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地占用税征管

做好基础工作
  强化征收管理

湖北省南漳县财政局

我县自开征耕地占用税到今年 3 月底，全县已实

征耕地占用税款44万元，占应 征税额的96.9 % 。我县

耕地占用税工作之所以取得较好成绩，除了统一思想

认识，加强纳税宣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做好耕

地占用税基础工作，强化征收管 理。开征耕地占用税

是一项新工作，政策性强，涉及 面广，为了做好这项

工作，我们着重从征收工作的基 础抓起，在征收管理

上下功夫。

一、加强机构建设，培训征收人员，提高干部队

伍素质。为了使耕地占用税的开 征工作迅 速 走 上 正

轨，1987年 9 月，我们 按照上级财政部门的要求，迅速

组建了农税机构，县局成立了农 业税征收管理股，配备

专门办事员 3 人，一人抓联系兼会计，一人抓票证管

理兼审计，一人抓农税政策研究和政策检查。全县22

个乡镇相应地配备了农税会计 和农税专管员，达到大

乡镇 2 至 3 个专管员，小乡镇 1 至 2 个专管员，使每

个乡财政所都有一个农税干 部 负 责抓 耕地占用税工

作。同时，我们对全县农税干部和农村代征员进行了专

业培训。具体采取了以下 两种方式。第一，专业培训

与以会代训相结合。去年 9 月中旬，我们在上级财政

部门的支持下，自己编写讲义，对全县农税干部进行

了为期12天的耕地占用税业务培训。10月底，我们又

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组织全县22个乡镇的农税会计

进行耕地占用税基础业务知识现场练兵。会上，我们

将自己编写的《 耕地占用税业务工作要点》 和《 耕地

占用税业务报表说明》 ，分发到每一个会计的手中，

并结合月底票 证报 审和报 表填制，对 照 《 要点》 和

《 说明》 ，互审、互查、互帮、互学，发现问题，当

场纠正，使他们明确对 在哪 里，错在哪里。第二，县级

培训和乡级培训相结合。我们在做好县级培训的基础

上，特别强调乡（镇）财政所抓好专管员业务基础知

识培训，重点从正确掌 握政策和票证的领发、填制、

缴销和税款的报解等方面 入手，全县22个乡（镇）普

遍对耕地占用税专管员进 行了培训，通过培训，农税

干部队伍的思想、 政策、 业务素质有了明显地提高，

一般达到了 “两懂五能七会”，即 懂政策、 懂业务；

能解答有关税收政策，能分清 国 家、集体、 个人三种

不同类型的占地对象，能区 别减 免税范围，能审查征

地程序是否齐全，能开票 征收； 会 识图，会换算面

积，会计算税款，会结算，会记帐，会报解，会求平

均税额。

二、建立健全征收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耕地

占用税全面开征后，由于各项制度没健全，办法没跟

上，在实际工作中，给征收人员执行政策带来了不少

困难，在征收管理上出现了不少漏洞。针对征收管理

出现的 问题，我们从实际出发，建 立 了 以 下几项制

度。

1 、 税政管理制度。在税政管理制度上给干部规

定了五不准，即：不准乱开减免税口子，不准收受贿

赂，不准收人情税，不准营私舞弊，不准擅自提高或

降低税额标准。对违背政策，丧失原则的税收人员轻

者通报批评，重者按《 违反财 政法规暂行处罚条例》

论处，直至追究法 律责任。

2 、 建立健全了耕地占用税票证管理制度。包括

票证的领发制度，票证保管制度， 票证使用制度，票

证长短损失制度，票证缴销制度，票证查库制度，票

证审核制度，税款征收入库制度，票证管理工作的领

导责任制度。与此相适应，县局 也建立了票证内部审

计制度。使我县耕地占用税的票 证管理工作迅速走上

了制度化、 经常化、 规范化的轨道，有效 地促进了耕

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工作。

3 、 建立政策检查、 监督制度。县局专门配备了

耕地占用税政策检查人员，定期不定期地对各乡（镇）
的征收人员执行政策情况进行检查 和 监督。如政策检

查人员到我县九集镇进行政策检查时，发现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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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修建石门水库而搬迁到该镇 居住的水库移民正在

建房，征收人员以他们是水库移民 的理由，给这些建房

户予以免税。政策检查人员当即指出了这一错误，并

和征收人员一起深入到这些建房户的 家里讲解政策，

引导他们划清政策界限，讲清 政策后，这些建房的水

库移民乐意地补交 了 税款。

三、抓好试点，用典型推动工作。为了使耕地占

用税的征收管理工作迅速在全县铺 开，去年10月份，

我们选择了占地比较多的城关镇进行了为期30天的征

收工作试点。用点上取得的经验指导全县工作。组织

财政部门、镇政府、 县 土地管理局、镇土地管理站六

人联合清收专班，集中力量向 “钉子户”收税，全面

铺开抓落实。采取“先 讲政 策，后 收 税 款，限定时

间，过期罚款”的方法，严 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和耕地

占用税的有关政策。做到 “不乱开减免税口子，不照

顾面子。”县建行、城建局、企 业局、民政局、 造纸

厂等单位占用耕地4 949平方米，未 办征地手续，清收

专班先后三次到这些单位进 行政策宣传，促使他们迅

速办了证。并按限定的时间交 纳了耕地占用税。该镇

剪子沟村二组有一户农民建房占用菜地84平方米，拒

不交税，原因是占自己的自留 地，清收专班了解这一

情况后，立即做该户的工 作，并 讲明耕 地 属 集体所

有，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每个公民都有依法纳税的

义务，该户很快交纳耕地占用税 2 94元。在他的带动

下，全镇有17户建房户主动到财政所补交了税款，在

试点期间，仅一个月时间 城关 镇 就 征收 耕地占用税

13.5万元。 县局迅速通报了城关镇的做法，促进了全

县耕地占用税的 征收工作。

四、领导上阵抓重点，干部齐心抓征收。我们遵

照湖北省耕地占用税紧急电话会议 精神，把清收耕地

占用税工作纳入了 “税收、财 务、物 价”大检查的重

点内容，边清查边征收。对征收耕地占用税中出现的

“重点户”， “难办户”，县局 专门成 立了“抓重

点，攻难户”领导小组。我 县武安镇工业比较发达，

是全县1987年征用耕地大户，由于征收耕地占用税影

响了厂矿利益，出现了一些软拖硬抗不交耕地占用税

的单位。局领导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带领工作组

深入征收第一线，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对有资金、不

交税的单位，结合 “税收、财务、物 价”大检查的有

关规定，采取硬性措施，强制 征收；对资金无来源，

税款无法交的单位，结合 “双增双节”运动采取从企

业内部挖潜，提高效率，组织收入征收。通过采取以

上两条措施，共帮助该镇清查督收税款 5 万余元。

五、加强部门配合，保证税款及时征收入库。耕

地占用税工作全面铺开后，由于财政部门和土地管理

部门在工作关系的协调、 衔 接上缺乏完备的制度， 给

征收工作加大了难度，影响了耕地占用税的及时征收

入库。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和土地管理局协调配合，

工作上相互协作，相互促进。

一是建立工作协作制度。 去年10月份，我们和土

地管理局两家联合下发了《 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

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做到 三个明确。即明确土地管

理部门批准占用耕地的文件是财政机关依 法 纳 税 的

依据，土地管理部门必须主动配合财政部门 抓征收工

作，在批准单位或个人占用耕地后，应及时 通知当地

财政部门纳税。土地管理部门凭征收机关的纳税收 据

或减免税通知单方可划拨用地，否则不得划拨用地。

明确土地管理部门上报批准耕地占用的报表，必须抄

送同级财政部门一份，保证土地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

上报数字的一致性。明确征收耕地占 用税的目的和意

义，土地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 要及时互通情况，加强

信息交流，以便研究对策，制定措施，共同做好耕地

占用税的征收和土地管理工作。

二是建立财政部门 和土地 管 理 部门联合办公制

度，严格依照征税程序办事，促进税款的及时征收入

库。为了解决征税机关和纳税对象脱节的问题，我们

和土地管理部门一起在全县实 行了两家“集中”办公

制度，规定每月 1 日、 15日和2 5日为手续审批时间，

每次两家集中办公两天，由土地管理员负责审批颁发

土地使用证，财政所农税会计负责征收税款。由于这

个办法使征收机关和纳税对象直接见面，加强了财政

部门对纳税人的监督和按制，促进了应征税款的及时

征收入库。我县安集镇财政所和土 地管理站在实施这

个办法的过程中，采 取 了 “先 纳 税，后办证，再检

查 ” 的措施，对凡是申请占用 荒地、坡地、空闲地的

单位和个人，首先按照 纳税程序 给 其办 理土 地使用

证，然后财政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组织人员对这些占

地户实行跟踪检查，对发现批劣占好、批少占多、不

批就占和把应税占地范围谎报 成非纳税占地范围的单

位和个人，财政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政策

规定从严制裁，从而堵塞了耕地占用税的征收和土地

管理上的漏洞。该镇应用这种方法，查出了 5 起采取

欺骗手段，占用耕地谎报荒山、坡地的典型案例，应

税面积412平方米，都按照政策规定进行了严肃处理，

在全镇群众中震动很大，有12户采取欺骗手段，骗取

耕地，不想交税的单位和个人 主 动到土地管理部门重

新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并补交耕地占用税6 1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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