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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的通知》

1993 年 3 月 10 日 （93）财农税字第 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财政局（不发西藏）：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1993）14号《关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现就有

关具体问题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继续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几年来，特别是国务院国发（1989）28号《通

知》发布后，各地认真贯彻执行，积极组织征收，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农林特产税在调节种植业

和养殖业收入，调节种植业内部不同作物的收入，指导种植结构的调整，促进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

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次国务院《通知》决定对农林特产税税率作适当调整，主要是为了解决有些品

种名义税率偏高，实际执行税负低，地区间税收负担不平衡，影响到农林特产税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问题，使名义

税率与实际负担渐趋一致，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当前国

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粮棉等基本农产品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农林特产税的调控作用。各地对此要有充

分的认识，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抓紧部署贯彻执行国务院《通知》各项规定和要求，继续做

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

二、国务院《通知》规定的海淡水养殖收入、水果收入、果用瓜收入、原木收入全国统一税率，要统一执行，原定

税率高于或低于统一税率的，要按规定改过来。其他应税品种税率，按规定在最低不得低于 5%，最高不超过 20%
的限度内，应根据获利情况和适当高于粮田税负的原则，分别确定。

三、农林特产税征收范围，根据国务院国发（1983）179 号和国发（1989）28号文件的规定，归纳明确如下：（一）

园艺收入，包括水果、茶、桑柞蚕茧、花卉、苗木，药材、果用瓜等产品的收入；（二）林木收入，包括竹、木、天然橡胶、

木本油料、生漆及其他林产品收入；（三）水产收入，包括水生植物、海淡水养殖及滩涂养殖产品收入；（四）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征税的其他农林特产品收入。对列举应税品目特别是大宗应税产品必须依法征税。

尚未征税的，应即恢复征收。具体征税品目，均须经省级人民政府规定或批准，省（不含省）以下政府和征收机关不

得擅自扩大征税范围。

四、农林特产税减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通知》规定执行。各地对过去所作的减免税规定，要进行清理，凡不符

合国务院《通知》规定的，应停止执行。对新开发荒山、荒地、滩涂、水面从事农林特产的免税一至三年的期限掌握，

要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产品生产周期、投资收益情况和开发难易程度，分别确定，不要搞一刀切。国有林区森工企

业暂缓征税范围，仍按我部（91）财农税字第 8号《关于暂缓征税森工企业名单的通知》规定执行。

五、今年分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林特产税征收任务不变，要抓紧落实，保证完成。

六、加强农林特产税征收管理。各地要按照国务院通知的要求，切实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要进一步搞好

税收政策宣传，调查核实税源，依法征税，计税收入（产量、价格）核定要切合实际，实行依率计征，不得平均摊派。农

林特产税应以源头征收为主，也可依法采取其他行之有效的征收办法。要注意调查研究解决征收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建立健全各种征管制度。各级财政部门要依靠当地政府的领导，取得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做好各项征收管理

工作，确保国家税收政策的执行和税收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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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为了适应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高

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最近国务院发出《关

于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的通知》，决定适当调整农林特

产税税率。《通知》指出，对大宗农林特产收入仍实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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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税率：海淡水养殖收入由 10%降为 8% ，其中水

珍品收入由 15%降为 8% ；水果收入为 10% ，其中柑

桔、香蕉、荔枝、苹果收入由 15%降为 12%；果用瓜收

入由 10%降为 8%；原木收入由 8%降为 7%，对国有

林区的森工企业，凡有上交计划木材和利润任务的，仍

暂缓征收。其他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的应税品种的税率，最低仍为 5%，最高由不超过 30%
降为 20%。各地随同农林特产税征收的不超过应纳税

额 10%的地方附加继续执行。
《通知》强调指出，征收农林特产税，必须严格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全国统一规定的征税产品目录、税

率、减免事项，各地都要贯彻执行，以保持国家税收政

策的统一。要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调查核实税

源，实行依率计征，不得平均摊派。农林特产税收入仍

列入地方预算，在完成中央核定农业税征收任务的前

提下，新增部分要用于发展农业。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

领导，支持财政机关依法征税。要切实做好政策法规宣

传，教育和督促纳税人自觉履行纳税义务，保证国家税

收任务的完成。

（才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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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  

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全面协调发展

本刊评论员

为了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最近，国务院出台了一

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其中包括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

1989年国务院决定加强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以来，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农林特产税征收额由 1983

年的 5.83亿元增加到 1992年的 16亿元。农林特产税在调节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调节种植业内部不同作物的收

入，指导种植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生产协调发展，特别是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是贯彻

执行国务院确定的农林特产税收负担适当高于粮田的政策后，过去农林特产收益高于粮田，而税负低于粮田的矛

盾得到缓解，使税收负担趋于合理。二是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和农业全面协调发展，发挥了宏观调控作用。几

年来，全国粮田面积保持在17亿亩左右，农林特产面积保持在 2亿亩左右，粮食产量达到 8800—8900 亿斤，农林特

产品呈继续增长势头。全国水果产量 1992年增加到 2330万吨，水产养殖产量也增至 700万吨。三是支持了农业综

合开发建设。四年来农林特产税收入用于农业开发建设的投入约为 25亿元，占新增收入的 50%以上，成为增加农

业投入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从而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次对农林特产税采取扩大税基，适当调整税率的政策，

继续贯彻农林特产税负应适当高于粮食作物税负的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合理调节农业内部比较利益，稳定粮食生

产。同时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转变，农产品放开价格，放开经营，但不是放任

自流，撒手不管。我们在放开价格，放开农产品市场的同时，必须努力建立国家的宏观调控系统，运用税收、信贷、财

政等经济杠杆进行调控。这次调整农林特产税税率，就是贯彻上述精神和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

更好地发挥其税收调节作用的具体体现。

当前农林特产税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实际税负水平普遍低于名义税率，有的地方两者差距较大；二是 1989

年农林特产税减免审批权下放后，有的地方减免过宽，同一应税品目，有的地方征税，有的地方不征税；有的按国家

统一规定的税率征税，有的按减免后的税率征税，造成实际税负在地区之间不平衡。国务院这次在决定适当调整税

率的同时，强调农林特产税征收，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全国统一规定的征税产品品目、税率、减免事

项，各地都要贯彻执行，以保持国家税收政策的统一；强调要调查核实税源，使计税收入符合实际，实行依率计征。

各地要依据这些政策，认真贯彻执行，一定不要搞平均摊派，而要扎实细致做好工作，使名义税率与实际负担趋于

一致。

农林特产税，是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一定要切实加

强征收管理，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各级财政部门和农业税收人员，要学习好和宣传好农林特产税政策，统

一认识。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作，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政策，确保国家税收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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