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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化农业 财 源

应树立“五个观 念”

王克雄  孙塔章

分税制改革为贫穷农业地区参与市场经济的平等

竞争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新体制将财政

收入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列为共享税，75%的收入

要上划中央，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经济的农业地区实际

可供支配的财力还会减少，农业四税将成为农业地区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及

其财政部门必须顺应改革形势，下决心调整财源结构，

努力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我们认为，当前优

化农业财源应树立“五个观念”。

一是树立基础型农业的观念。农业是国民经济的

基础，在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中一直处于重中之重的

位置。作为农业地区，应该自觉地服从于、服务于全国

这个大局，丝毫也不能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地方财政

部门在分税制模式下，应积极调整支出投向，不断增加

农业投入，集中一定规模的财政资金加快“桥、路、涵、

沟、渠、机、电”等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信息、邮电、通

讯、市场等农业配套设施的建设。在资金的筹措上，财

政部门更应实施对农业的倾斜政策，广辟渠道，多头并

举，有计划地安排本级预算的农业专项基金，大力筹措

城市农发基金，正确引导支农周转金和财政预算外资

金对农业投入的流向，充分运用贴息、垫付等财政手段

以尽力满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二是树立开发型农业的观念。农业经济在农业地

区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但积累率、商品率很

低，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必须迅即改变低效运转型的

农村经济结构。在模式的取向上，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

农业资源优势，走大农业综合开发的路子，根据本地区

的人文地理和自然条件选准发展农业经济的突破口。

以粮棉生产稳定经济基础、巩固财源；以发挥养殖种植

业优势拓展财源；以乡镇企业兴工助农壮大财源；以搞

活农产品流通增加财源；以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

补充培植财源。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扩大以上五个

方面的发展规模，以实现农业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

三是树立效益型农业的观念。多年来，农业生产的

传统模式和行政指令一直困扰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在

农民中普遍有着“祖代种啥我就种啥，乡村干部叫种啥

我就种啥”的保守观念，使农产品面目几十年一贯制。

因此，必须帮助乡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消除传统型、

命令型的观念障碍，引导农民研制改良粮棉品种，开发

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和市场变化的新产品，提高农

产品在市场的竞争率、商品率，帮助农民调整生产项

目，改变耕作方法，尽快实现农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农业

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四是树立综合型农业的观念。农业资源优势难以

形成经济优势的又一重要原因是乡镇企业发展速度

慢、规模小、效益差，现有的乡镇企业经济结构、品种结

构和质量结构不尽合理。初始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

低附加值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少。加之乡镇企业基础工作薄弱，

经营管理落后，很难形成规模效益。要改变乡镇企业的

现实状况，必须以充裕的农产品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

优势，以效益为目标，以市场为取向，迅速发展一批高

附加值的农产品深度加工企业。对现有乡镇企业要着

力进行结构调整，搞活存量，扩大规模，改善企业组织

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以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的组织结构

和高质量的产品结构来占领市场。为了尽可能减少大

量的财源外流，争取现有的购买力能在本地实现，必须

抓紧组建本地区的农产品集散基地和专业批发市场，

以活化财源。

五是树立科技型农业的观念。目前农村经济低效

运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科技落后，市场信息不

灵。无论是粮棉生产，还是乡镇村组企业，科技含量都

十分低。发展农业经济，壮大农业财源必须以科技为导

向，积极引导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进一步完

善农技推广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引进外地科技人才

来贫穷农业地区指导农村经济开发，鼓励科研机构、大

专院校和党政机关中科技干部到农村领办、兴办、联办

企业，要大力拓宽农村技术市场，借助科技兴农而尽快

将农村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健全农业信息

服务系统，办好广播、电视等，引导农民准确地把握农

副产品购销的市场行情。同时，要继续加强乡财政建

设，培养有较高知识层次的农村财会力量，改进会计核

算和加强财务监督，大力提高农村经济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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