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实施保障措施与征收反倾销税

（一）2002 年，为避免美国采取钢铁保障措施后贸易转

移对国内钢铁市场造成的冲击，国家对进口的 9 类 48 个税

目的钢坯及钢铁产品采取了临时保障措施，规定对超过规定

数量的上述进口产品加征一定比例的关税，实施期限为 180

天。经过为期 6 个月的调查后，在 2002 年 11 月，决定对 5

类27 个税号的钢铁产品实施期限为 3 年的最终保障措施，

对超过规定数量的这些产品加征最高为23.2 % 的关税。

（二）2002 年 6 月 20 日，决定对进口的原产于英国、

美国、荷兰、德国、韩国的二氯甲烷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

限自2001 年8月16 日起为5 年。

四、拟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和区域贸易

合作关税谈判及实施方案

（一）从 2002 年起世贸组织启动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

自由化谈判，并计划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前结束全部谈判。

新一轮谈判包括农业、环境、服务业、制成品、反倾销、政

府采购实践中的透明度、贸易便利化、投资和竞争政策、电

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中国研究制定了参加 W TO 新一轮谈判

的农产品、非农产品关税减让模式并分别提交给 W TO 农业

谈判委员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委员会。

（二）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及东盟 10 国领导人正式

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建立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该框架协议规

定了自贸区的目标、范围、措施、起止时间、先期实现自由

贸易的“早期收获”方案、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具体安排、

中国给予越南、老挝、柬埔寨 3 个非 W TO 成员以多边最惠

国待遇的承诺以及在货物、服务和投资等领域的未来谈判安

排等。规定中国和东盟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菲律宾、文莱6 个老成员国家自2005 年至2010 年通

过按规定逐步削减关税建成自贸区，对越南、老挝、柬埔

寨、缅甸4 个东盟新成员国家，自2005 年至2015 年，通过

采用较高的起始税率和不同的实施阶段逐步削减关税建成自

贸区。同时制定了对老挝、柬埔寨、缅甸 3 国给予特殊优惠

关税待遇的实施方案。

（三）制定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项目

的货物贸易关税谈判方案。

（四）参加了俄罗斯申请入世工作组会议及市场准入的

双边谈判、APEC 市场准入磋商和中蒙俄 3 国过境贸易

谈判。

（财政部税政司供稿，方 霞、叶 绿执笔）

农 业 税 收

2002 年，农业税收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精神，

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适时调整和完善农业税收政策规

定，努力做好农业税收改革与征管工作，全年农业税收实际

征收入库 795.03 亿元，比上年增收 250.26 亿元，增长

45.9 % 。为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一、2002 年农业税收入大幅增加

（一）农业税。2002 年农业税征收 384.43 亿元，比上

年增长100.93% 。其中：正税收入318.23 亿元，地方附加

收入66.16 亿元，占正税20.79% ，比上年增加39.79亿元，

增长150.89% 。滞纳金收入359 万元。尾欠收入1.78亿元。

2002 年农业税征收呈以下几个特点：1.主要增收点在税费

改革地区。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2002 年全国有 20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 20 个省的

农业税收入达357.3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3% ，占农业税

收入总额的 92.95% 。2.平均税率有所增加。全国农业税实

际执行平均税率为 6.79 % 。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平均

税率为6.71% 。实际执行附加税率全国平均为正税的 21% ，

比上年平均税率调增了 5 个百分点。3.计税基础扩大。农

业税计税土地面积8 545万公顷，比上年减少 387 万公顷；

常年产量4 285亿公斤，比上年增加2 299亿公斤；农业税计

税价格1.2731 元/公斤，比上年减少0.0625 元/公斤。2002

年亩均常产334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了 186 公斤/亩。按农

业人口计算人均负担 41 元农业税，其中 34 元是正税，按纳

税户数计算，户均负担农业税168 元，其中正税139 元。

（二）牧业税。2002 年牧业税征收 1.57 亿元，比上年

增长 284.57 % 。其中正税收入 1.4 亿元，附加收入1 607

万元。

（三）农业特产税。2002 年农业特产税征收 107.7 亿

元，比上年减收19.76% ，其中正税收入 100.3 亿元，地方

附加收入7.3 亿元。从几项主要品目看：烟叶 28.69 亿元，

比上年增收3.68 亿元，增长14.72% ；水果15.93 亿元，比

上年减收7.3 亿元，减少45.8% ；水产品16.42 亿元，比上

年减少4.11 亿元，减少20 % 。2002 年农业特产税减收主要

有以下原因：1.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由于执行

新的农业特产税政策，征收环节合并，在农业税计税土地上

生产的农业特产品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而改征农业税，农业

特产税收入相应减少。通过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的调

整，部分省已经没有农业特产税征收项目。2.国家对林木

实施限制采伐的政策继续执行，同时又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

和加大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速度。原木、原竹采伐量持续减

少，税源减少，对收入有直接影响。3. 受《中越渔业协

定》、《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影响，渔区农业

特产税大幅减收。4.农业特产品品种老化，销路不畅，出

口受阻，销售价格走低，导致税源短缺。

（四）耕地占用税。2002 年耕地占用税征收 58.3 亿元，

比上年增收 17.97 亿元，增长 44.64 % 。其中本年收入

51.88 亿元，尾欠收入6.35 亿元，滞纳金、罚款1 022万元。

增收因素是：1.非农业建设占地面积增加。2002 年各级土

地管理部门实际批准占用耕地面积为 183 .75 万亩，比上年

增加55.11 万亩。各级征收机关掌握的实际占用耕地面积为

202.45 万亩，比上年增加 49.69 万亩。2.加大了清欠和查

补税源力度。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在核实农业税计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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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过程中，加大了对历年非法占地的清理力度，相应增加

了一块可以查补的税源。3. 征收效率有所提高。随着国家

对农用地转用审批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政府土地储备制度的实

施，建设用地的征用审批和供地方式更加规范，使税源控管

更加有效、严密，提高了征收效率。

（五）契税。2002 年全国契税征收 243 亿元，比上年增

收65.11 亿元，增长 36.6% 。其中本年收入 240.77 亿元，

尾欠收入2.08 亿元。滞纳金、罚款1 466万元。契税收入增

幅较大的原因主要是税源增加。一是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逐步落实，以划拨、协议出让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大为减

少，土地交易税源大幅度增加。二是城市改造和小城镇建设

增加了房地产的开发销售，房地产交易价格稳中有升。

二、进一步调整完善农业税各项政策法规

（一）制定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政策规定，规范征管行为。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关于农业

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的规定，经组织多次座

谈讨论和征求各地意见，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完成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条例》草拟上报工作。

2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涉及

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的通知》要

求，下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

的暂行办法> 的通知》，提出了从源头杜绝农业税收负担恶

性案（事）件的措施办法和具体要求。（1）农村税费改革地

区要进行农业税收征管改革，税费征管分开，明确税费征管

责任，规范农业税收征收管理行为。（2）规定了农业税收征

收管理工作“十不准”，严明征管纪律。（3）建立和健全农

业税收执法考核和责任制度，加强对涉及农民税收负担恶性

案（事）件的查处。

（二）修订农业税条例，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

1.1958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中许

多内容已与现行农业税收政策不相符合，失去了指导作用，而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的农业税收工作又迫切需要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易于操作的农业税条例的指导和规范。为此，国家税

务总局着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进行修订。

2.针对农业特产税存在的问题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

出现的新情况，在对河南、陕西省农业特产税征管情况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特产税改革方案。为确保改革方

案切实可行，又在福建省组织召开了部分地区参加的座谈

会，听取对改革方案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会议座谈情况，对

改革方案进行了修改。

（三）完善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各项制度规程。

1.组织修订耕地占用税条例，拟定耕地占用税、契税

征管业务规程。组织完成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

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调研、起草修订草案及

说明稿、征求意见和修改定稿工作。2002 年，上报国务院

审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同时，为进一步加强耕地占

用税的征管，便于《条例》出台后的贯彻执行，配套拟定了

《耕地占用税征管业务规程》，经召开座谈会和向基层农税征

管人员征求意见，已形成初稿。在对契税征管基层工作调研

的基础上，草拟了《契税征管业务规程》。

2 .配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个案调整了耕地占用税、

契税相关政策。为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制定了

西部地区的耕地占用税系列优惠政策。为支持国有企业改

革，降低企业改制重组的税收负担，发布了《关于企业改革

中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

三、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收征管

工作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02 年扩大农村税费改

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具体贯彻落实

意见，确立了农业税收征收管理要实行法制化、规范化、信

息化、专业化的奋斗目标，提出改革试点地区要进行以税费

征管分离、逐步实行纳税人上门纳税，规范农业税收征收管

理行为为内容的征管改革工作思路，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

区的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地区出现的新的农业税税负不公平，

各地农业税实征税额有可能突破中央预定目标等矛盾和问

题，通过对安徽、江苏两省改革试点中农业税任务管理和农业

税负担情况的具体调查，草拟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村税费

改革中农业税负担问题的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提出了改进和

完善农村税费改革中农业税收政策和征管的措施、办法、建

议，为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四、认真落实各项农业税减免政策

2002 年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下达农业税减免指标 42

亿元，实际减免农业税52.97 亿元，比上年减少 3 亿元。其

中灾歉减免35.36 亿元，社会减免 15.7 亿元，有1 160万户

共4 622万人受益，其他减免 1.91 亿元。减免额中，县级累

计下拨减免款退库数为 29 亿元。牧业税由于受灾情况好于

上年，实际减免牧业税1.6亿元，比上年少减免 1.22 亿元。

耕地占用税按政策减免税额 7.26 亿元，其中免征 6.63

亿元。

为贯彻落实好农业税减免政策，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工

作，体现党和国家对农民群众的关怀，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

先后赴重灾省份河北、山东、湖北和湖南省，对农业生产受

灾情况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将农业生产受灾情况和农村税费

改革后农业税减免工作出现的新特点向财政部进行了通报。

同时，多次与财政部沟通协调，提出了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

工作的具体意见和方案。

各级农税机关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了大量艰

苦细致的基础工作。山东、内蒙、黑龙江等省区自 2002 年

8 月份开始进行全省范围内的调查核实，确保农业税灾歉减

免符合受灾实际；辽宁、安徽、宁夏等省区将减免补助款分

配方案以村（组）为单位张榜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将

减免税款及时、公开、公平地落实到了每一户受灾农户、每

一位农民手中。

五、制定征管措施，夯实农业税收基础工作

（一）合理确定计税要素。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

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从实际出发. 对计税土地面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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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核实，2002 年全国核减了5 800余万亩计税土地面积，解

决了多年来农业税征收中存在的“有税无地”、“有地无税”

的问题。在常年产量方面，河南省采取“从低核定，总量控

制”的办法，防止了脱离实际、高估常产的做法，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二）严格税源管理，加强农业税基础建设。各试点地

区的农税征收机关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全面开展了农业

税税源普查、登记造册和建立档案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明确

规定，纳税人要按照纳税登记申报表的内容和要求，如实申

报自己的计税土地面积、应税品目等基础数据，并签字认

可；协税、护税组织负责发放、收回、初审并签字；主管税

务机关根据登记表制作征收清册。形成了纳税人、协税护税

组织和税务机关三方参与、相互监督的税源管理机制。各试

点地区在查清税源的基础上，建立了明细到户的台账和卡

片，编制了农业税征收清册，建立了征管档案，制定规章制

度，严格了会计统计、票证使用和纳税通知书发放等各项基

础工作的管理。

（三）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形势，探索新的征管方式。各

地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精神，切实规范征管行

为，推进依法治税，积极探索加强农业税收征管的新办法。

农业税收征管正逐步实现由上门征收向农民主动申报纳税转

变，由分散征收向定时、定点、定额征收转变。最先试点的

安徽省在税收征收中实行的 “三定”、“八到户”、“十不准”、

“五书送达”等制度规定，切合实际，便于农税干部遵照执

行和农民群众理解监督。四川省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对农业税

征管方式实行“三个转变”，即由委托乡村干部代征向地税

机关直接征收转变；由手工操作向计算机监控管理转变；由

上门催收向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申报缴纳转变。一些还没进

行税费改革的地方也尝试进行了税费分离的改革，如辽宁省

推行了税收公示制，税费由不同部门、在不同时间分别收

取，并且在农业税征收中，将各户税额、计算方法、减免额

度以各种形式公示到村，为下一步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推行

做好了准备。

（四）公开办税，强化农业税征管监督机制。各地认真

贯彻执行国家税务总局 2001 年 9 月下发的关于实行农业税

收公示制度的通知，各试点地区在税务公开、执法行为公

开、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加大对循私舞弊税收人员的查处

力度等方面都做了切实有效的工作。四川省实行办税“四公

开”，即“税收政策公开，办税程序公开，办税时限公开，

办税结果公开”，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人情税”、 “过头

税”、“粗暴收税”等事情的发生。

（国家税务总局农业税征收管理局供稿，沈 宏执笔）

财政教 育与 干部培训

一、国家会计学院管理工作

（一）积极开展总会计师培训工作，提高国有大中型企

业总会计师管理水平。根据 2001 年底召开的财政部等六部

委协调会议精神，六部委联合下发了《财政部 中组部 中央

企业工委 中央金融工委 人事部 国家经贸委关于开展国有大

中型企业总会计师岗位培训的通知》。北京、上海两所国家

会计学院分别举办总会计师培训班 14 期和 4 期，培训总会

计师876 人和321 人。总会计师培训班是两个国家会计学院

到2002 年底为止培训时间最长（为期一个月）、层次最高

（大多是部级、司局级领导干部）的培训班，获得了学员的

高度评价，不仅扩大了国家会计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而且

对全面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总会计师的管理和决策水平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二）积极申办学历学位教育，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1.积极帮助国家会计学院申请开办研究生学历教育暨

授予硕士学位权，同时倡议引进发达国家做法，在我国设置

会计专业硕士学位（M PAcc），并做好国家会计学院申请该学

位授予权的准备工作。2002 年，完成了申报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及企业管理学科会计学和企业管理学两个专业的材料。

2.尝试与境内外著名大学联合举办学位教育。2002 年，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依托清华大学招收了 78 名 M BA（总会计

师方向）研究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

办了中国第一个会计专业硕士项目（M PA cc），已招生 56

人。另外，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和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达成

合作办学协议，对学习成绩合格者将同时授予财务总监资格

培训证书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三）稳定和吸引高层次人才，积极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经人事部同意，在国家会计学院分别设立了教师系列高级职

称评审委员会。倡议并促成北京、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分别与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政部会计司合作开发中国注册会计

师、会计人员职业能力框架体系课题，并召开了多次研讨

会。这项研究课题的成功开发将提高学院的研究能力，同时

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培训、考试等工作起到规范作用。

（四）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学院国际影响，

提高学院办学层次。

1 .2002 年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与世界银行集团、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入世后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国际研

讨会，包括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在内的数百名国际知

名专家学者、政府高级官员参加会议。这一年，北京国家会

计学院还与哈佛大学等国际知名高等学府、研究机构以及会

计师公司联合举办了“国际税法与税务”、“国际 CPA 职业

道德”、“哈佛论坛——安然崩溃的意义与影响”等颇具国际

影响的十余次国际培训、研讨与高级论坛，参加人数累计千

余人次。

2.2002 年，我国政府发起设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

融与发展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执行秘书处设在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院长夏大慰、副院长李扣庆兼任秘书处正、副秘书

长。5 月，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主持了该项目的 2002 年度论

坛开幕式，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和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出

席论坛并发表演讲，19 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体政府部

门高层官员、私营机构代表共 200 多人出席了论坛。该项目

在 8 月和 11 月还举办了两期培训，来自多个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经济体的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证监会等部门的官员及私

营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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