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部的自主权，一是要对财政预算献

计献策，如执行中发生赤字，政府要

求发行货币弥补，银行可以拒绝；二

是协调私营商业银行稳定货币政策；

三是向财政提供贷款，但利率应当是

商业性的。德国教授沃纳·茨豪夫

博士说，确保中央银行的自主地位其

实质是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影响以

保持货币稳定。德国中央银行政策

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央银行

的独立性，而是有赖于公众的支持，

尤其是公众集团的能力。中央银行

的成功不仅在于中央银行的法律地

位，也在于其经济基础以及中央银行

的经验和本国的人文条件等，因此我

不认为我们国家的银行体制能够照

搬到其它不同条件的国家，这主要是

国情不同。

——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财政信

用。内山昭博士说，财政信用是正当

的。日本称财政与金融交叉在一起

的业务为财政投融资，假如财政预算

规模为 100，那么日本财政投融资的

规模就已达 50。日本称财政投融资

为第二预算，具体承担贸易、渔业、住

宅等方面的贷款。用财政投融资进

行信贷业务的银行称为政策性银行。

日本有 12 家政策性银行，如日本开

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等，其资金

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存款和社会保

险基金。它们参与开发和国际竞争。

——要注意适度降低银行风险。

祖哈依·米科达什博士说，既然银行

经营存在着高风险，那么就应采取措

施对银行风险经营实行慎重的管理。

管理要着眼于五个方面，即许可的行

为、资本的适度、流动性比例、风险分

担、借方情况等。加拿大教授戈登·

波瑞哈姆博士说，金融市场的作用就

是要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公开和统一

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加强闲置资金的

可用性和有效性。内山昭博士说，日

本在 80 年代后期，金融业负债经营

比例较大，出现股票、证券、房地产升

温，人 们把这种经济称为“气泡经

济”。中国今后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必须认真地加以重视。小林实先生

说，中国的资本浪费是一个很大的问

题，通过政府来疏通资金已面临困

境。谋求资本的有效利用要从强化

资金使用者（企业）和银行的责任入

手，并设立政策性银行。

——应适时放开人民币外汇汇

率。小林实先生说，中国是国际竞争

中的强者，目前不应要求人民币进一

步贬值。中国外汇结余很多，谋求人

民币贬值是违反国际规则的。适时

实行人民币与外汇自由兑换，受益方

不是海外，而是中国自己。提高人民

币币值有助于减轻中国的债务负担。

世界之窗加拿大支持农业

发展的财税政策

汪兴国

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

化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农产品主

要出口国。近几年来，由于农产品出

口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农

民收入逐年下降，整个农业面临不

断萎缩的危机，对此，加拿大政府十

分重视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1991

～1992 财政年度，联邦财政用于农

业的资金为 54.51 亿加元，占总支出

的 3.2% ，比上一财政年度增长了

45.6%。其主要措施有：

（一）财政补贴。加拿大政府用

于农业的财政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

间接补贴两种。间接补贴主要是联

邦财政对铁路公司以较低运费为农

民运输农产品进行的补贴；直接补

贴是加拿大政府对农业补贴的主要

形式，补贴数额占 其财政用于农业

开支的近 80%。直接补贴主要采取

以下三种形式：

1.实行保护价。从 1958 年开始，

加拿大国会授权联邦政府，实行农

产品保护价政策，藉以确保农民获

得合理的利润。保护价一般以过去

五年平均市场价格为基准，保证农

民将获得不低于 90%的保护价。当

市场价格低于这一幅度时，其差额

由联邦财政补贴给农民。

2.兴办农作物保险。1959 年，加

拿大专门成立了只从事单一农作物

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国会授权联

邦政府立法，并与各省签订合约，共

同兴办农作物保险。主要目的是协

助农民减少因灾造成的农业生产损

失。当农作物受灾使得农民的收获

低于保险的产量时，其差额由农作

物保险基金支付。农作物保险基金

的来源，由联邦财政、省财政和愿意

参保的农民三方面共同承担，存入

专用基金帐户，由省一级成立专门

机构负责管理。管理费用由联邦和

省两级财政共同分担。每个农民可

以 自行决定是否参加保险，自行选

择参保的程度。支付金额以当前所

订的保险价格（市场价格）计算。所

有的农作物均为保险对象。

3.实施“稳定收入计划”。为了

确保农民的最低收入和稳定全国农

民的农业收入，近几年来，联邦政府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稳定收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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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这个计划规定设立专户，其基金

来源由农民、省及联邦财政三对等共

同负担。农民首先将其整个农场经

营所赚取的收入一部分存入专户，然

后联邦及省财政对等拨款存入该农

民的专户，当专户存款超过过去五年

平均收入的 2 倍或专户存款超过 40

万 加元时停止存入。“稳定收入计

划”保证的范围是整个农场经营的收

入，保证的程度为农民年所得收入不

低于过去五年平均收入或 1 万加元，

当农民年所得收入低于上述额度时，

其差额 由专户内支付。补贴金额不

得超过专户存款。农民退休时专户

盈余归属农民。

（二）税收优惠。加拿大的税收体

制由联邦、省和地方政府三级构成。

在征税方面，农业和其他行业不同的

是，农民纳税以后还可以申请退税，

享受下列优惠照顾：1
.
农场当年发生

亏损，可以申请免征个人所得税；2.

年收入低于 1 万加元的农民可以减

免个人所得税；3.农民购买农用机械

和修理配件、肥料、农药、种子和建筑

材料等生产资料，可以免征消费税；

4.农民购买农用燃油可以免征汽车

燃油税；5.为农民生产服务的农场信

贷公司、农业信贷公司、信贷联合体、

保险机构可以减免公司资本税；6.各

种农民协会可以减免收入所得税。

（三）信贷支持。加拿大农民在建

立农场初期，其固定资产的一半是依

靠政府的资金投入的。随着农业技

术和经济的发展，农场生产经营所需

资金越来越多，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

显然已不能满足。目前，信贷已经成

为加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获得资

金的主要来源。政府在这方面也给

予了大力的支持。一是加拿大联邦

专门建立了为农场主筹集和供应资

金的农场信贷公司，各省也建立了农

业信贷公司，这些公司属于准政府性

质的信贷机构，其资本金大部分来源

于政府借款，还有一部分国外贷款。

主要职能是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和

目标，鼓励和支持青年农民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促进农业从单一经营转向

多种经营。一般采取提供专门长期

信贷供农民创办或扩大农场规模；提

供中、短期信贷供农民购买机器和安

装设备等。公司的宗旨是不以盈利

为目的，不给纳税人增添负担，尽量

达到盈亏平衡。因此，公司对农民贷

款，要求的抵押值比较小，利率相对

比商业银行要低，由此造成的盈亏不

平由财政部下达预算予以补贴。加

拿大联邦和省的农场信贷公司、农业

信贷公司提供的农业贷款额占到总

农业贷款额的 60%左右。二是加拿

大政府还对 35 岁以下，资本金不足

而又得不到信贷公司资金的青年农

民，在向私营商业银行贷款时，提供

信贷担保服务，以此吸引和鼓励他们

经营农业。具体做法是：商业银行向

青年农民提供贷款，政府担保全部责

任，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上优惠

10% ，到期青年农民不能归还的，由

政府代替偿还。政府代替农民偿 还

贷款以后，再与农民签订新的信贷协

议，这等于农民事实上享受了延期还

款的照顾。

（四）科技服务。加拿大农业的发

展，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特

别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教育，联

邦和省都建有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主

要是帮助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进

行基础科学研究；许多省都拥有十分

精良的农业教育设施。在财政预算

上，联邦和省每年安排有专项的农业

科学研究、教育和新技术推广资金，

支持的项目非常广泛，包括农业发展

的战略研究、生物技术研究、种籽繁

育、园艺技术、畜牧兽医、植物诊断、

食品检疫、草原农业机械、农产品加

工、储藏技术、环境保护和计算机应

用，等等。加拿大农业科研机构人员

工资和经费，也由政府保障。1991～

1992 财政年度联邦和省用于农业科

研方面的经费 2.75 亿加元；联邦农

业部拥有 600 名农业科学家，人均年

科研经费达 2.5 万加元。为提高农产

品质量标准，检疫工作由农业部高度

集中统一管理。此外，政府还鼓励和

资助私营的农业科研和新技术推广

机构。

（五）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管理。加

拿大政府对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管理

的目的是要达到产销平衡，保障农民

利益。政府采取市场和计划相结合

的办法。对于大宗农产品小麦，国内

国际市场都很需要，其生产导向主要

是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和市场调节

的功能。行业协会在加拿大农村异

常活跃，为广大农场主提供了大量优

质、全面的产供销和科技服务。对于

一些仅限于国内消费、需求量波动不

大的肉用鸡、蛋及牛奶等农产品，加

拿大则成立了专门的销售委员会来

引导生产和销售。销售委员会负责

对这些农产品实行以市场为导向，按

配额计划生产的办法。根据法律规

定，大多数生产者同意成立某种销售

委员会以后，该地区所有这种产品的

生产者都要按照委员会的规定出售

他们的产品。各销售委员会根据他

们负责的产品种类和目标有不同的

权力范围，可以制订最低价格；也可

以制订生产和销售限额，并规定销售

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为保证产品有

秩序销售所必要的其他权力。销售

委员会可以用强制性的手段达到生

产适应市场，市场引导生产的良性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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