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 40期 ) 2000年第 3期

Journal o f China Ag ricultural Univ ersit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我国农业财务主体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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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财务的主体除了具备一般财务主体的基本特征外 ,还有其行业特征 ,文章提出了农业事业的财

务主体的一元化及其特征以及农业企业的财务主体的多元化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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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处理必须在会

计主体假设的前提下进行一样 ,财务管理理论

与实务 ,只研究财务的客体和作用媒介 ,而不

研究其主体 , 是不全面的。所谓财务主体 , 一

般而言 ,是指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

基本经济单位 ,是具备所有权或实际经营权的

独立的产权主体 ,是财务分配过程中起决定性

作用的参与人。农业作为一个经济再生产和自

然再生产紧密结合的基础产业 ,自然有不同于

其他各业的特点 ,因而农业财务的主体除了具

备一般财务主体的独立性、经济性和经济实体

的主导性等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其行业特征。本

文从我国农业事业和农业企业以及作为农业

生产独立经营的微观经济单元——农户 ,来分

析农业财务的主体及其特征。

　　一、 农业事业的财务主体及其一元

化特征

　　农业事业是国家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

办的 ,为农业生产建设的进行和发展提供服务

设施等条件 ,并且凭借这些条件进行的系统的

经常的活动。农业事业资金的筹集、投放及耗

费和分配过程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就形成

了农业事业财务。在市场经济下农业事业单位

也要面向市场 ,其事业资金的筹集自然也离不

开资金市场。但由于农业事业本身具有繁多复

杂的业务内容和较强的政策性、社会性、季节

性、 民族区域性和基础产业的滞后性等特点 ,

其资金的筹集还离不开国家财力的支持 ,所以

农业事业单位资金的筹集是多渠道的 ,近年来

出现的农户集资办事业 , 贷款办事业 ,企业办

事业 ,事业单位自身创收后发展和开办新的事

业以及吸引外资兴办农业事业等现象都说明

了这一点。农业事业单位的资金投放 ,一方面

有国家预算资金在单位内部的运动 ,所以要体

现政策性 , 注重社会效果 , 另一方面 (有序市

场体制下 , 应该是更多的方面 )是单位自筹资

金 (通过资金市场及其资金的增殖 ) 的运动 ,

因而要体现自主性和效益性 ,由这二方面产生

的收益 ,应由事业单位自主分配 ,而不应该上

缴财政。 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拨付农业事业资

金 , 并非是作为所有者参股事业单位的经营 ,

而是作为国家管理者和协调者对基础性滞后

产业的扶持 ,是一种财政的宏观分配职能。实

际上 ,对农业事业的扶持有一部分像财政周转

金和财政支农资金都是有偿使用的 ,已经是一

种相似但又有别于银行信用的财政信用资金。

至于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向及投入额度不是本

文所探讨的内容 ,我们也不同意将财政支农资

金的管理纳入农业财务管理的范畴。 由此可

见 ,农业事业单位资金的筹集 ,投放和收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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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日渐自主。它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物质利益的

财务主体就应该有独立经济核算 , 当然 ,这种

经济核算是有别于企业经济核算的。责任会

计、人力资源会计经济核算是有别于企业经济

核算的。责任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和近年来出

现的绿色会计已经为这种核算指明了可能性。

　　二、 农业企业财务主体及其特征

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再生产和

自然再生产的紧密结合 ,它不仅包括一切利用

生物生命过程取得产品的生产 ,还包括附属于

这种生产的各部门的生产经营。农业企业有关

资金的筹集、运用和分配等方面的经济业务及

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即农业企业财务 ,其财务

主体及特征如下:

1. 农业企业财务主体的多元化特征

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企业主要指国有农业

企业、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村股份制企

业等 , 现分别予以考察分析:

( 1)我国目前的大部分国有农业企业是指

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场 ,从所有权和经营

权两方面所体现的产权关系来看财务主体包

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拥有土地等国有资产所有

权的产权主体——国家 ;第二是拥有独立经营

权的主体——农场 ;第三是拥有独立物资利益

的基本经济单位和相对独立经营权的主体

——家庭农场 ,即农户单元。我们认为独立经

营农户应该是一个财务主体 ,其理由在后面集

中阐述。

( 2)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务主体一般而

言表现为集体组织和农户二方面 ,从统一经营

层次上看 ,集体组织有独立的筹资、投资和收

益分配等经济行为 ,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又都

是建立在各承包农户的分散经营的基础上的 ,

能够独立组织生产经营的农户有相对独立的

物质利益。从而又构成集体组织内部的微观意

义上的财务主体。 当然如果是独立的从事农、

林、牧、 渔等生产为依托的农村集体工、商企

业 , 其财务主体应该为企业自身。

( 3)农村股份制企业财务主体为企业自身

和股东大众。我国目前的农村股份制主要是从

事农产品加工和以贸易为主的农村工商企业

或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其中企业自身为掌握经

营权的财务主体 , 股东大众为资金、 人力、 财

力等表现为所有权的财务主体。而且因为地域

差异和行业的自然特点 ,农村股份制企业很难

像城市股份公司那样形成财务主体的一元化

(公司法人组织 ) 趋势。

2. 农业企业财务主体的层次性特征

农业企业的财务主体既然是多元化的。那

么在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中 , 就

会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财务关系 ,每个主体都有

完全相同的职能和作用 ,从而表现为不同的层

次:

( 1)具备所有权能的国家 ,是最基本的财

务主体。在公有制市场体制下 ,农业生产经营

的劳动对象和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土地 ,其

所有权始终在国家。土地作为农业企业生产经

营一种不可缺少的特殊的资产 ,在国有制下无

可替代的只能由国家提供 ,再加上农业企业中

其他的国有资产 ,由此决定了在农业企业的财

务筹资活动中 , 国家最基本的财务主体地位。

( 2)承包经营的农户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财务主体的微观单元。农户承包土地以后即

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的主体 ,具有独

立的经济行为 , 具有进行生产投入、 经营、 分

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职能。农业生产的效益

最终得在这个微观经济单元来实现。我们姑且

避开土地要素来分析农户家庭经营和各种筹

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 ,农户生产经

营资金的筹集和投放完全是自主的。一般的筹

资渠道是自家的积累、 银行信用和民间信用

等 ,资金的投放也体现了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

性 , 投多投少 , 投向如何 , 完全是自家的事。

另外 , 其税后收益的分配也完全是自主的 , 而

且生产积累资金和消费资金没有明确的界限 ,

不用通过任何中介即可相互转化。再加上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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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劳动力的需要者 , 又是劳动力的供应者 ,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需货币中介即可直接结

合。购买阶段的资金运动即由货币到生产资料

而非货币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当然劳动力的

投资 ,活劳动的补偿同样存在 , 只是灵活复杂

的形式表现在家庭收益和分配过程中。由此看

来 ,各农户家庭不管它是否具备法人资格 ,不

管它的经济行为是否规范 (不受会计法规制

约 , 不受财务制度制约等 ) , 但只要它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 ,就有独立的物质利益和经济行为

以及财务活动 , 就客观地成为一个财务主体。

( 3) 农业企业组织是多元财务主体的中

心。土地的发包必须经由一家中介机构——国

家农场或村级合作经济组织 ,而这种承包经营

体制是一种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户家庭分散经

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此决定农业企业

组织这一财务主体的中心地位。其含义有两方

面: 第一、各农户单元的财务活动集合构成农

业企业的财务活动 ,从而产生企业组织统一的

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财务行为 , 像国营农

场兴建工商企业和开展公益活动资金的筹集

与投放 , 集中收缴家庭农场的利润和管理费

用 , 分配形成公积金、公益金等 , 都是企业组

织这一财务主体的具体财务活动。第二、企业

组织既组织农户家庭进行生产经营 ,又可代表

各农户家庭争取国家的投资和向国家上缴税

利 ,在财务资金的运动中居于中心地位 ,其涵

义可图示如下:

上 缴 税 利

投资

上缴税利

统一经营投资

统筹

农户
农户
……

国家 企业组织

从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企业财务主体呈现

多元化 ,而且具有层次性。明确了这一点对于

如何协调农业企业各财务主体之间的关系?如

何改善现行农业企业管理体制?如何在土地等

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 ,完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如何让农业这一传统的

基础产业面对市场等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重

要问题 , 具有重大意义。

(上接第 14页 ) 便应运而生。

可以说 ,非国有经济范畴是在马克思主义

指导下对社会主义改革中出现的经济形态进

行理论概括的产物 ,它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

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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