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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 2000 年的田

赋，并且还让国家反哺农业。这是史无前例的开端，这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国家富强的验证！亿万农民要歌唱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好……”这是刻在一尊青铜鼎上的几句铭文，作者是

河北省灵寿县南宅乡青廉村农民王三妮。

2006年 1月 1日起，《农业税条例》废止，青铜器手艺人王

三妮决定铸造一尊“告别田赋鼎”来记录这件大事。“当时家里

有 10 多亩地，种着玉米、小麦、花生，每年农业税大概 500 多

元，现在看没多少，但当时够一个孩子一年上学的费用。”

王三妮铸造青铜器的手艺是祖传的，他在村里开了个手

工作坊，“免除田赋，是我们农民祖祖辈辈的梦想。鼎有记载

国家大事的功用，我是农民，又会做鼎，所以要铸一个鼎纪念

这件大事”。

但是当王三妮说出这个想法时，家里人都不同意。按照

王三妮的设计，这尊鼎大概要花费 7万元，这对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资。王三妮不顾家人反对，购置原料，翻

新炉子，制作模型……看着父亲铁了心要铸鼎，王三妮的儿

子、儿媳也参与进来。

开工后，光是鼎上 560个字的铭文刻在蜡模上，王三妮就

花了一个多月。用了大半年时间，2006年 9月 29日，“告别田

赋鼎”落成。这尊鼎是三足双耳圆鼎，高 99 厘米，直径 82 厘

米，总重量 252 千克。鼎上纹饰有祥云、麒麟，主体图案是祥

龙。但王三妮给几条龙配画的不是龙爪，而是牛蹄，寓意农民

耕田离不开牛。

“鼎成那天，我搂着它看不够，560个字的铭文，一个刻坏

的也没有。”今年已经 74岁的王三妮说起这件事，依然激动不

已，“铭文没用篆书，并且都是通俗的大白话，就是想让普通农

民也能认出来，读得懂。”

2009 年，“告别田赋鼎”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2013

年，王三妮专门到北京去“看望”自己的作品。“我看见，每个参

观者来到鼎前，都会用手摸一摸或轻敲一下，念一念鼎上的铭

文。”王三妮说。

回望过去，才能明白历史的厚重。

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

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自古以来，农业税都是农民负担中

最大的一块。2006年1月1日起，《农业

税条例》废止，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

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在

党的领导和决策下，亿万农民种地不再

缴税，是注定载入史册的不朽功勋。

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弥足珍贵。

在改革过程中，党始终坚持尊重实践、

尊重群众、尊重基层，从实际出发，不断

探索完善具体改革政策；始终坚持加强

对农村税费改革的领导，中央把握改革

的大方向、大原则、大政策，依靠地方和

基层、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始终坚持处

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兼

顾各方利益和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农村

税费改革得以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农民的智慧。

取消农业税，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

照广大农村，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城

市支持农村”，改变农业农村在资源配

置中的不利地位，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保障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

果、分享国家发展红利。取消农业税，

进一步完善了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分配

关系，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更好

维护了广大农民利益，改善了农村干群

关系，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为建立现

代税制奠定了基础，为深化农村改革提

供了契机。

少取，为农民减负
乔金亮

农耕文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无比重要的

地位，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

源。2005年 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

会议通过决定，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废止《农业税

条例》。2006 年 2 月 22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

张面值 80 分的纪念邮票，名为“全面取消农业

税”，以庆祝中国农业史上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改革。自此，在我国延续了 2000多年的农业税宣

告终结，这既使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

转，也意味着我国工业反哺农业进程提速。

负担沉重唤改革

中国农业博物馆 4号展馆里陈列着一尊青铜

圆鼎——“告别田赋鼎”，这是我国取消农业税的

标志性纪念物。中国农业博物馆讲解员李若雪告

诉记者，这尊青铜鼎由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

用一年八个月时间自筹资金铸造，直径 82 厘米，

高 99 厘米，重 252 千克，上书铭文 560 字，刻写了

田赋也就是农业税的由来。铭文最后写道：“我是

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

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

歌颂，永世不忘。”

农业税是国家对所有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

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也是老百姓口

中常说的“公粮”。在整个封建社会，农业都是国

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且农民赋税呈现越来越重

的总体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底子薄、基础弱，工业

化和城镇化水平很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

比例，农业税成为国家财政支持工业化建设资金

的重要来源。

进入上世纪 9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

展，财力支出缺口不断增大，而基层财源却有所减

少。农民不仅要缴纳农业税，还要承担许多维持

基层运转和公共事业发展的费用，俗称“三提五

统”。再加上各种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农民负

担越发沉重。

繁重的税负严重限制了农民实际收入的增

长，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恶化了干群关

系，给社会带来各种不稳定因素，农业税费改革势

在必行。

千年赋税终免除

在取消农业税的历史进程中，安徽省涡阳县

新兴镇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这里被称作“全国农

业税费改革第一镇”。

时任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告诉记者，1992

年，新兴镇共有耕地 8.9 万亩，一年财政支出约

260 万元，经测算，每亩耕地一年缴税 30 元，就基

本能够保证政府工作的正常开展。经过酝酿，新

兴镇出台了税费“一次清”方案，即“税费提留 30

元一次到位”。这次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1993

年，新兴镇仅用7天时间便完成了征税任务。

新兴镇的此次试水成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

火，河北正定、湖南武冈、贵州湄潭等 7 个省份的

50多个县纷纷效仿，开启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探索

之路。

与此同时，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的问题也引起

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决心从减轻农民负担工

作入手，将地方自发性的改革探索提升为全局性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在 1998年 10月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

村税费改革被列为改革的重点内容。同年 11月，

国务院成立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为减轻农民

负担工作由治乱减负适时地转向税费改革做

准备。

进入新世纪后，税费改革开始按照“减轻、规

范、稳定”的目标进行试点。2000年，国务院正式

确定安徽省率先开展试点。2001年，江苏省开展

试点。2002 年，进一步扩大到河北、内蒙古等 20

个省份。2003年，全国所有省区市全面推进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央财政用于农村税费改革

的转移支付达到305亿元。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质疑的声音。

对此，中央审时度势，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

发，摒除杂音，坚定推进改革。

2003年 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暂停征收

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2003 年 12 月 31 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

意见》，宣布从 2004年 1月 1日起取消除烟叶外的

农业特产税，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降

低农业税率或免征农业税。”

取消农业特产税的 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2936 元，是 1997 年以来最高的一年，粮

食总产量也扭转了连续 5 年下降的局面，达到

4.69 亿吨。从这一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

阶段。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 年内取消

农业税。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税率，还

选择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试

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他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

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减免农业税费的提案

和建议呼声也从未停止。2001 年至 2005 年财政

部办理事关取消农业税、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

提案、议案总量达 4500多件。5年时间内，财政部

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公布取消、免收或降低标准的

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150多项。

到 2005 年底，全国已有 28 个省免征农业税，

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已不足 1%。

彻底取消农业税，让农民甩掉包袱轻装前行的时

机已经成熟。同年 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决定，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废止《农业

税条例》。原本计划 5 年完全取消农业税费的目

标，在短短3年内就得以实现。

从“取”到“予”迎转折

农业税的取消，是对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解

放，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极大地减

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是中国数

千年农业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

据测算，与改革前的 1999 年同口径相比，

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村税费改革每年减

轻农民负担 1250亿元，人均减负 140多元，平均减

负率达80%，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宋洪远

认为，农业税费改革的核心实际是“两头改”，一头

改“三乱”，一头改乡镇机构。要实现全面取消农

业税，首先就要去除农村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

费问题，这是农业税费改革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且改革并不局限于免征农业税，而是一个有诸多

配套措施的系统工程。2000年起，国家由点到面

展开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

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真正实现了村财乡管、

乡财县管、县财省管。

宋洪远表示，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继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领

域又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依法调整和规范国

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

一步纳入法治轨道。此外，农村改革从调整生产

关系到改革上层建筑，使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认

为，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农业政策逐步由索取向

支持补贴转型过渡，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此开始

从“取”到“予”的根本性转折。全面取消农业税，

探索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措施和直接补贴政策

等，意味着中国已初步建立农业补贴制度的基本

框架。“从长期趋势看，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提升，

农业补贴的能力不断增强，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

贴支持力度，是今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选

择。”程国强说。

河北省灵寿县青铜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告别田赋鼎”复制

品。 陈发明摄

图① 2006 年 2 月 22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全面取消农

业税”纪念邮票。 （资料图片）

图② 安徽省肥东县桥头集镇复兴社区蔬菜基地新建

的有机蔬菜种植大棚。 王尚云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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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44号馆内陈列的关于取消农业税的展板号馆内陈列的关于取消农业税的展板。。 刘春沐阳刘春沐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