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件，为农税人员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对

农林特产税管理，进行全面的目标责任考核，采

取“以分值定奖金”的奖惩办法，有效地调动了

各级农税机关和农税人员依法治税的积极性。

为保证我省农林特产税持续增长，我们积

极筹措资金，扶持农林特产生产的发展。近两

年，我省制定和完善了农林特产税发展基金管

理使用办法，对发展基金的征收、统筹、使用和

管理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到 1991 年末，全省共

筹集了 5500 多万元，实际安排使用 3 400 多万

元，有效地支持了时间短、见效快、效益大的税

源项目，为促进农林特产的发展，巩固培植税

源，增加税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税征管

加强征管  
做好农林特产税征收工作

陕西省财政厅农税处

1989 年全面开征农林特产税以来，我省农

林特产税的征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91

年农林特产税收入 5 385 万元，比 1989 年增长

了 97.66%。回顾三年来的征管工作，我们主要

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思想认识，开展全面广泛的政策

宣传。全面征收农林特产税是一项新工作，为了

保证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在宣传上狠下

功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个办法：一是开展多方位的宣传活动，在向

纳税人宣传税法的同时，向各级领导和有关部

门进行宣传。各级农税部门及时向当地领导和

主管部门汇报征收农林特产税情况，讲明有关

规定，宣传意义，争取领导的重视，为做好征收

工作奠定了基础。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形

式。省农税处采取拍制电视片的方式进行宣传，

他们拍制的电视连续剧《情系农家》在省电视台

播放二次，收到了宣传范围广，影响深的好效

果。各地区各县的宣传各具特色。安康地区出

动宣传车 48 辆，刷写长效标语 43 064 条，进行

专题广播 3 245 次，搞各种宣传专栏 890 块，办

宣传专刊 3 120 期，创作文艺作品 67 件，利用

电影幻灯宣传 238 场，

税法文艺演出 54 场，设

立农税法规咨询 400 余

处。岚皋县财政局在税

法宣传上与县宣传部、

文化馆、司法局进行协

作，共同编拟了宣传提

纲，录制宣传磁带，还组

建了 24 人的文艺宣传

队，自编、自导、自演了

短小精悍、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洋县财政局组

织在校学生自编文艺节目 16 个，深入到乡村巡

回演出 20 多场。城固县财政局同税务局联合举

办了税法知识专场文艺晚会，这些做法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二）从基础工作入手，搞好税源普查、建档

工作。1991 年，各地普遍开展了税源普查工作，

并建立税源台帐。澄城县财政局对税源检查人

员进行培训，然后分步采取了“丈、数、看、查、

审”办法，即丈量成片成园的税源面积，清数各

类品目及品种的果树株数，看品目、品种是否正

确，树龄是否有误，生产条件、经验状况以及果

农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走访群众调查了解，检

查有无遗漏的应税品目和品种，对普查所得到

的数据进行审查核对，真正做到准确无误，普查

之后，他们将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建立了县

乡、村组、户三级的档案资料，做到每个乡镇有

档案专管员。全省各地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基

本上摸清了税源底子，掌握了税源的发展状况，

为以后制定征管措施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打实

了征管工作基础。

（三）因地制宜，采取各种征收方法。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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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深入到市县、乡镇、村户，与基层同志一

起，共同摸索探讨了切实可行的征收办法。主要

是对大宗品目如苹果、茶叶、木耳、柑桔等，实行

评产计征方法（一年一定）；由供销部门收购的

农林特产品，如桑蚕茧、生漆、烤烟和一些中草

药等品目，实行随购代征方法；对帐务健全的全

民、集体单位，如茶场、食用菌场、林场、果园、苗

圃、药木场等，以帐面应税产品的实际销售额

（或实际收购额），按规定的税率计征；对流入市

场自由交易的各种应税农林特产品（除评产计

征的品目外），由财政部门在城乡农贸市场设点

征收；经过公安部门批准，由财政部门参加，设
“农税检查站”，对过往应税农林特产品实施检

查征收。各地在灵活执行以上方法的同时，又大

胆探索、创新，制定适合本地的具体征收办法，

使征收方法更加完善。如白水县财政局确定了

“测评产量，据实计税，随销随征”的征收办法。

（四）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坚持走依法治

税的路子。全面开征农林特产税以来，我们在强

调紧紧依靠各级人民政府的同时积极与检察院

取得联系，协助各地建立农税检察机构。同时，

与省公、检、法、司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农税征

收管理，保障农税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通知》，

保障了征管人员的人身安全；与银行协商，对有

存款不按规定缴税的单位，从银行存款中扣缴

税款。这些做法有力地保证了征收工作的顺利

进行。

（五）更新工作观念，建立健全各种服务体

系，改善征纳关系。一是充当果农学习运用栽培

技术的媒介。一些县的农税人员为果农着想，积

极与农科所、园艺站联系，聘请专家为果农讲授

技术。如礼泉县财政局每年拿出 5 万元用于培

训果农农税股和县园艺站建立了协作关系，派

出高级农艺师在果区巡回指导工作，并在各乡

镇成立果农协会，组织经验丰富的果农讲果树

的栽培、修剪、病虫害的防治知识。该县的东庄

乡，在财政局的支持下，成立了果农学校，每年

举办培训班 7—8 次，参加培训的果农有 600 多

人。二是沟通销售渠道，为群众排忧解难。许多

县区财政部门利用新闻媒介，开展销会、订货

会，帮助农民推销。如在财政局的支持下，白水

县建立固定销售网点 26 个，储藏库 1 个，允许

并支持国营、集体、个体、联合体设点经销，欢迎

外地果商前来品尝订购，同时还与新华社陕西

分社在西安组织召开了白水苹果超亿斤的新闻

发布会，打开了国内 23 个省区、46 个大中城市

的销路，一部分苹果还出口香港、澳门、泰国、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三是以资金扶持生产。1989

年省财政安排 200 万元专款用于扶持各地市的

农林特产品发展。各地市也相应通过不同渠道

筹集资金用于发展农林特产品。通过对果农从

技术、销售服务和资金上的支持，不但扶持了生

产，帮助了农民，同时也稳定了农林特产税税

源，改善了征纳双方的关系，促进了农林特产税

的顺利征收，增加了农林特产税收入。

农业税征管
对耕地占用税 实 行

预 征办 法的 尝试

董陆 一  张锦林  王 春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规定：耕

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有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

定税额一次性征收，纳税人必须在土地管理部门批准

占用耕地之日起 30 日内缴纳。根据这个原则，从 1987

年开征耕地占用税到 1988 年底，郑州市采取的主要办

法是：财政部门派人到土地管理部门联合办公，见到土

地管理部门批准占用耕地文件后，向纳税人发《耕地占

用税通知书》，限期纳税。纳税人不纳税，土地管理部门

不得发给《土地使用证》和划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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