重要

意义。各级财政、税务部门执行税收政策一定要

力求规范，切实纠正过去那种不规范的减税让

利、放水养鱼的做法，不能各行其是，随意变通，

更不能超越权限，在税法之外自行出台“减税让

利”的政策。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财税体制改

革，加快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积极推进税收征

管制度的改革，严厉打击偷、逃、骗税等各种违

法犯罪活动，堵塞收入流失漏洞，努力增加财政

收入。

财税干部要树立四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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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全省广大财税干部要树立起以下

四种观念：一是大局观念。要正确处理

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

前利益的关系，善于站在宏观的高度

总揽工作的全局，妥善处理好改革、发

展和稳定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二是服务

观念。要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总目标、总任务

实现的同时，根据不同时期党委工作的不同重

点，来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三是法纪观念。要

时刻注意遵守国家的法纪，处处按法规制度办

事，用实际行动维护财税纪律和法规制度的权

威性、严肃性。四是勤俭观念。要做到一分钱掰

成两半儿花，精打细算，精心运筹，切实把有限

的财力投放到受益大、质量好、效益高的地方

去，把钢用到刀刃上。同时，广大财税干部要加

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业务水

平。要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努力向实践学

习，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努力增强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进一步加

强廉政勤政建设。财税部门是管钱的部门，财税

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

走，就是不湿鞋”。  （责任编辑  石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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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如何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要求转换职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协

调发展，是各级财政部门面临的一个既现实又

重要的问题。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财政支农工作，不仅是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基础地位的需要，也是衡量财政改革是否适

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之一。

财政支农工作以前的思路是：增加资金投

入，强化资金管理。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要求和调整后的财政职能来看，这一思

路显得比较狭窄，比较被动，不能适应进一步强

化农业基础地位的要求。

在当前国家财政困难十分突出，现有预算

增加农业资金投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支

农工作应围绕“培养财源、增加收入、多渠道投

入、强化管理”的总体思路来开展。这样，才能使

财政支农工作变被动为主动，更好地为农村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服务。

一、大力支持农村财源建设，

壮大支农实力。

江苏省在抓农村财源建设方面首先是支持

了“贸工农”一体化的农副产品深度加工龙头企

业。“贸工农”一体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

式，它以利益均沾、风险共担为原则，将农业生

产、工业加工和市场开拓有机地结合起来，突破

了地区、专业、所有制界限，改变了部门、产销分

割的状况，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

理配置和城乡优势互补。这一形式在稳定农业、

致富农民、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江苏省从去年开始，从省级支农周转

金中拿出了 5 000 万元，专门用于支持“龙头”

企业的发展，并要求有关市县的周转金也重点

支持一两个龙头企业，取得了较好效果。如连云

港的蔬菜一条龙，通过连云港如意食品有限公

司的带动，汇聚了苏鲁豫皖四省上万户农户，生

产基地迅速发展到 25 万亩，公司对基地蔬菜收

购制定了保护价，使农民种菜积极性高涨，收入

也大幅度增长；公司由于原料供应有保障，成本

下降，效益也得到提高。1993 年，如意公司共加

工出口蔬菜 8 000 多吨，创汇 700 多万美元，实

现利润 1 100 多万元；1994 年财政支持该公司

支农周转金 500 万元，出口蔬菜预计可达到 2

万吨。“贸工农”一体化龙头企业的发展，一头联

结着农户，一头联结着市场，较好地解决了千家

万户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带动了大批农户致

富奔小康。其次是扶持了重点粮棉大县开辟财

源。重点粮棉大县都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

政穷县，粮棉大县在我国粮棉生产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对保证国家粮棉供求平衡关系重

大。这些县的农业资金供需矛盾也最突出。计

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没有完全理顺粮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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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经济关系，以至于这些地区

粮棉生产越多，亏损越大，地方财政的包袱也越

重，严重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江苏省为

增加对粮棉大县农业的投入，通过分配政策的

调整，在保证粮棉生产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大力

培养财源，促进经济发展。他们注意将粮棉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不断提高粮棉等农副产品附

加值，走增加生产与增值转化相结合的发展道

路，提高经济效益，促进财政收入的增加。1992

年开始，江苏省在东海、金湖两个重点粮棉产县

开展了财源建设试点，其中东海县重点抓了苏

鲁粮油批发交易市场和优质米加工厂建设，金

湖县着重抓了“茧、丝、绸”一条龙建设，都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财政部门支持农业财源建设重要的是把财

源的不断壮大与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农业资金

投入挂起钩来。过去片面强调“谁开发谁受益”

的原则，财政虽然拿出大量资金支持项目建设，

但增加的效益，基本上由经营者享有，地方财政

投资的积极性不高。1993 年起，江苏省作了财

政也适当分享收入，以增加支农实力的尝试。他

们对常熟一块江滩围垦给予了支持，两年中省

财政和市财政各投资 400 万元，筑起一条拦江

大坝，新围江滩 3 000 亩。在投资前与常熟市政

府签订了江滩围垦协议，规定新围垦出来的土

地，由省与常熟市共同享有 40 年的土地所有

权，在此期间，新围滩地内产生的经济效益由省

和常熟市按投资比例分配，凡是要求到该滩地

内开展生产经营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按占

用土地的面积交纳土地有偿使用费。省级所得

收益全部作为新增的滩涂开发资金。这一形式

得到了各方面的赞同，目前已初见成效。

二、积极组织征收农业各项收入，确保农业

投入有一个稳定的来源。

1.抓好“农业四税”的征收入库。农业税的

征收要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办法，实行常年征

收，充分发挥协税护税网络的作用，克服单纯依

赖粮食等收购环节代征代扣的做法。一是认真

抓好调整修改后的征收办法的贯彻落实；二是

对已开征的品目，要按调整后的政策重新核实

税源，确定应纳税额和征收办法，对新开征的品

目，要在做好衔接的基础上，深 入进行税源调

查，确保税收不致流失。在耕地占用税的征收

上，主要抓好以往年度耕地占用税尾欠和违法

用地补办手续部分的清理。要以公路、开发区建

设及三资企业兴办的旅游服务项目为重点，始

终抓紧大户税源的征收，严格执行政策，不乱开

减免口子。契税的征收要以做好房屋开发公司

自行销售商品房契税征收为突破口，要靠各级

政府进行多方面协调，采取源头控制办法，委托

房屋开发公司代征或派人驻征；尚未对三资企

业承受房屋产权清理征收契税的地区，必须开

展认真的清理。契税收入可以考虑确定一个用

于农业投入的比例，以确保农业投入增加。

2.完善农业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为保证农业资金投入有一个稳定的来源，国务

院 1988年决定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制度，并规定

了农业发展基金的主要来源。随着国家政策的

调整和分税制的实施，原有的渠道有的已消亡，

有的征收办法已不能适应当前新的形势。如预

算调节基金，征收范围越来越小，并有取消的趋

势；粮油技术改进费的征收由于粮食购销体制

的调整，原来的征收办法已无法操作，等等。因

此，目前必须尽快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征收管理

办法进行修改，增加新的筹集渠道，完善新的征

管办法。

3.结合分税制改革，适时开征乡镇地方建

设税。初步设想，乡镇地方建设税征收对象大体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将现行 5%标准以内

的乡统筹、村提留一律改为乡镇财政的税收，相

应地，公共事业及村干部补贴所需费用由乡镇

财政支付，农民除了依法纳税外，不再承担任何

摊派费；另一类是乡镇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可将原规定在税前列支的 10%的社

会性支出、提取的教育费附加、以工建农等三项

资金改按销售收入的 8‰征收乡镇地方建设税

（江苏省 1992 年实际提取三项资金总额 15.8

亿元，占当年乡村企业销售收入的 8.3‰）。开

征乡镇地方建设税后，禁止各级政府和部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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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民和企业收取任何费用。上述税收属地方

税种，其收入全部留给乡镇使用，纳入预算管

理，通过财政分配再用于本乡范围内的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乡村两级办学、优抚、民

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以及五

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等集

体福利事业和村干部补助。

三、多渠道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确保农业基

础地位的不断加强。

切实增加农业资金投入，从根本上说，还要

走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农业发展所需资

金的道路，进一步完善“以国家资金为导向，以

集体和农民投资为主体，以利用外资和横向引

进资金为补充”的农业资金积累机制。国家财政

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不仅在引导集体和农民增

加对农业的整体投入方面有着积极导向作用，

而且在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业科学研究、重

大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当前增加农业资金投入，重点是抓好预

算内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安排工作。各级财政部

门必须根据中央的有关规定下决心调整分配格

局，并通过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提高国家基本

建设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依

法做好支农资金预算安排工作，保证预算内支

农资金逐年稳定增加。

同时，还要积极引进外资，作为扩大农业资

金投入的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已先后引

进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贷款 1.9 亿元，

以及日本海外协力基金 123 亿日元，对于农田

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服务体系，发挥了重要补

充作用。也要看到，由于农业项目本身经济效益

低，而且还贷能力差，再加上汇率风险及较高的

利息，利用外资难度较大，因此，国家要采取优

惠政策，促进农业扩大利用外资。具体措施，一

是降低农业利用外资贷款的条件，世界银行贷

款给农业的优惠利率，不能层层加码。二是迅速

建立农业利用外资的还汇机制，明确规定利用

外资发展农业的地区，应用一部分增产的粮棉

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贷款。三是利用外资发展农

业的地方，在财政预算安排时，应逐年安排一笔

还贷准备金，专门用于补偿汇率 风险等突发因

素。

四、强化农业资金的管理，确保农业资金投

资整体效益的不断提高。

从江苏省实际情况看，前一阶段由于用于

农业投入的资金渠道来自各个方面，使用非常

分散，形不成规模效益，有的甚至被挪作他用。

因此，今后农业资金的使用要根据“统一规划、

突出重点、专款专用、注重效益”的原则来安排

资金。

统一规划，就是要把多方面用于农业的资

金，围绕本地的农业发展规划进行统筹安排，统

一管理，使农村各产业之间能协调发展。突出重

点，就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目前农业生产最

急需的方面，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近期财政

支农资金使用的重点，一是农业基本生产条件

的改善，要花大力气继续抓好黄淮海三期开发、

世行灌溉农业项目、通榆运河工程和治淮治太

工程的建设；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三是农业科研和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四

是积极扶持农用工业；五是全力帮助贫困地区

发展生产，脱贫致富。专款专用，就是对国家和

省出台的各项增加农业投入的政策规定，各级、

各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得随意削减或

取消；对已安排的各项支农资金要专款专用，严

禁挪用和截留，这点要作为考核各级是否重视

农业、加强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挤占、挪用

支农资金的情况一经查出，应严肃处理。注重效

益，一是要提高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要集中有

限的资金，围绕重点，办一个成一个。二是要提

高资金使用的及时性，继续狠抓财政支农资金

到位率的提高，加快支农资金支出进度。近几年

江苏省狠抓了支农资金的及时到位工作，通过

制订支农资金支出进度考核指标，及时分析反

馈支农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帮助贫困地区划拨

专项往来款项等措施，支农资金到位率和及时

性显著提高，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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