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三是优化科技服务，使农林特产基地以科技为依

托，在高起点上发展。1991年我市用于农林特产科技发

展的资金达 31 万元，引进新品种 64 个，聘请科技人员

108人，完成科研项目 44 个。

农业税征管
探索耕地占用税的

征管办法

柏品广  沈加荣

耕地占用税，税源零星分散，涉及千家万户，征收难

度较大。因此，该税自开征以来，财政部门不断探索征

收管理的路子。有的农税员坐在办公室，全凭土管部门

的纳税通知书收税；有的由土管部门代征；有的实行派

农税员常驻土管部门征收的联合办公制度。江苏盐城

市郊区北蒋乡经过几年的探索，从 1988 年起，实行了会

办制度，从多方面、多环节进行控制，杜绝了偷税、漏税、

避税的现象，把握住了征税的主动权，确保了耕地占用

税征足征齐。

1.用地申请。用地单位和个人先提出申请，填制用

地申请表，由村土管员签字，并加盖村公章，上报乡土管

所、村镇建设办公室。

2.分类勘查。乡土管所、村镇建设办公室，根据申

请表的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申请新建正常纳税的；

第二类是申请新建，涉及到减免税的，包括利用荒废地、

残废军人和特困户建房等；第三类是申请拆迁和原地改

建的。对于第一类的申请户，直接由土管所与村镇建设

办从土管与规划两个角度进行实地勘查。对于第二类

和第三类的申请户，由财政所、土管所、村镇建设办三个

单位一起到实地勘查，弄清新建是否符合减免税收，拆

迁与改建是否属实，以及是否符合规划与土管的有关规

定。

3.定期会办。该乡将每月的 8、18 和 28 日定为“申

请用地会办审批日”。由分管乡长牵头，土管所、村镇建

设办、财政所参加会办。对于上述第一类情况，由土管

所与村镇建设办提供勘查意见，综合后审批上报，届时

纳税。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情况，由三个勘查部门共同

提供勘查意见，综合后确定应征税额，并由分管乡长审

批上报。

4.纳税发证。根据会办的结果，由土管所开具纳税

通知书，到财政所纳税，财政所收到税款后，开具税票，

符合减免税的开具减免税凭证。土管所、村镇建设办再

根据税票的“划拨土地联”或减免税凭证，发给《用地许

可证》等执照。

5.划拨土地。农税员与土管所、村镇建设办一起，

根据税票的“划拨土地联”和执照，放线划拨土地。确保

纳税面积与实地占用耕地面积一致，防止“少申请、多用

地”，逃避部分税收。

6.年终核对。年终将耕地占用税征收台帐与平时

的会办记录核对，看该纳税的用地单位和个人是否都已

纳税，如有该纳税的还未纳税，立即查明原因，作出处理

决定。

上述办法执行几年来，使该乡在耕地占用税的征收

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征管环境，堵住了税源的流失，

保证了税收征足征齐。

农业税征管
农林特产周转金管理

亟待加强

郭道泉

农林特产周转金自 1987 年筹集建立以来，对推动

农林特产的生产，壮大农村财源，活跃农村经济，起到了

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农林特产周转金在投入、使用和

回收管理中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在：一是

投放周期过短，与农林特产生产周期不相适应。目前，

农林特产周转金的使用期限大都定为一年，实际使用时

间只有 7— 8 个月，因此回收工作难度大。二是重投入轻

管理和投放中的短期意识，带来了资金沉淀和回收困

难。三是忽视严格的项目论证管理。四是缺乏稳定的资

金来源和乡镇基金管理制度。五是投放使用和回收责

任制不明确，缺乏资金效益的考核制度和约束机制。

针对上述问题，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扶持效益应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1.根据扶持对象的生产受益期限确定农林特产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转金的投放周期。从目前主要的农林特产应税产品来

讲，养殖业生产如水产品大都能在当年投入当年产出，

而种植业生产如果类绝大部分是 2 至 3 年受益。为此，

应根据扶持对象调整投放和回收期。

2.建立稳定可靠的乡镇基金来源，并纳入 专户管

理。乡镇有一级财权，就应该有一定的投资自主权，灵

活机动掌握使用，用于发展特产生产。因此，可以考虑

在县级基金来源中调出一定比例建立乡镇基金，或者随

同农林特产税收入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作为乡镇基金，

纳入专户、严格管理，有偿使用，循环滚动，形成稳定可

靠的乡镇农林特产周转金来源。

3.进一步增加农林特产周转金投资比重。按照

1991 年农林特产税结算体制算帐，县（市）农林特产基

金来源都有一定幅度的调增，但是投入不足的问题仍然

严重。对此，一是要加强对农林特产税超收资金的管

理，严格按照政策转作农林特产基金，严禁项目外支出；

二是可考虑适当从农业税新价增收和耕地占用税留地

方部分中挤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列作农林特产基金发展

农林特产生产。

4.制定农林特产周转金使用效益的考核制度，优化

投资结构，加强项目管理。目前，周转金的考核指标仅

局限于投入指标考核和回收指标考核，忽视了资金效益

的考核。为此，根据各地农林特产生产的发展状况，制

定特产周转金效益考核指标势在必行。此外，还应注重

优化投资结构，侧重 3 个倾斜，一是侧重向集约经营的

基地倾斜，加快培养农业种养加工业一体化格局；二是

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林特产基地倾斜，带动农林特产生

产，使其有突破性发展；三是择优向高税率的农林特产

品种倾斜，增强骨干财源后劲。在项目管理 上，必须加

强项目的评估、论证和考核，减少投资失误。

5.合理制定周转金管理制度，健全回收约束机制。

县乡财政

谷
城
县
连
续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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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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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以前，谷城县

财政连年收不抵支，是长

期吃补贴的穷县。自被省

财政厅定为“提前预拨补

贴款，三年实现自给”的试

点县后，1986 年一举摘掉

吃补贴的“帽子”，实现自

给。1991 年财政收入实现

3 209.6 万元，比上年增长

1 0.6% ，财政支出 3 208.4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6%。

收支相抵，结余 1.2 万元。

谷城县连续六年实现了财

政收支 平衡，被省财政厅

列入 1 993 年实现财政收

入过五千万的财源建设

县。

突出开发重点 强化

财源建设

谷城处于武汉至十堰

经济发展的“黄金走廊”，

为襄樊、十堰两城之间的

中心地带，具有交通便利、

矿产资源丰富、山场面积

大、中央及省属和军工企

业留下的基础设施多等优

势。县财政部门充分利用

这些优势，本着“依据优

势，区域开发；突出重点，

形成支柱；建管并重，提高

效益”的原则，突出开发重

点，分县直和 乡镇，实施了

财源建设的“两大工程”。

一是实施县直财源建

设的“1357”工程。1983 年

以前，谷城县生产结构单

一，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主农经济模式。 1983 年，省财

政厅给谷城县提前预拨补贴款 209 万元，用以发展生

产，开辟财源。谷城县财政部门利用这笔钱，抓好群体

财源建设。他们依据靠近“二汽”、矿产资源丰富的地理

优势，选定重点项目进行择优扶持，逐步建立起颇具特

色的山区工业群体，初步形成了以棉麻混纺为龙头的纺

织工业体系；以黄柏纸、白纸、卫生纸、纤维板、印刷为龙

头的包装装璜工业体系；以石花酒厂 、食品厂、罐头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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