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税征管

强化农业税税源管理
  壮大地方财力

高春发

为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实施的分税

制，今年已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运行。这次财税体制改革

总的指导思想是，统 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

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调动征管积极性，

保障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形势下，强化农业税

税源管理 十分重要。

农业税政策性强、税源分散、涉及面广、情况复杂，

征管难度大。只有认真贯彻税收政策，加强税源管理，

做到应收尽收，才能平衡税收负担，优化税收环境，增

加财政收入，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同时增强农业后劲，

稳定农业基础。目前，黑龙江省各地税源管理工作不够

平衡，有些地方有限的税源至今还在流失。造成税源失

控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法宣传

尚有死角。比如 1993 年 4 月黑龙江全省各地开展税收

政策法规宣传月活动，6 月在对各地耕地占用税征管工

作检查时发现，有些纳税单位和纳税人，对农业“四税”

仍然不甚了解，主动纳税意识淡漠，应税未税情况较

多。二是地方领导时有干涉。例如有的地方领导单纯顾

及城镇居民的“菜篮子”，一再干预征收大棚特产税；有

的领导擅自做出“超前或拖后生产的特产品免征特产

税”的错误决定，还有的领导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奉

行“对外税严，对内税宽”的土政策，对当地非农业建设

占地免征耕地占用税，人为地造成税源流失，扰乱了正

常的税收秩序。三是部门配合失误。农业税收工作需要

各级土地、银行、房产、粮食、司法等部门密切配合，但

有时出现部门之间协作不力、审批不严以及个别代征、

助征单位为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收“关系税”、“人情税”

等致使大批税款流失。四是征收机关征管不力。各级征

收机关也是税源管理者，征管机关业务指导不到位、税

源清查不彻底，执法不严和征管手段不力，造成农业税

税源跑、冒、滴、漏。

如何强化税源管理，我们认为：

第一，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税收法规宣传活动，

不断增强纳税人依法主动纳税的积极性 。 税收的历史

和现实表明，没有全民纳税意识，就没有正常征纳关

系。因此，必须把税法宣传教育贯穿于税收工作始终。

由于契税、农业特产税等税收的税源及其纳税人固定

的少、不固定的多，因而各级征收机关要坚持“边征收

边宣传”的原则进行税法宣传。此外，要充分发挥村级

组织的作用，对纳税 人面对面地进行税法宣传。如北安

市杨家乡的作法就很值得借鉴。这个乡定期对村级会

计人员进行培训，讲解税收知识及相关法规内容，然后

由他们随时为村民们提供纳税咨询服务，并依照税收

法规调节纳税纠纷。 这样，不仅方便了农民平时纳税，

而且还反复宣传了税收政策、法规。

第二，要努力消除地 方领导“长官意志”的负作用，

逐步强化税源管理的法律约束力。各级地方领导要认

清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顾全税收工作大局，坚

决制止出台随意减免或优惠政策等越权行为，硬化法

律约束手段，切实减少税源的跑、冒、滴、漏、稳定增加

地方财政收 入。
第三 ，财政部门必须密切与有关部门的配 合 、协

调，合力抓好农业税税源管理。对因农 业内部结构调整

而退耕还林、还牧所减少的农业税课税面积，征收机关

要主动 与农业、林业、畜牧等部门相互印 证，取得合法

的减地依据方能核减税源。对非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

各类开发区占 用的耕地，要积极与 土地管理部门协调，

做到先纳税后批地，即占地单位 只有交纳耕地占用税

后，持完税证明才能到 土地部门办理用地手续，否则一

律不予划拨用地。对零星分散的农业特产税源，要经常

与农副产品收购部门 沟通 ，切实把这项难以掌握的税

源管起来。对契税税源征管 ，因房屋产权转移点多面广

而管理难度 大，黑龙江省穆棱县的做法是，定期召开有

房产、城建、公安等部门参 与的联席会 ，并建立跟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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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依法办事，依率计征”的原则，对隐瞒税源、企

图逃税者决不手软，按国家税法有关条款依法惩处。其

四，因地制宜地强化税源管理，确保税源不丢不漏。各

级征收机关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施“源头”控制和

“据实”征税的办法，以保证现有税源不丢，新增税源不

漏。如黑龙江省北安市将当地税源区分为固定性的与

非固定性的进行管理。对于固定性的，实行“登记造册”

的制度，永久地掌握起来；对于非固定性的，采取“定期

清理”的办法，动态地加以管理。

理制度，定期到派出所了解迁出户房屋处理情况及迁

入户解决住房渠道；到土地、规划等部门了解新婚家庭

的住房是如何解决的。通过部门间的默契配合，更加及

时、主动地掌握了税源，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各级征收机关在新旧财税体制交替和转轨

阶段，应当通过多种有效途径去强化当地农业税税源

管理。其一，加强村一级协税、护税人员的税收政策、法

规等方面的业务培训，充分发挥村级代征网在管理税

源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二，对当地尚未清理或清理不彻

底的“地上”特别是“地下”税源，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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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有压  用活资金

——山东省荣成市严把财政资金使用关

刘殿晓  汤天强  王祖丰

近几年，荣成市在加快经济发展，大力组织财政收

入的基础 上，按照有保有压、突出重点、优化投向的原

则，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确保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

在刀刃 上。在具体操作中，他们主要做到了“四个优

先”、“三个压缩”和“一个搞活”。

四个优先：一是优先发展能源、交通、通讯行业。荣

成市始终把加强城市基础设施作为促进全市经济高速

稳步发展的重要措施，除了制订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建

设、符合荣成实际的规定办法外，还积极从财政资金上

予以扶持。1990年以来，市政府先后筹资 3 亿多元，其

中财政预算安排 2 000 多万元，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先后建成了装机容量 1.2万千瓦的热电厂和日供

水 2 万立方的第二水厂；修建城乡公路 580 多公里，硬

化路面 500 万平方米，架设光缆、音频电缆 256 公里，

建成总容量达 2.2 万门的全数字程控电话本地网；改

扩建港口码头 10 多处。这些设施的超前建设，使荣成

城市功能明显提高，投资环境大力改善。二是优先发展

高效农业。几年来，荣成市紧紧围绕发展高效农业，提

高农业投入产出比作文章，先后出台实施《关于增加粮

油征购补贴的实施意见》、《关于鼓励农民购置农业机

械补贴的暂行规定》、《关于筹集农业发展基金的意见》

以及《关于市镇两级补贴种子、化肥的实施意见》等 一

系列鼓励农业和农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发

展高效农业积极性的政策。1990 年以来，用于落实上述

政策的补农建农的财政配套资金近 2 000 万元，使农村

的生产经营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全市

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1993 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达

127.9 亿元，农村集体固定资产达 15.4 亿元，集体当年

积累达 9.5 亿元。农村主要经济指标均达到全国规定

的小康村标准。三是优先发展科技教育事业。荣成市始

终坚持科教先行，大力实施“科教兴荣”战略，先后制订

了关于依靠科教进步振兴荣成经济的决定等十几项促

进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的暂行规定。同时，引导社会 、

集体、个人的闲散资金投入到科教事业上来。此外，每

年还从有限的财力中安排近 2 000 万元用于发展科教

事业，促进了全市科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去年全市共实

施各类科技计划 106 项，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30 项，推

广应用新技术成果 40 项，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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