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 入只有45元左右；山区粮食产区的安全乡实际負担

虽然很低，只 4.91 %，但每人平均收入只有 39 元左

右。在山前乡和呂家埠乡的10个初級社負担率最高的

达13.11%，一般的也在11% 左右，每人平均收入也只

有40元左右，少的社只有31元或者35元。但是，在花

生产区的七里乡汶南高級社負担率为8.61%，而每人

平均收入接近60元；在盛产棉花的高唐县刘楼乡兩个

高級社的負担率均为10% 左右（該乡每人平均土地近

4 亩，因而税率略高），但他們的收入接近90元左右。
看来目前一些地区尤其是經济作物較多的地区的实际

負担率似乎与每人平均收 入多少已不能相适应了。
（ 2）从不同地区群众的生活情况来看：平原粮

食产区的群众，一般的都有粮食吃了，穿的也比較整

齐了，但目前的生活还不算好，发給的布票（每人每

年22尺）和油票（每人每月 4兩）一般的用不完。群

众說：“現在有吃有穿沒有另花錢。”但是在丘陵地

区和山区的粮食产区的群众的生活还是有困难的，如

在呂家埠乡北小溝村統計的99戶中，1956年有兩戶全

家无被，四戶六、七口人盖一条棉被，八戶沒有棉襖

过冬。在經济作物产区的情况就显著不同了，花生产

区和棉花产区的群众穿的齐全，每人至少 有 一 条 被

子，一部分人有兩套棉衣，男人穿斜紋布，女人穿花

布的較为普遍。布票和油票都不够用，副食品时常供

不应求。棉花产区的刘楼乡一般戶夏天有蚊帳，冬天

有煤爐，不少社員还有飞鴒牌脚踏車。
（ 3）从群众对农业稅負担的意見来看：我們到

乡后曾多次召开干部与群众坐談会，征求他們对負担

的意見，一般的說：“負担不重”。也有的說“輕”。

但是在粮食产区和經济作物产区的群众对負担有着不

同的反映。在經济作物产区的干部和群众对上兩年連

續增加附加也沒有意見，他們認为“經济作物多，价

錢好，見錢多，的确是好过，政府照 顧多，負担又

輕，只要少納粮食，多納經济作物和現錢，可以多納

一些”。粮食作物产区的群众对农业稅的意見一般也

認为負担不重，喊重的也是少数的困难村庄。如山前

乡建国社，每人平均收入只有35元，虽然負担占收入

的比例只12.5% ，但当地群众認为他們的負担“沉呼

呼的”。在一般的粮食产区，因連年增加附加，部分

群众已經产生了顧虑和不滿。如呂家埠乡东赵家庄的

干部說：“前年（1954年）沒有附加，去年 8 % ，今

年12%，群众不用想寬一寬，公粮加，統購加（該地

1956年有增購粮食的任务），群众夾中間”。又如山

前乡有的群众說，“什么正稅和附加，反正我們这里

挖”。純粮区济阳县唐庙乡負担比例虽然較高，群众

認为：“国税应該負担”，但一联系到鄰近的經济作

物产区的社員每人平均收入70多元（唐庙乡只45元）
的时候，都說“負担过重”。

从这次調查中我們得到这样的印象，目前农民負

担一般的是不重的，农业稅在正确的适当地安排国家、
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的問題是不大的。但是不

同經济类型地区的农民負担存在着比較显著的不平衡

不合理現象，这种不平衡不合理現象或多或少的影响

着农民的生活改善情况，影响着农民和国家的关系，
为更好地解决这些問題，我們認为农民負担在原有基

础上逐步适当地調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以 上調查材料仅供参考，不妥的地方，請指正。

讀者
来信

預算資金不应轉为其他存款

为了集中国家資金进行重点建設，中央規定各單

位每到年終預算資金有結余应冻結上繳。但有不少單

位違反了这个規定，为了 逃避 年

終冻結，將預算資金轉 入其 他 存

款。例如，江西省南城县农林局，

在1955年12月底就將結余的水利款

和育苗款存入儲蓄所，直到1956年

7 月因发現經办人員貪汚 130元才

被发覚。九江县水利局于1956年12

月將剩余的水利經費 500元以私人

名义存入儲蓄所，虽經办公室会計

发現后曾反映向財政局，但財政局

幷未催促上繳，而他們則將其轉入

其他存款留作为1957年的 机 动 費

用。分宜县委农村工作部亦有类似

問題，幷將存款凑在其他經費 一

起，未通过任何手續即以 140 元購

买了一部收音机。这种情况，应該

引起我們的注意，幷糾正这类違反

財政紀律的行为。
（木 其）

更 正

本刊1957年第 2 期社論：“認

眞做好1957年国家經济建設公債的

推銷工作”一文中，由于我們工作

粗疏，將推銷公債中的 “合 理分

配、自願認購”原則，誤写为“自

願力量”原則。特予更正，幷向讀

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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