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知识电视竞赛”中我们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我

们还利用宣传栏、咨询站等形式进行宣传，使农税政策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为征收工作奠定了较好的思

想基础。二是做好农业各税税源调查，建章建制。面对

农业各税税源分散、计税面积变化无常等复杂情况，我

们在税源调查上分两步走：第一步，对农林特产品的各

个品种，摸清底数，包括种养面积、种养期等，并要求每

年根据变化情况进行调查。第二步，每年于收获期前，

进行一次收益情况预测，包括产量评估，收入预测等，

并据此初步确定应纳税额，与纳税人鉴定书面协议，如

遇灾情，再重新评估定产，据以纳税。在税源调查的基

础上，乡镇财政部门以村为单位，建立征收清册台帐，

各区、市、县也建立健全了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台帐，实

现了档案化管理。我们还规定纳税人也必须建立帐簿，

如实反映农林特产收入，以接受财政机关监督检查，照

章据实纳税。在部分县我们还实行了纳税申报制度。

第三，稽查征税，依法治税。我们通过设检查站，建

稽查队两种形式，促进源头征税，制止偷税、漏税、抗

税。从设站征收的效果看是十分明显的，促进了源头征

收，增加了财政收入。仅 1990 年到 1991 年两年间，就

检查征收农林特产税 208.2 万余元，占两年征收总额

的 23.8%。据燕郊检查站统计，从该站过往的农林特产

品纳税人已由建站初的 100%偷漏税变为现在的 85%
以上都能在产地自觉纳税。农税稽查队主要职责有五

项：一是负责农业各税征收政策的执行，票证缴销情况

的检查；二是负责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的行政复议工

作；三是处理偷、漏、抗税事件，处理在征收工作中的大

案要案；四是负责各检查站的日常工作；五是处理基层

乡镇财政所在征管过程中的违章事件。稽查队采取指

导、检查、惩处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按国家的政策和制

度规定对基层财政部门的业务活动和政策执行情况进

行指导，对基层财政部门征收解缴过程中有无违法乱

纪现象进行审查，对纳税人的偷、漏、抗税行为和行政

复议事件进行惩罚和处理，以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公

正性。稽查队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农税征管工作，如我

市文安县 1991 年农税稽查队共征收农业各税税款

20.4万元，查处非法占地 14.9 亩、违法违纪事件 18

起，与公、检、法部门配合，为农税征管工作起到了保驾

护航的作用。

第四，服务促税。这是培植税源，改善征纳关系的

一项重要措施。为了促进农林特产品的发展，我们从支

农周转金、耕地占用税、农林特产税留成（包括附加）中

拿出一部分资金以及采取以贴息引贷方式解决纳税户

在产前、产中遇到的资金困难，主要用于提高现有面积

下的农林特产品产量，改进其品种，并本着“宜农则农，

宜林则林”的原则，在盐碱、沙荒等不适宜种植粮食作

物的土地上，发展农林特产品生产。对这笔资金的使

用，我们做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发放时要签定资金使用

合同，合同内容包括：还款期限，在什么时间农林特产

品生产达到什么规模、标准，拟交纳多少税款及违约处

罚等项内容。我市香河县近几年从有限的支农周转金

中拿出 21 万元，为林果开发贷款贴息 11.2 万元，吸引

贷款 141 万元，用于解决农林特产税纳税户在产前、产

中遇到的资金困难。支持开垦沙荒地营造林果 2 300多

亩，种植各种果树 9.2 万棵，利用幼棵间隙种植粮食、

蔬菜等增收折合人民币 57.5 万余元。他们还在产前、

产后资金服务中深入群众宣讲农税政策，改善了征纳

关系，群众主动帮助征收人员调查税源，申报纳税，举

报个别偷漏税者，自发地形成了群众协税护税组织。

1991 年，香河县征收农林特产税 24 万元，超额完成市

下达征收任务，比 1990 年征收额增长了 50%。

农业税征管

做好果树资源普查  
改革计税方法

辽宁省锦西市连山区财政局

近年来，我区水果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水果收入

增长较快，已成为农民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农林特产

税却没有相应增加，主要是在水果产量、株数、计税依

据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造成果农税负畸重畸轻，税

款流失。为完善水果特产税的征收管理，1991 年我们花

了三个多月的功夫，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果树资源普

查登记工作，并改革了计税方法。

普查是分三步进行的。第一步是搞好普查试点。在

试点普查时，为了不丢株，不漏段，我们采取了专人负

责的普查办法，对果农的果树逐地段、逐株数地划号统

计，并鉴定树龄、品种，搞清底数。第二步是召开全区各

乡镇果树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及果树技术员现场会，总

结交流普查登记方法，训练骨干，做好面上普查动员。

普查关键一环是选好划号人，划号人必须秉公办事，并

且要有监督人来保证执行，防止弄虚作假。第三步是搞

好普查验收。在普查结束时我们组织普查人员分片包

干，对村、乡全面验收，区里在分片包干的基础上进行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定点抽查，对普查质量不高的乡镇进行定点补课。

通过普查，摸清了果树资源分布和苹果、梨、葡萄

等品种结构及树龄。全区果树总株数为 372 万株，其中

结果树为 177 万株，幼果树为 195 万株。

根据果树资源普查结果，我们确定了科学合理的

计税方法，即把旧的以产计税改为区别树龄、以株定

产、以产计税，按初果期和盛果期分别确定株税额。以

苹果为例，区对乡按结果株数综合计算，苹果单株产量

为 27 公斤，每公斤单价定为 0.90 元，平均株产值为

24.30 元，按 15%的税率计算，每株特产税 3.64 元，加

上 10%的地方附加，每株应纳特产税 4.00 元。全区普

查后有结果苹果树 25.1 万株，应纳特产税 100.4 万

元。以此方法计算，全区以株计税额可达 306 万元。

我区以户计税的 1990 年，征收特产税 157 万元，

而 1991 年以株计产征收特产税达到 306 万元，比上年

增加 149 万元，增长 95%，提前 32天完成了缴库任务。

乡村干部和果农一致认为，按照这种办法计算任务合

理，是符合实际的。

县乡财政

我县财源建设的

实践与探索
贵州省遵义县财政局

一、以农为主，抓好非耕地资源开发

我县有耕地面积 128 万亩，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3.4%。大力发展农业，抓好粮、油、烟、猪等商品生产，

提高商品率，无疑是我县财源建设的基础，富县裕民的

根本。多年来，我们在充分发挥农民投入主体作用的同

时，确保对农业投入逐年有所增加，实行资金、技术、物

资配套投入，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坚持调整结构，加快农业适用技术

推广步伐。同时采取夏秋作物并举，水田旱地并重，适

时早抓等措施，使商品粮基地、瘦肉型猪基地、烤烟基

地的建设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仅 1991 年，全县粮食总

产量达 48.52 万吨，比历史最高年份增长 17.7% ；农产

品商品率提高到 37% ；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 599.9

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烤烟税收收入，达到

2 140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22.2%，成为我县一项

重要的财源支柱。

我县地处黔中丘陵与黔北山地的过渡地带，优越

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形成了独特的山区优

势：一是土地资源 丰富，非 耕地 面积占 总面积的

69.7% ，其中，可开发的非耕地面积约 270 万亩，占非

耕地面积的 52% ；二是土壤种类多样，适宜于多种植物

生长；三是生物种类繁多，不仅有数百种蔬菜、水果、森

林、药材等植物资源，还有大量野生动植物资源；四是

气候适宜，热量充足，雨水充沛，霜期短，而且光、热、雨

同季。因此，开发非耕地资源，发展农业，兴办绿色企

业，是我县农村后续财源建设的一项战略目标。几年

来，我们利用这些优势，扶持了一批村子走上了致富道

路。如我县苟坝村过去屡受洪灾，水土流失严重。全村

2 900 亩农田地力衰退，人均粮食在 250 公斤徘徊。

1985 年，我们与县林业局配合，在苟坝村村民组开展林

粮间作试验，先以 1.35 万元有偿资金扶持裁种杜仲

13.2 万株，以后又推广到全村 11 个村民组，共种植杜

仲 30 万株，面积达 1 800 亩。同时进行技术培训，推广

两杂良种 2 460 亩，修建防渗渠 6.72公里，为发展农业

生产创造了条件。经过几年的奋战，全村森林面积由

2 000亩增加到 4 470 亩，封山育林面积由2 000亩扩大

到 3 600 亩，加上林粮间作的 2 200 亩，森林面积总和

达 7 200 亩，形成了“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脚盖

被子”的生态新貌。茂密的森林带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明显的经济效益，全村封山育林和栽植杜仲两项总

产值可达 430 万元。1990 年全县持续干旱 100 多天，粮

食大幅度减产，而这里的粮食却增产 19% ，特别是苟坝

村村民组粮食总产量达 12万公斤，比试点前的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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