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保险业务所取得的保费收入，经营各项进出口贸易

等保险业务所取得的保费收入，同时还包括国外保险

公司在我国取得的分保收入。过去，我国保险公司从

国外取得的分保收入在国外是要纳税的，而国外保险

公司从我国取得的分保收入在我国是不纳税的。现在

恢复对保险业务收入征税，国内保险业务和国外保险

业务在纳税上得到同样对待，是符合合理负担、平衡

税负的政策的。
二、税率。对保险业务收入征税税率定为 5 %，

这是根据对保险业务征税的历史情况和保险业务的性

质确定的。保险业务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生产或经营业

务，它是以承担赔偿投保人经济财产或人身等损失的

风险为代价，按一定的费率取得经营收入的。与世界上

许多国家比较，我国的保险事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

因此，对其征税的税率不宜定得太高。建国初期，对

保险业务收入征税同对银行信贷业务收入征税使用同

一税率，现仍按照这个原则，对保险业务收入征税税

率和银行一样，确定为 5 %，这是适宜的，是符合我

国国情的。

三、对保险业务收入的免税。为了对各种不同情

况进行区别对待，对下列各项保险业务收入给予减免

税。
1.对在保险期满时须连本带利退还投保人的保费

收入不征税。因为这类保险业务是一种有保险保障和

具有长期储蓄作用的“两全保险”。例如“简易人身

保险”，投保人在保险期内，不论是否发生死、病、

残，都可以按保险的规定领取保险金。保险期满时，

如保险人健在，可以向保险公司领取全部保 险金。
“两全家庭财产保险”也是此类性质的保险业务，因

此也不征税。
2.“养老金保险”，虽然不同于两全保险，但它

也具有返还性，即投保人在工作期间适当交一定的保

险费，退休时，可按月向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它是

解决城镇集体经济组织退休养老的一种保险，对减轻

集体经济组织的负担，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

好处。所以，对保险公司办理的这一保险业务取得的

保费收入，也不征税。

3.我国保险公司从国外分入的分保收入，由于是

在国外取得的，已经按照该国的税法规定交 纳 了 税

款，在国内也就不再纳税。
4.为了支持和鼓励保险公司开展 有 关 农 业、牧

业、渔业、林业生产的保 险业务、保障农、林、牧、

渔等业生产持续稳定的发展，并考虑到农牧保险业务

分散、风险较大等的特点，对保险公司承办农牧保险

业务的收入，也免予征税。
对保险业务收入征税，属于恢复征税的项目，各

级税务部门要加强同保险公司的经济联系，经常沟通

情况，相互督促，认真做好这项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

加强征收管理

搞好农业税工作

杨柏寅浙江省财政厅农财处

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和分配形式发生变革的新形

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农业税的征收管理是一个重要

问题。
1983年我省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全省农业税纳税单位从原来的35万多个生产队，

变为800多万承包户，使征收、结算等 方 面的工作量

猛增了20多倍。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

支持下，我省财税部门加强和改进了农业税的征收管

理，仍然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农业税征收任务。

回顾1983年的工作，我省在加强和改进农业税征

收管理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落实岗位责任制，开展同工种竞赛。依靠广

大区乡（社）干部和财税干部的共同努力，是做好农业

税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我省许多县市党委和政府，都

很重视农业税征收工作，把征收农业税列为区、镇、

乡（社）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内容之一，年终进行

评比。各区、镇、乡（社）的党政领导，在旺 征期间

也都把征收农业税作为重点来抓，采取分片包干、负

责到底、限时完成任务的办法，一级抓一级，级级有

保证。各县市财税部门在落实岗位责任制的同时，全

面开展了农业税同工种竞赛，所 与所、组与组、人与

人之间，比学习钻研业务、比帐目管理准确、比宣传

执行政策、比工作积极主动、比按时完成任务，并进

行考核记分、定期检查、半年初评和年终总评。对评

出的先进集体、单项优胜和先进个人，给予适当的奖

励。通过竞赛，调动了广大财税干部的 积极性与主动

性，为完成征收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抓好征收的关键季节。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不失时机地抓好收获季节的农业税征收工作，是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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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征收任务的关键。过去，我省大部分地区没有征

收春粮的习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村发生

了新变化，春粮种植面积大增，出现了许多春粮一季

就能完成全年粮食包干任务的队、户。如果按老习惯

不征春粮，势必会发生“超购短征”的现象。特别是

一部分用代金交纳公粮的缺粮山区，上半年的经济来

源较多，如不抓住时机征收，也会造成农业税的大量

尾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全省各地区都提前做

好春征准备工作，适时组织春征，1983年全省 春征入

库原粮34，108万斤，占年度应征任务的21.6 % 。

在抓好春征工作的基础上，我省又把夏征作为一

场硬仗来打。各级财税部门都积极主动地当各级党委

的参谋，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认真贯彻“先征后购”、
“先税后贷”的原则。开征前，许多县市由县市人民

政府印制了《 关于加强农业税征收 管 理的布告》 和

《 农业税宣传资料》 ，在城乡广为张贴，同时还利用

广播、幻灯、墙报、黑板报、宣传窗、放 录音等 形

式，宣传农业税的意义和纳税规定，表扬交纳税中的

好人好事，公布征收入库进度。各地还先后召开乡、

村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代表会，充分发挥党员、干

部和职工家属交纳公粮的带头作用。财税部门采取集

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动员全体财税干部实行包干

负责，层层落实：局落实到所，所落实到组，组落实

到人。在征收中，要求做到驻站征收与下村催收相结

合，互相支援（棉麻产区和山区支援平原粮区征收，

粮区征收结束后回过头来支援棉麻区或山区 征收）、

互相合作（城镇与农村合作、内外合作）。由于夏征

工作抓得紧，抓得扎实，去年到 9 月底止，全省累计

征收数已占全年应征任务的94.8%，出现了不少全面

足额完成年度任务的社队。
三、抓好征收的薄弱环节。代金征收历来是我省

农业税征收的薄弱环节。过去一些地方不能完成年度

征收任务，主要是代金征收留有尾欠。针对这种情

况，财税部门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比较普遍地建立

和扩大了代征网点。对有茶、蚕、木、竹等交售任务

的队户，委托有关收购部门代征，对没有大宗农副产

品交售任务的队户，则委托信用社和有条件的社队企

业会计代征。经过双方协商、上报批 准、签订合同

后，照章执行。如余杭县财税部门共委托228个 单 位

和个人协助代征，采取“限时包干、定额付酬”的办

法，使全县提前完成了代金征 收 任 务。二是加强领

导，抓早、抓紧。除春征抓代金外，夏征 分配任务时

也将代金包括在内，粮食、代金征收一起抓。如东阳

县改变过去抓完粮食再征代金的习惯，将全 年 任 务

（含代金）在夏征前分配到区、社，并提出争取“夏

季完成全年任务”的要求，使山区征收代金、平原征

收现粮齐头并进，到 去 年 9 月底入库代金751万斤，

完成了当年任务的99.3% 。三是做好扫尾工作。代金

征收后期的特点是：面广、量少、分散、难 度大。因

此，各地在代金征收转入扫尾阶段后，都做到了思想

上不松劲，工作上更扎实细致，特别是 对少数“钉子

户”，在摸清情况的基础 上，做到耐心教育与行政干

预相结合，将征收工作一抓到底。如金华市在扫尾阶

段，财税干部串村访户，重点是抓 政策未落实户、流

动户、荒田户、钉子户，对他们进行认真调查，区别

情况，逐户解决。余杭县在扫尾工作中，针对不同情

况的户采取不同的做法，如对困难户由队代交，对扯

皮户教育催交，对拖拉户广播催交，对差错户上门补

交，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农业税征收任务。
四、做好基础工作。农业税征收工作要适应农村

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工作量大的新情况，必须做好征收

的基础工作。为此，我省各地区从1983年初就开始深

入调查，针对新情况，研究新措施，从有 利于征收出

发，积极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1.及早做好落实任务和编造清册的工作。由于落

实征收任务和编造清册面广 量大需时长，为了赶在春

季作物收获前将这些工作搞好，各级财税部门在春节

过后就组织力量，与粮食等部门密切配合，狠抓任务

落实。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土地的变动情况，

调整好征收基数，然后根据各户承包的土地和产量的

情况，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将全队的农业税任务落

实到各承包户，并以队为单位编造各队和分户征收清

册，做到征收基数在队，征收任务到户。为 了消灭差

错，在征收通知单下发到各队、户以 前，财税部门将

社（乡）、队征收清册以 所为单位进行初审，县局再

组织力量交换复审。通过逐级审核，做到 土地增减有

依据，计税产量变动按政策，保证了征收数字 准确无

误。
2．制发“粮（棉）出售证”。财税部门 与有关部

门经过调查研究，设计制发了“粮（棉）出售证”，

在交售任务专页中，加列农业税任务专栏，填明各户

落实的农业税任务；同时，加列公粮交纳记录专页，

记录交纳日期、数量和尚欠数。为了便于核对，“粮

（棉）出售证”上的队名、户名、编号和排列顺序应

与征收清册保持一致。这样做的好处是：各有关数字

集中在一起，便于财税、粮食和承包户三方面随时了

解征收情况，做到 心中 有 数，有利于执行“先征后

购”、“先税后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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