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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E_90_E2_80_9C_E5_c46_77936.htm 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

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

的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我们应清

醒地认识到,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

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近年来开展的农

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取得了

积极成果。2005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从2006年1月1

日起废止1958年通过的农业税条例,中国的农业税由免征转为

彻底取消。我一直认为,税费改革的真正内涵不是减轻农民负

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1]。免征或取消农业税是惠

民利民的重大举措,但这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免

征农业税对于一些农业税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

和县市,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了解到的一些地区的实际

情况看,免征农业税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

题多。这也就使得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为调整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仅就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

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根源及解决思路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

、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 （一）免征

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体财力中,

上级补助收入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已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

其实的“要饭财政”。 西北某贫困县,2002年当年可用财力

为13850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1427万元,占可用财力



的82.5%.2003年当年可用财力14968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2559

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3.9%.2004年当年可用财力17449万元,省补

助收入15734万元,占可用财力的90.2%.2005年预计当年可用财

力10983万元,省补助收入10529万元,比重高达 95.9%。该

县34.93万人,财政供养人口8681人,占全县人口的2.49%。县级

财政的所有收入远远不够发全县干部的工资。只能发2-3个月

的工资。 该县2004年财政赤字4869多万元,如包括挪用的1000

多万元的专款,赤字共6000多万元。2004年底累积债务达6836

万元。2005年财政的实际支出预计为18928.5万元,支出的主要

部分为:人头费（9435万元）,公用经费（2664万元）,上年结转

的专项资金（3887万元）,税费改革的中央转移支付非支不可

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301万元）、村社干部报酬（191万

元）、乡村道路、优抚等（641万元）.预算执行中要求县级财

政负担的计划生育（462.5万元）、封山育林、救灾、低保（

城市）、防疫、口蹄疫防治、世界银行贷款本息、医疗保险

等1347万元。收支缺口预计将达到近8000万元,还还不算没有

能力执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配套资金118万元。 免征农业税

后乡镇一级的财政收支情况又怎样呢?在该县,乡镇一级的地方

税收全部上缴县级财政,有的乡镇一年没有任何财政收入。镇

上每年除了支付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外,无法再有其他支出。

干部工资和正常办公经费（1人1年600元的标准）完全靠县财

政拨付。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广东某镇,现在

镇政府唯一可支配资金是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20万元,市政府

每月划拨给镇办公经费4000元,镇级收入大缩水,而各项支出依

旧[2]。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现在财政全归县,乡镇作为一级

政府的财政基础已经丧失殆尽。 （二）、为完成财政收入的



任务,弥补收支缺口,地方财政部门加大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

入等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以增加入库数额,造成了非税收入的

比重上升,“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我曾经认为,取消

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两个税种,免除了征税成本,也就铲除了

“搭车”收费的根基和平台[3],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过于主观,

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财政财政,有“财”才有“政”,为了

保“政”,必须敛钱。税收收入没有了,只有在非税收入上做文

章。上述西北地区某县,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

入的比重不断上升,2002年占34.3%,2004年占45.6% ,2005年预计

占57.7%。 非税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原收费单位的费用支出,形

成了财政收入数字上去了,但可支配财力却上不去的状况。 收

费当中的一种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性

收费收入,即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该县按当地人均纯收入比

例的30%,一对夫妇双方连征7年,2000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

社会抚养费5195元,2001年为5485元,2002年5859元,2003年6098

元,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增到6388元

。2004年该县全年共收缴社会抚养费40多万元,但在地区排名

仍落后,于是2005年加大了清欠力度,到7月份已经收上了180多

万元。其中收缴往年拖欠款87万元,新增58万元。2005年以前,

收缴的社会抚养费10%缴县计生局,乡镇自留90%。2005年后,

不再上缴县,收支两条线,社会抚养费的47%用于农村独生子女

户和二女户的养老保险,20%为办公费用.30%用于工作人员的

奖金和补贴。 中部地区一个县,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最少缴

纳社会抚养费21900元。据当地的乡镇领导讲,在实际操作中,

社会抚养费并没有及时全部缴入国库,坐收坐支现象突出,社会

抚养费的最终使用权还是在乡镇,其中有镇村干部的奖金和村



里的分成部分[4]。 另外,在一些地区,将“一事一议”变成固

定收费,将“两工”强行以资代劳,农用车管理、生猪屠宰、农

民建房、土葬村民缴纳土葬费的罚款等,成为农村“乱收费”

的新源头,“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三）、专项资金

被挪用,配套资金无法落实。 有的地方政府连“要饭财政”也

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挤占挪用专项款,有的县一年挪用上千万元

专项款来发工资,第二年再用新的专项款来补上,来化解。 项

目往往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费用,但属于“要饭财政”的地方政

府往往不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其结果不是作假,就是把项目放

在不太贫困的地方。如真要配套,向群众筹,则必然增加群众负

担.从银行筹,则形成新的挂帐。 （四）、围绕农村土地的利

益问题成为焦点。 地方财源的枯竭使得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把

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户通过各种方式来占取宅基地.据

国土资源部统计,2004年全国村庄用地2.48亿亩,按当年年度农

业人口计算,人均村庄用地高达218平方米,约是特大城市人均

用地面积的2到3倍,比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限额还多98

平方米。更值得关注的是,村和社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

的来源,政府来征地,企业通过政府和村来占地。改变土地用

途,借“地”生财,是目前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绝

招。这种行为已经对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大的隐患。许多

地方频繁发生围绕土地出让金产生的冲突,而矛盾的主要焦点

就是土地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生,必将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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