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应该根据 不同的业务活动，

采取不同形式的财务管理方法。

（三）形式多样。由于农业事业单 位的事业活动

直接与全民、集体、个体所 有 制的农业生产建设发生

关系，其资金来 源、 运用很不相同；又由于农业事业

单位的主管部门较多， 事业特点也很不相同，因此农

业事业单位的财务管 理必然要采取多种管理形式， 以

适应不同部门、不同事业活 动 的特点。如， 从预算管

理形式来看，农业事业有全额预算 管理，有差额预算

管理。在差额预算管理单位中， 根据收入 情 况的不同

又可划分为：差额补助单位、自收自 支单位、收入上

缴单位。从预算包干或 财 务包干情况看，有的全部经

费包干，有的部分经费包干。科研 单位有的实行全部

收入留成，有的实行部分收入留成， 有 的不实行收入

留成办法。资金管理上又有 预 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

之分等等。这些不同的预算 管理形式、不同的包干办

法、不同的收 入处理和不同资金的存在， 决定了农业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内容多样化的特点，但对某一个具

体的农业事业单位来说，都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和条件

采用一种财务管理形式。

农 业 税 征 管

浙江省农林特产的征税工作

杨柏寅浙江省财政厅

我省地处亚热带， 气候温和 ， 历来 农 业生产门类

较多，农林特产品种多、产 量 大， 茶叶、毛竹的产量

居全国第一位，比较大宗的产品还有水 产 品、蚕茧、

水果、药材、木材、木 本 油料等。从五十年代起 ， 我

省对农林特产农业税就实行了不同于对 粮田征税的办

法， 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1983年国务院颁发 《 关于对

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 干 规定》 后， 我省农林

特产农业税工作又取得新的进展。下面 谈 谈我省农林

特产农业税的征管工作和需要研究的两个问题。

一、农林特产农业税的具体政 策和征收管理

农林特产农业税的指导 思想是平衡各种农作物的

税负， 保护山林和自然资源， 促进山区 经 济和农业生

产的全面发展， 在生产发展的 基 础上， 适当增加国家

税收。根据以上原则， 我省确定对农 林 特产农业税的

征税产品、税率由全省统一 规定， 统一执行。在制订

具体政策时，我省对不同的产品规定了 不 同的税率，

通过合理征税，促进和调节 农 林特产的发展。例如，

我省规定木本油料的税率为 1 — 3 % ， 药材的税率为

7 % ，春茶的税 率为 6 % ，夏秋茶的税率为 10 % 。这

样规定，不仅使税负适应不同产品的获利情况， 而且

在税收上明确体现了保护山林，发展优 质 产 品 的政

策。为了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避 免 重税， 我省对农

林特产农业税一律按照未 经 工业加工的初级产品的价

值计算征收。例如，对油茶籽、油桐籽加 工为成品油

出售的， 均按所用原料的价值计 算 征收，并对其中自

产自用自食的部分产 品 给 予 免税。为了 扶 持发展生

产， 对于茶叶籽、某些药材的 栽 苗，也 给 予 免 税优

待。由于征免界限清楚， 既便利群 众 出售产品和商业

收购， 也便利农业税的征收。

为了搞好征收， 根据农林 特 产的生产具有季节性

和商品性的特点， 我省对农林特产分别实 行三种不同

的征收办法：一是对主要的 大 宗的产品， 实行按照产

品的销售收入和规定税率在产品 出 售 环 节征 税的办

法，习惯上叫做 “随售随征”；二是 对大宗的收入高

的、但自销比重较大的产品，如黄岩蜜桔，实行核定

产品收入折主粮征税的办法：三是对非大宗的、收入

与粮田大体差不多的产品， 一般实行比照粮田评定产

量征税的办法。后两种办法，习惯上叫做“定产征收”。

由于农林特产的产品，相当大的部分是 由国家收

购， 搞好随购代征，是农林特产农业税征收 工作的关

键一 环。省财政部门 在与有 关 部门 统一思想的基础

上， 报经 省人民政府作出明文规定，国营和供销社商

业收购应税产品， 都必须按照规定税率随 购 代征农林

特产农业税。在具体征收中， 基 层 财税部门往往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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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收购单位就有关事项签 订 合同，共同遵守执行。基

层财税部门主要是做好对代征单位的业务辅导，使代

征单位有关人员掌握农林特产农业税的政策规定，熟

悉征收结算以及税款 解报等代征业务手续，做到正确

执行政策，不漏征、不错征，税收及时交库。

代征农业税的票证，多数地方 为了简化手续，是

在收购联票上增加代征农林 特产农业税专栏（收购总

金额-代征农林特产农 业税= 应付金额），同时，增

加一联报核联，作为税款交解金库后缴款书收据联的

附件，随同代征报表送财税部门审核。少数地区是单

开农林特产农业税收据。由于收购单位代征农林特产

农业税，工作量有所增加，财 税 部门一般根据税源大

小和代征工作繁简的情 况，给代征单位补贴一定的手

续费，解决代征人员一些福利待遇。生产 单位的应税

产品，不出售给国家和供销社收购部门，而出售给其

他单位和个人的，由基层财税部门组 织 征收，有条件

的采取查帐征收办法；没有条件查帐的，依靠乡村干

部力量 ，建立代征网点，采取 在源头控制征税的办法。

二、需要研究的两个问题

根据国务院 《关于对农林特产 收 入征收农业税的

若干规定》 和农林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当前我省农林

特产农业税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一是我省现在征税的农林 特产有12个品种，按照

国务院规定，还有一些产 品应当纳入 征 税 范围。例

如，林木收入中的生漆、干鲜笋、木耳等；水产收入

中的菱、藕、滩涂养殖产品以及部分药材等。这些产

品，过去产量少比较零星，近 几 年发展较快，有了相

当可观的收入，而且有进一步迅速发展的 势头。同经

营一般农田比较，同已经征税的 农林特产产品比较，

税负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 这些产品征税是合

理的和必要的，应当创造条 件逐步开征。对原有和准

备开征的征税产品的 税率，也需要结合 当 前 实 际情

况，统盘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作出规定。

二是适应当前农村新的形势，加强 和改进农林特

产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目前，农林特产已由集体生产

经营普遍改为家庭承包经营。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

多层次、多渠道流通的出现，过去农特产品基本由国

家收购，现在变成出售给其他单位和个 人的部分越来

越多。农村经济情况的重大变化，给征税工作带来新

的课题。1983年以来，我省农林特产 农业税漏税情况

较多，在生产增长的形势下，征收 税 额却持续下降。

如何采取措施，扭转 这种状况，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

题。除了继续与国营和供销社等收购单 位 协 同 搞好

“随购 代 征”， 并对有条件的继续做好查帐征收以外，

应针对不同情况， 从多 方 面 控 制税源组织征收。例

如，有的经工商行政、林业、供销等部门或乡镇政府

批准外出销售的应税产品，可 以 由批准单位在填开出

运证明时代为征税，有的可以由交通运 输部门在承运

应税产品时代为征税，按照实征税额给予一定的补贴

费用。有的可以结合建立健全乡 财政，由乡政府组织

村民委员会对各承包户调查评议应税产品的收入，依

率核定税额，在源头组织征税。为了加强乡（村）组

织征税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可 以 使农林特产农业税收

入与乡财政挂起钩来， 完成得好的，乡 财政能够得到

一定的好处；完不成任 务的，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总

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了解新 的情况，研究新的

问题，注意总结新经验，不断改进和完善农林特产农

业税的征收管理， 保证国家税 收任务的完成。

财政动态简讯  浙 江 省 调 整 茶 叶 农 业 税 率

促 进 茶 叶 产 销 两 旺

浙江省1984年决定 调整茶叶农业税的税率，凡出

售给国家的春茶（指在五月底以前），其农林特产农

业税的税率，从原来按实际销 售收入 8 % 征收改为按

6% 征收；夏秋茶 从原来按8 % 征收改为按10% 征收，

这一决定的实施，促进了茶叶产销两旺，取得良好效

果。前几年，茶叶生产增长。但因茶叶品质不对销路，

造成积压，仅国 营商业1983年末积存茶叶达113万担，

影响到茶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调整茶叶农业

税率后，收购茶叶 严格 执行依质论价原则，使适销的春

茶由原来占总产量的55% 提高 到65% ，夏 秋 茶 则 由

45%降至35%；国营商 业收购的春茶，由原来占总收

购量的50 %提高到67 % ，夏秋茶则由50%降至33%。

同时，由于多方面 打开 销路，全省茶叶销 售 大 于 收

购。 1984年底 库存茶叶比上年减20%。茶叶旺销的势

头，稳定了农民进一步 发展茶叶生产的积极性。

（本刊通讯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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