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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加强农业税宣传，帮助 农业税工作人员学习掌握农业

税的政策、制度及征收管理业务， 以利于做好农业税征收工作，并为研

究农业税改革提供历史和现实的材料，本刊从这期开始，陆续刊登根据

现行农业税政 策编写的农业税讲话， 供读者参考。

农业税是国家向一切

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

入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

种税，是国家按照税法规

定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

段，也是国家参与农业部

门国民收入分配，组织财

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农业

税收是国家的产物，农业

税的性质是由国家政权性

质决定的。一切剥削阶级

统治的国家向农民所收取

的税赋，都是对农民的剥

削，是为了满足其进行统

治的需要。我国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生产

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制，国家与农民

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

家向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

和个人动员一部分生产收

益，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

国防事业、行政管理等开

支，符合全国人民包括农

民的根本利益 和长远 利

益。我国农业税是 “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与旧

中国统治阶级为着本阶级

利益而向广大劳动农民征

敛的税赋有着 本质 的 区

别。

我国农业 税的 作 用

是：（ 1）积累资金。在革

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农业税曾是国家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交

通、商业和其他企业向国家上缴的税利逐步增加，国

家对农业税又实行了在一定时期内稳定负担的政策，

所以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仍

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 2）掌握粮食。我

国农业税一贯以征收粮食为主，建国初期，国家主要

是通过农业税征收来掌握粮食，以保证军需民食，稳

定物价，发展经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从

农业税征收来的粮食，在国家掌握粮食总数中仍占有

较大的比重。（ 3）调节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

中，通过税收来调节社会集团和成员在国民收入中合

理占有的数量，调节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4）国

家通过资金的积累和对积累资金的分配使用，组织实

现工业、农业的相互支援，使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

济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逐步实现工业、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我国农业税征收实行公平合理的负担政策。合理

负担政策的原则，是收入多的多负担，收入少的少负

担，使农业税的征收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纳税人的

实际负担能力。为了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的原则，在不

同时期曾经 采取过不同的征税办法。例如在土地改革

以前，根据农村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农业税实行

累进 税制。对收入高的地主、富农阶级依照高税率进

行征收；对收入低的贫农、下中农依照低税率进行征

收。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晚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保留了

富农经济，这些地区农业税征收继续采用累进税制。

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消灭了富农经济，个体的农业经

济转变为集体的农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

必要实行累进 税制。因此，1958年公布的农业税条例

规定，全国 统一实行比例税制。但是，不同地区的税

率仍然是有差别的，在规定不同地区 税率的时候，仍

然要贯彻合理负担政策的原则。

建国以来，我国 农业税征收还实行了稳定负担的

政策。全国农业税征收额，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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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在1952年征收额350多 亿 斤 细粮的水平上， 1958

年和1959年多征了一些， 1 961年又作了大幅度调减，

年征收额减至220多亿斤，之后二十多年，农业生产发

展了，但农业税负担至今基本稳定在这个税额的水平

上。因此，农业税负担占农业实产量的比例，已由第

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 10.6% ，降至目前的 3 % 左右。

稳定负担的政策具体反映在1958年公布的农业税条例

的规定中，例如，条例规定“常年产量评定以后，在

五年以内，因勤劳耕作，改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

量的，常年产量不予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

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降低。”这就是说，农业税

负担一经确定之后，因经营努力，而使农业产品和收

益增加，但不增加农业税征收额。在一定时期内随着

生产的发展而实际 负担比例逐渐减轻。这就可以鼓励

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 农民的生 活 不 断 得到改

善，对巩固工农联 盟起了良好作用。当然稳定负担是

相对的，随着生产条件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

负担能力的提高和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资

金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 农业税征收额作一些调整

也是必要的。

财务制度史料

企 业 职 工 福 利 基 金

殷 同 立

职工福利 基金是企业用于改善职工生活福利、保

护职工身体健康方面的专用 基 金。它是 根据国家规

定，按照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在 生产 成本

中列支的。企业职工福利基金的设置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广大企业职工的关怀，也是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体现。管好用好职工福利基金，对于调动广大职

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国家创造更

多的物质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建国以来，国家根据经济建设的发展情况和企业

职工福利开支的需要，对企业职工福利基金的提取、

使用和管理作出过若干规定，从规定的执行和演变过

程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53年到1968年，企业职工福利费

用采取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工资附加费的办

法。建国 初期，国营企业福利费用的提取办法很不一

致，为便于基层企业统一掌握执行，使企业职工的正

常福利有一定保证， 1953年原政务院 财经委员会发文

规定：

1、国营企业的工资附加费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一定比例提取。工资附加费的内容主要包括劳动保险

金、工会经费、医药卫生补助金和福利补助金四项。

2、上述四项费用 的提取比例 和 使 用 范围为：

（ 1）劳动保险金，由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 3 % 按月

提取。其中：30%上交全国 总工会统筹使用；70%留

存基层工会，按照规定用于：职工疾病、非因工、因

工负伤方面的开支；职工及其供养的 直系亲属死亡方

面的开支；职工 养老、职工生育和疗养员伙食补助费

等方面的开支。（ 2）工会经费，由建立工会组织的

工厂、矿场、商店、农场、机关、学校 等及行政单位，

按职工工资总额的 2 % 提 取，按 月 拨 交工会。其中

75% 用于职工文化教育；25% 用于工会经费支出。（ 3）

医药卫生补助金，分别 不同行 业按 职工 工资总额的

5 %— 7 % 提取（重工业、建筑业、森林业、铁路及

交通部门为 7 %；轻工、纺织、邮电、贸 易、商业、

粮食、银行及国营农场为 5 %）。主要用于职工及其

供养直系亲属的医疗费支出；企业的医务人员工资和

附加工资；医务经费和职工 因 工负 伤就医路费等。

（4）福利补助金，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 额的2.5%
提取，主要用于：职工困难补助、职工集体福利设施

以及职工食堂的收支差额补助。

在此期间，由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就业人员

逐年有所增加，职工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工资总额

增长较多，因而，按照职工工资总额提取的各项工资

附加费，除 福利费略有超支外，其他三项都有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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