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税减免后农民增收问题的政策分析 
-------四川凉山农民实地考察为例研究 

杜晓东 祝 求 彭邓华 

 农业税减免政策实施后，全国各地农民种田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大部分农民在农业税减免过程中得到了实惠。然而，凉山州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部分县乡
农民生产条件落后，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停征，出现了生产资料价格随市场变化上涨的态势。对于凉
山州的贫困县而言，农民得到的实际收益增加并不明显。 
2005年，四川省凉山州委、州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农业税减免政策，使全州17个县市农
民实现零负担,全州呈现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好势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240元。 

 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停征，各县乡级财政来源脱离了农业税，而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步放开了
对于生产资料价格的控制，出现了生产资料价格随市场变化上涨的态势。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大部分农民在农业税减免过程中也得到了实惠。然而，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凉山州地区独特
的地理环境使其与我国其他平原地区的耕种条件差异很大，部分县乡农民生产条件落后，生活水平
达不到同等平均水平。 

 对于凉山州的贫困县而言，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国家将逐步取消以前的特殊优惠，在两者
的相对变化后，农民得到的实际收益增加并不明显，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反而使农民的负担变得更
重。 

 一、农资价格变动对凉山农民生产影响较大 
 （一）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 
 四川省农业厅调查显示，近年四川省尿素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年均分别上涨18.1%和14.3%，凉

山彝族自治州的地膜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2000元/吨，种子价格上涨10%至15%，肥料价格上涨15%至
25%。据省农调队测算，每亩农田要平均增加费用30元左右，这些新增加的费用抵消了大部分减少
了的农业税以及粮食直补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 

 随着农资产品的价格上涨，部分农民购买农资产品的数量减少，多数农户纷纷表示要多积累
农家肥以减少在禾苗培土时对化肥的使用，节省开支，这样就导致一些县农资销量减少，使得商家
不敢大量进货，影响了春耕备耕的物资准备。 
另一方面，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农户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平均投入比往年有所增加，一部分中低收入
阶层农户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只好采取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 

 （二）农民种粮积极性显著降低 
 不少农民反映，粮食价格才涨了一点，农用物资价格就大幅上涨，尤其是尿素价格，如果价

格仍然这么高就只有少用肥料，这势必影响农业生产的产量。粮食价格自2003年10月上涨给农民带
来的收益，远低于化肥涨价支出的增加，况且粮价上涨只是恢复性的。如水稻种植，农民种植的大
部分是普通品种-杂交水稻，该种稻谷价格上涨幅度小于加工后的大米上涨幅度，不少收益被加工
商拿去了。这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另外，农资产品价格上涨可能会迫使农民使用廉价劣质的化肥、农药和农膜，造成土地板结、毒素
高残留和产量减少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二、凉山州农民增收不明显的政策分析 
 （一）农业税减免政策的配套政策不足 
 从全国范围来讲，国家实施农业税减免政策势在必行，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发展，逐步解决

“三农问题”。然而，随着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脱离了农业
税，转为主要依靠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样，国家在支付大量基层政府转移支付款的同时便逐步
取消了对于贫困地区的农业税补贴等优惠政策，并且对农业生产资料逐渐取消了价格补贴，造成少
部分落后地区农民无力支付农资费用的问题。而针对这一矛盾，并没有相关的政策保证落后地区农
民的增收，这些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农业税减免政策的配套措施不足，在减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下，缺
少必要的政策以保证落后地区农民的实际利益。  
笔者根据在西昌市川兴镇对当地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得知，凉山州地区农村一亩地的农业
税在减税前是70元钱左右，而减免农业税后，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部分加起
来大概是40元钱，绝对差只有30元钱。而当地农民平均每人只有0.6亩耕地，据此，农民由于农业
税停征所增加的人均收入只有18元，而这还是在生产条件基本正常的农村。 

 （二）农业生产效率亟待提高 

 



 凉山州的11个国家级贫困县，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田收成不高，农业税停征以前国家专门
制定了对于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优惠政策，但是伴随着全省农业税停征，这一部分地区的优惠政策
逐渐被取消，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贫困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甚至会出现收入减少的现象。可见，四川省农业税的停征，对于凉山州部分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作
用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农民的增收问题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 

 综上所述，对于四川省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依然有待于进一步增加。而从根本上来
讲，收入低是农村生产率较低的问题。农业税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更多的应该和农村产
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生产率等问题联系起来。目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率是发达
国家的1/85，所以仅仅依靠政府减免农民的税收是解决不了农民增收问题的。当然，减税政策体现
了国家政策结构的进步，是值得全国广大农民为之欢喜的壮举，由此引发的问题相信会引起党和国
家的重视，先进的政策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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