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税征管

农林特产税据实征收初探

宋立根

自 1989 年国务院决定全面征收农林特产税以来，

农林特产税征收管理仍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我认为，最

关键和不容忽视的应是如何做到按纳税单位和个人实

际收入征收农林特产税即据实征收的问题。这个问题

不仅关系到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且涉及到正确地执行国

家税收政策，因此很有必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探

讨。

一、据实征收的理论依据和出发点

农林特产税以纳税人农林特产品实际收入额作为

计税依据，首先是由农林特产税性质决定的。农林特产

税属于按纳税人所得收益额征税的税种，这个总收益额

就是农林特产品的实际收入额。目前农林特产税按实

际产量增减及计税价格的升降而变动计税收入，并且分

不同税目采用不同税率分别计征。由于税率是全国统

一规定的，计税价格在一定区域内统一，也就是按当地

市场中等牌价确定的，这样计税收入确定得是否合理便

成了征税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说据实征收是农林特

产税征管工作的核心。只有按实际收入计税，才能达到

规定的税收负担，才能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其

次，农林特产税据实征收是由调节各类纳税人的收益水

平的需要决定的。过去对农林特产比照粮田评定常年

产量征税，负担过轻，已不适应当前农林特产生产和收

益的实际情况，不能发挥调节粮棉生产与农林特产生产

之间收益水平的作用。以实际收入额作为计税依据，就

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据对 27 个省市 3 066 户

农民抽样调查反映，小麦平均亩产量为 223 公斤，收入

126.60 元，生产费用占收入的 4 1.6% ，净收入 73.90

元；苹果平均亩产 1 157 公斤，收入 1 250 元，生产费用

占收入的 31.4% ，净收入 857 元；淡水养鱼平均亩产

320公斤，收入 1 406 元，生产费用占收入的 50.4 % ，净

收入 697 元。苹果净收入是小麦的 11.6 倍，淡水养鱼是

小麦的 9.5 倍。由此可见，苹果、淡水养鱼与小麦相比，

收益高得多，利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是十分必要的。农

林特产税据实征收，有利于平衡农林特产与粮食作物的

税收负担，有利于发挥税收对生产和收入的调节作用。

二、目前据实征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农林特产品目多、收获季节差异大、价格和收

入不易掌握，为据实征收造成一定困难。目前据实征收

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核定计税收

入偏低。计税收入是由计税产量和计税价格决定的，若

不能根据实际产量和统一计税价格（或当地市场中等牌

价）计算收入，就会出现实际产量大于计税产量，计税价

格低于市场中等牌价，核定的计税收入偏低的问题。如

1991 年苹果的市场价格为每公斤 2 元左右，在产地也

要 1.40 元，而有的地方计税价格却核定为 0.15 元

0.20 元或更少；还有的初评定产的计税产量偏低，外运

时又不再补税，只好用实际征收税额除实际产量，用降

低计税价格的办法来求得外运完税证明单同完税证之

间的平衡。由此产生的差距很大，根本谈不上据实征

收。（二）单纯任务观念。农林特产税任务，一般是依据

农业统计资料中应税农林特产品的平均产值，按一定比

例折算后，计算出应征税额下达的。由于统计资料在一

定程度上含有“水分”，分配下达的征收任务缺乏其准确

性，势必与实际税源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县市存在单

纯任务观念，不能做到据实征收。任务低于实际税源的

地方，按任务数完成，一分也不多征；任务高于实际税源

的地方，征收任务又无法落实，便采取平均主义的做法，

结果，不是收入多的少征了税，就是收入少或没有收入

的多征了税，造成税赋畸轻畸重。另外，一些县市财政

部门缺乏扎实的基础工作，税源底数不清，工作方法简

单，仍停留在满足于完成任务上。这不仅违背了据实征

收农林特产税的征收原则，而且造成大量税源流失，形

成人为漏税，减少了财政收入。

三、怎样做到据实征收

我认为，要做到据实征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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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工作：一是坚持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相结合的原

则。据实征收政策性强，要使遍布农村千家万户的纳税

人真正了解和掌握，必须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宣传和思

想教育，不断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主动据实申报

纳税，不得出售和外运应税未税产品，让人人知道偷漏

税是违法行为。各级财政部门自身要正确理解和认识

据实征收的意义、目的及作用，经常向党政领导和有关

部门宣传解释，消除疑虑，纠正不正确认识，克服畏难情

绪 ，坚持据实征收，杜绝平均摊派税款现象发生。二是

坚持政府领导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贯彻实施据

实征收政策离不开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离不开

群众的配合与监督。基层征收机关要因地制宜地提出

据实征收具体实施办法，使之切实可行，使领导信服和

支持。要把据实征收政策和征管办法及实际执行的计

税价格、税率和计征到户税款等具体结果向群众公开，

提高农林特产税征管工作透明度。三是坚持单独征收

和部门配合相结合的原则。各级财政部门要完善依法

征税程序，使之逐步规范化。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产地征

收的各项基础工作，摸清税源，搞好初评定产，建立税源

征收台帐，征收季节设立方便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点，认

真做好纳税申报，纳税鉴定后要下达纳税通知书，在加

强多种服务的同时据实征收。由于农林特产税涉及面

广、税源分散，单靠财政部门征收是不够的，需要有关部

门配合支持。农林特产多渠道流通，为达到在产地源头

控制，防止收购运销应税未税特产品，凡收购经营大宗

特产品的单位都应接受财政部门的委托代征代扣税款，

以促使纳税人如实纳税。财政部门要严格实行起运查

验征收，防止应税未税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四是坚持经

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结合的原则。要做到据实征收，必

须走依法治税道路，综合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

律手段。实行产地征收和其他征收形式相结合的征管

方法，需要运用各种手段与方法的配套实施，形成各环

节之间衔接为一体的系统管理。如建立协税护税征管

网络和工作制度，与公安、监察等司法部门联合成立财

政监察室，采取多种征管办法，努力实现据实征收。

农业税征管
加强农林特产税

票证管理见成效

曾建民

福建省平和县财政局针对农林特产税票证管理不

严，造成大量税款流失的情况，从去年 5 月开始，制定了

一系列规章制度与管理办法，加强了票证管理。

一、清理旧票证，更换新票证。至去年 5 月 20 日止，

缴销票证 17 243 份。税款结算入库达 44.26 万元。

二、层层实行岗位责任制，持证上岗。具体内容是：

指定征解会计为票证专管人，代征员凭代征证书向乡镇

征解会计领取票证；统一每月票证缴销、税款结算时间，

凡超过期限缴款，按日加收经办人 5‰的税款滞纳金；

凡票证填制不规范或不按统一计税价格计征农林特产

税的，其少收部分，由开票人自行支付并被处以罚款。

三、严肃票证违纪处理。凡套开或出售空白票证

的，按贪污论处，处以 1 至 5倍的罚款；凡票证丢失或被

窃，按工作失职论处，每份罚款 200 元。造成国家经济损

失的，当事人应负经济责任，代征员票证违纪，不论情节

轻重，一律辞退，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四、加强征税人员“三教育”，即政治思想教育，财经

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业务素质

和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制定票证管理考评办法，奖优罚

劣，并把票证管理规定下发至征收员和代征员，做到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

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同时，他们还经常对征收情

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从而促使 了票证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保证征

收任务圆满完成。至去年 10 月底，在因春、夏干旱以及

三次台风的影响，税源比去年减少的情况下，全县农林

特 产 税 收 入 达 227.72 万 元，完 成 市 下达 任 务的

151.81% ，比上年同期增收 61.48 万元，增长 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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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与土地管理部门共同划清耕地与非耕地的界限，并

按城乡建设规划选址定点。三是用地批准后，农税员根

据批准用地日期，当日开具纳税通知书交申请用地单

位。用地单位缴纳税款和有关费用后，土管部门凭税票

或减免凭证发放正本批复和用地许可证。四是农税员

与土管员会同城建部门丈量、划拨用地，保证纳税面积

与实际占用耕地面积一致。五是建设用地单位申报验

收时，农税员参加实地复量，以防止用地不实，造成漏税

现象。验收合格后，发放土地使用证。

实行财政、土管部门联合办公后，大丰县耕地占用

税的征收管理得到了切实加强。1990 年，全县经批准建

设用地面积 1 328 亩，其中耕地 697 亩，应征税额 146.7

万元。该县于 1990年 12 月底前不仅把全部应征税款全

部收缴入库，同时，还将历年尾欠耕地占用税款也全部

收缴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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