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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农业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和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1992〕452号

农业部：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

种摊派的决定》（中发〔1990〕16 号）的精神，对中央管理的

农业系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重新审定，经全国治理“三乱”

领导小组同意，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国内植物检疫费，按《国内植物检疫收费管理办法》（附

件一）和《国内植物检疫收费标准》（附件二）执行。

二、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费，按《畜禽及畜信产品防疫

检疫收费管理办法》（附件三）和《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收

费标准》（附件四）执行。

三、兽药审批检验费，按《兽药审批检验收费管理办法》（附

件五）和（兽药审批检验收费标准》（附件六）执行。

四、饲料添加剂审批检验费，按《饲料添加剂审批检验收费

管理办法》（附件七）和《饮料添加剂审批检验收费标准（附件）》

执行。

五、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仍按一九八八年十月九日国务院

批准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附件九）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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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海、东海、南海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按《黄渤海、

东海、南海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暂行办法》（附件十）

执行。

黄渤海对是资源增殖保护基金，按《黄渤海对是资源保护增

殖基金征收及使用管理办法》（附件十一）执行。

六、渔船渔港管理费，按《渔船渔港管理费征收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附件十二）和《渔船渔港管理费征收标准》（附件十

三）执行。

七、海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发证费，按《海洋渔业船舶船员

考试发证收费标准》（附件十四）执行。

八、土壤肥料测试收费，按《土壤肥料测试收费管理办法》

（附件十五）和《土壤肥料测试收费标准》（附件十六）执行。

九、乡镇企业管理费，按《乡镇企业管理费管理办法》（附

件十七）执行。

十、农机监理规费和农机管理服务费，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物价、财政部门制定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报国家物价

局、财政部备案。

农机产品测试检验收费标准另行发布。

十一、农作物种子检验部门接受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等的委

托检验（含仲裁检验），可酌收检验费，收费标准暂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物价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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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费，由申报单位与区域试验主持单位协

商确定。

十二、农业部门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农业系统部分行

政事业性收费标准》（附件十八）执行。

十三、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收费、渔业船舶和渔业船用并联和

品的检验收费另行发布。

十四、各收费单位应到指定的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使

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定的收费票据。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992 年 9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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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内植物检疫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第二十一条“植

物检疫机构执行检疫任务可以收取检疫费：”的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国内植物检疫收费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农业行政

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收取。

第三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依法对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

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进行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以及对

境引种进行疫情监测，均按本办法收取检疫费。

第四条 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的检疫费按《国内植物检疫

收费标准》计收。

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检疫费，粮谷类按《国内

植物检疫收费标准》的 20%计收；经济作物和水（瓜）果类按《国

内植物检疫费标准》的 30%计收。

境外引种疫情监测费具体标准暂由各地制定。在农业部审批

的引进苗种，由农业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按种植地的疫情监测

费标准收取。

受检植物、植物产品没有收费标准的，各植物检疫机构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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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内植物检疫收费标准》中相类似种类的标准计收。

检疫证书费，每证 1 元。

第五条 被检货物按价值收取检疫费。对调运的应检货物，

其价值按调运货值的合同价计算，没有合同价的按市场价计算；

对产地应检作物，按国家牌价计算价值，没有国家牌价的按市场

价计算。

第六条 植物检疫人员到原（良）种场、苗圃、特约队、专

业户、科研单位等种子、苗木繁育地（不包括林业），对生长期

间的作物按《检疫操作规程》执行产地检疫，按不同作物和面积

收取检疫费。对未发现检疫对象的，发给《产地检疫合格证》。

第七条 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时，调出单位应主

动向植物检疫部门申请报验。检疫部门按《检疫操作规程》进行

检疫，收取调运检疫费。一批货物（即同一品种、同一商品标记、

运往同一地点、同一收货单位或收货人）为一计算单位，开具一

份检疫证书，并收取检疫证书费。

上述物品已经进行过产地检疫的，调运单位可凭《产地检疫

合格证》换取植物检疫证书，不再收取调运检疫费只收检疫证书

费。

第八条 对邮寄、托运限量内的植物及其产品实施检疫免收

检疫费。

第九条 教学、科研单位所需的少量原始种子，其免费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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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量为：每批次大粒种子 50 克，小粒种子 30 克，薯类 50 克，

苗木 10 株。凡一批次的被检货物超过以上限量的，不做免费检

疫。

第十条 凡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经省种子、粮食部门批

准调运的粮油救灾备荒种子，实施检疫，免收检疫费。

第十一条 植物检疫收费收入应纳入单位财务管理，全部用

于植物检疫机构的检疫事业开支。主要用于植物检疫试剂、必要

的设备购置、维修保养、人员培训及其他有关检疫事业所必须的

开支，不得挪作他用。植物检疫收费收入的结余按预算外资管理。

第十二条 植物检疫机构按规定向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

编报收支预算时，要包括检疫费收支计划，经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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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内植物检疫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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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畜禽及畜禽产品的防疫、检疫和兽医卫生监

测的收费管理，根据国务院《家畜禽防疫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农牧部门的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畜禽防疫

检疫机构及乡（镇）畜牧兽医站为执行本法的收费单位。凡从事

畜禽饲养、屠宰、购销、仓储，畜禽产品的生产、加工、购销和

仓储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为本办法规定的收费对象。

第三条 依法对畜禽实施各种防疫措施的，可收取防疫费。

第四条 依法对畜禽及畜禽产品实行检疫（验）的，可收取

检疫（验）费；需作实验室检验的，另收检验费。

第五条 依法对毛、蹄、骨、角、皮、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

产品以及畜禽、畜禽产品的运载工具和有关场所设施等进行消毒

或无害化处理的，可收取消毒、处理费。

第六条 畜（货）主持有规定的检疫证明进入流通的，市场

出售和调运过程中不得重复检疫和收费。但对上市买卖和运输过

程中的畜禽及畜禽产品可进行监督抽检，抽检不得收费。

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检疫证明、消毒证明、免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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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证明逾期、物证不符；伪造、变造证明或发现有畜禽传染病

的，须实施补免、补检、补充消毒或重新检疫、消毒免疫，可加

倍收费；

第七条 根据有关检疫标准和规程，成批调运畜禽、畜禽产

品进行抽样检疫的，按该批畜禽及畜禽产品的总数收费。

第八条 农牧部门的兽医卫生监督检验机构依照国家或行业

兽医卫生标准，要求，对畜禽饲养、屠宰、购销、贮存，畜禽产

品的生产、加工、购销、仓储等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考核、发证

和定期的技术监测，可收取费用。不定期的技术监测，合格者不

得收费，不合格者加倍收费。

防疫检疫机构等各出（用）证单位，按有关规定领取农牧主

管部门统一印制的兽医卫生证、章、标志时，应交纳工本费，其

收费标准由国务院农牧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备

案。

第九条 实验动物、观赏动物、演艺动物、家养或捕获的野

生动物伴侣动物等的收费，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条 省、地、县三级兽期待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可分别从

防疫检疫收入中平衡调剂 4%、10%、20%的比例用于发展兽医

卫生监督管理事业。

第十一条 防疫、检疫等收入须纳入单位财务收支计划，全

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取的防疫检疫费、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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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支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取的防疫检疫费结余部分，按预算外资金

管理。

第十二条 防疫、检疫等收入要专款专用，按照财政部门规

定的使用范围和用途全部用于兽医卫生事业，作为防疫检疫等机

构所需经费的补充，主要用于检疫检验设施的改造更新、疫情调

查、科研经费以及其他有关防疫检疫事业所必要的开支，不得用

于发放奖金、提高福利待遇。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随意平调，

不得挪作他用，并主动接受财政、物价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财政部门可根据本

办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不超过本办法规定的收费范围和

收费标准的前提下，制定当地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并抄报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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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收费标准

表一

说明：上述预防注射标准系单一疫苗收费；如同时接种二种

以上疫苗，每增加一种疫苗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加收 50%，疫苗价

高的，另收疫苗费；驱虫、药浴药品费用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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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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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14 -



- 15 -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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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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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兽药审批检验收费管理办法

一、为加强兽药审批检验收费的管理，根据国务院《兽药管

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二、凡按《兽药管理条例》规定申请新兽药临床研究，生产

审批和由试生产转正式生产审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

《兽药规范》兽药专业标准已收载和批准的品种生产的审批，兽

药注册登记的审批和复核质量标准检验，委托检验，新兽药质量

复核检验，已生产的兽药品种注册登记，核发《兽药生产许可证》、

《兽药经营许可证》、《兽药制剂许可证》等，均按本办法和《兽

药审批检验收费标准》收取审批、检验费。

三、审批检验费采取分级收取的办法：农业部畜牧兽医司收

取第一、二、三类新兽药审批费、进口兽药注册登记审批费；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牧（农业、农林）厅畜牧局负责收取第四、

五类新兽药（兽药新制剂）审批费和（兽药生产许可证）、《兽

药经营许可证》、《兽药制剂许可证》的成本费等；中国兽药监

察所收取进口兽药登记质量标准复核检验费、兽药产品检验费

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市的兽药监察所收取兽药产品

质量检验费，兽药新制剂质量标准复核检验费、进口兽药检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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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四、兽药检验由受检单位交纳检验费，由负责检验的兽药监

察所收取。

五、各级农牧行政管理机关、兽药监察所必须严格按照《兽

药审批检验收费标准》执行，不得另立标准，也不准擅自变相提

高收费标准。

六、审批检验费的使用坚持取之于兽药事业，用之于兽药事

业的原则。主要用于：兽药审批工作中的药品审议专家会议等的

费用，检验所需的消耗性材料、水、电、人工费用、设备磨损等，

补充小型检验用设备、器具及用具，以及发展兽药监督检验事业

有关的其他费用，不得挪作他用。

七、审批检验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招待预算外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各级主管部门所终要将审批检费的收支情况向同级财

政部门编报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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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兽药审批检验收费标准

一、新兽药临床研究、生产审批和由试生产转正式生产审批

收费标准：

注：新兽药审批费按一个原料药品或个制剂为一个品种计

收。每增加一个制剂，则按相应类别增收 20%审批费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规范》和兽药专业

标准已收载品种生产的审批收费标准：每个品种收费 250 元；省、

自治区、直辖市兽药标准已收准已收载品种生产的审批收费标

准：每个品种收费 500元。

三、进口兽药注册登记的审批、发证收费标准：

（一）每个品种 6000 元

（二）换发《进口兽药登记许可证》按原证的 50%收费。

四、进口兽药登记质量标准复核检验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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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个品种 6000 元（每增加一个同类制剂加收 1200 元）

（二）复方制剂 6000 元

（三）临床药效试验、毒理、残留、三致试验，根据动物种

类和试验内容，由承受试验单位与外商具体商定。

（四）生物制品根据制品种类和检验项目 7200-30000元。

如样品不合格，需理送样复检者，每个品种按每原收费标准

的 50%计收。

五、《进口兽药许可证》审批收费标准：

（一）在我国已注册登记的进口兽药，每个品种 20 元。

（二）在我国未注册登记，需要特批进口的兽药，每个品种

50 元。

六、进口兽药检验收费标准（口岸检验）：

（一）有质量标准或检验资料的：

1、抗生素类：

（1）原料、注射剂 600 元

（2）其他制剂 250元

2、化学药品类

（1）原料、注射剂 300 元

（2）其他制剂 180元

3、生化药品类： 150

4、生物制品：根据制品处类和检验项目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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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验资料尚不能控制质量，根据药品性质，需要增加

检验项目另收检验费：

1、含量测定

2、检查（每项）

3、鉴别（每项）

4、物理常数

（三）使用高级精密仪器、检验方法复杂、费工、费料、需

大量动物的，费用酌情另加。

（四）进口兽药抽样，每个品种按进口总值万分之五收费，

不满 10 元的按 10 元收费。

（五）如需去外地抽样，根据所需开支，酌情加收抽样费。

未在我国登记特批进口的兽药，检验费按以上规定加收

50%。

七、出口兽药检验按兽药委托检验项目收费标准收费。

八、兽药委托检验收费标准

（一）全检：

1、抗生素类：

（1）原料、注射剂 300 元

（2）其他制剂 180元

2、化学药品类

（1）原料、注射剂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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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制剂 120元

（2）片剂、散剂含量、均匀度测定按单项检验收费标准收

取

3、中药材、成药、制剂 100 元

4、生化药品： 240-320元

5、生物制品（根据制品种类和检验项目） 2000-10000元

（二）单项检验：

1、绒促性素效价测定 230元

2、促皮质素效价测定 180元

3、洋地黄效果价测定 150元

4、缩宫素效价测定 110元

5、新胂凡纳明毒力、疗效试验 150 元

6、热源检查 150 元

7、过敏试验 150 元

8、升压或降压物质检查 100 元

9、安全试验 50元

10、无菌检验 50 元

11、抗生素效价测定 60 元

12、卫生学检查 80元

13、紫外吸收（含紫外鉴别） 60元

14、红外吸收（不解谱）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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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旋光度测定（含折光测定） 50 元

16、高压液相 100 元

17、气相色谱 60 元

18、胶体颗粒检查 50 元

19、卡氏水分测定 60 元

20、含量测定 60 元

21、熔点测定 20 元

22、鉴别（每项） 20 元

23、检查（每项） 30 元

24、荧光分光 45 元

25、薄层扫描 50 元

26、释放度 75 元

27、分子量测定 100 元

28、中药性状显微鉴别 30元

29、急性素性试验 100-200元

30、片剂、散剂含量均匀度测 500 元定

31、在输液微粒检查 150 元

凡未列入本收费标准中的特殊项目（如使用高级精密仪器、

特殊试剂等）可参照上述项目收费标准收费。

九、新兽药质量复核检验收费标准：

一类：60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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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500-700元

三类：300-500元

四类、五类：200-300元

如新兽药检验方法不成熟，需检验单位协作共同研究拟订或

完善质量标准，所需费用另拟。

十、已生产的兽药品种注册登记收费标准：

（一）生产企业，每个品种 20 元（包括试产品）；

（二）兽医站（院）制剂室，每个品种 5 元。

十一、核发《兽药生产许可证》和《兽药经营许可证》和《兽

药制剂许可证》收费标准：

（一）核发《兽药生产许可证》100 元

（二）核发《兽药经营许可证》50 元

（三）核发《兽药制剂许可证》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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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饲料添加剂审批检验收费管理办法

一、为加强饲料添加剂审批检验收费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二、饮料添加剂及饲料的检验收费标准应依据样品的检验成

本（包括材料费、水电费、仪器设备折旧费、维修费、人工费、

管理费等）制定。

三、农业部畜牧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收取进口饮料添加剂、

国内新饮料添加剂审批费；农业部畜牧主管部门指定的饮料检测

中心收取进口饮料添加剂和国内新饮料添加剂质量复核检验费

及委托检验、仲裁检验费；省级以下饮料监测机构收取委托检验、

仲裁检验费。

四、外国企业在我国申请注册的饲料添加剂应按规定交纳注

册费和质量复核检验费。

五、国家技术监督局和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抽检任务，由下

达任务的部门拨给检验费，检验机构不得向被检单位收费。

六、进出口饲料添加剂的质量检验，国家级饲料添加剂的质

量检验，国家级饲料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和省级饲料监察所受理的

质量事故分析或仲裁检验均执行委托检验收费。

七、全额预算单位收取的检验费和差额预算单位的检验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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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部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检验费收纳入本单位的财务管理，

按受同级财政、物价和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八、检验费收入主要用于饲料添加剂审批业务；样品检验的

直接开支；补充小型仪器、设备维修；研究检验方法、培训人员

及其他有关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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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饲料添加剂审批检验收费标准

一、新饲料添加剂审批，每个品种 2000 元；试生产转正式

生产审批，每个品种 1000 元。

（一）登记（发证）6000 元；

（二）换发许可证按 50%收费。

二、进口饲料添加剂质量复核检验：

（一）每个品种 6000 元，每增加一个剂型或制剂增收 1200

元；复合制剂六个成分以内 6000 元，每增加一个成份增收 600

元。

（二）如样品不合格，需要重新送样品复检者，每个品种按

原收费标准的 50%计收。

（三）临床实验、毒理、残留、三致试验，根据试验内容，

由承担单位与外商具体化村办 商。所需费用，由外商负责。

三、新饲料添加剂质量复核检验，按单项检验收费；但每个

品种不低于 300元。

四、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委托检验：

（一）全检（常规）

配（混）合饲料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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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粉 180 元

玉米、高粱、稻糠、小麦麸每种 120 元

大豆饼、花生饼、菜籽饼、棉籽饼、葵花饼每种 120元

血粉、骨粉、贝壳粉每种 120 元

（二）单项检查：

水分 25 元

食盐 25 元

真蛋白 50 元

粗纤维 40 元

磷 30元

混合均匀度（10个样） 90 元

糖 30元

砂分 30 元

砷 40元

能量 40 元

棉酚 40 元

氰化物鉴定 30 元

亚硝酸盐 40元

恶唑烷硫酮 50 元

大肠杆菌 60元

细菌总数 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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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杂质鉴定（镜检） 20元

灰分 25 元

粗蛋白 40 元

粗脂肪 40 元

钙 30元

粒度分筛称重 15 元

淀粉 30 元

总酸

尿素

重金属

单宁

铵盐鉴定

鞣革粉鉴定

异硫氰酸盐

黄曲霉毒素

沙门氏菌（定性）

农药残留（单一农药）

微量元素（K、NA、CA、MG、CU、ZN、FE、MN、MO、

B、I、SE、F、CR、等）每项收费 40元。

维生素（单制剂化学法）（维生素 A、E、K、B1、B2、B6、

B12、C、D3 以及叶酸、泛酸钙、烟酸等）每项收费 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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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高压液相）每项收费 80 元

复合防霉剂、乙酸、丙酸、丙二酸、脂肪酸（气谱法）各

50 元

氨基酸原料含量测定：蛋氨酸、赖氨酸、包氨酸等每项收费

50 元，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100元。

（三）添加剂预混料

每个品种 6 个成分以内（含 6 个成分）收费 300元，每增加

一个成分增收 50 元，但每个品种不得超过 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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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费用办法
1988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九条，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滩涂、领海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采捕天然生长和人工增殖水生动植

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照本办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以

下简称“渔业资源费”）。

第三条 渔业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实行取之于渔、用之于

渔的原则。

第四条 渔业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及其授权单位依照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权限征收。由国务院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渔业资源费由国务院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称“海区渔

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

第五条 渔业资源费分为海洋渔业资源费和内际水域渔业资

源费。

海洋渔业资源费年征收金额，由沿海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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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或者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其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

的渔船前三年采捕水产品的平均年总产值（不含专项采捕经济价

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产值）1%-3%的幅度内确定。

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费年征收金额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专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渔业资源费年征收

金额，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

构，在其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渔船前三年采捕该品种的年均总

产值 3%-5%的幅度内确定。

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名录，由国务院渔行政主管部

门确定。

第六条 渔业资源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本办法第五条确定

的渔业资源费年增收金额幅度内，依照下列原则制定：

（一）从事外海捕捞、有利于渔业资源保护或者国家鼓励开

发的作业的，其渔业资源征收标准应当低于平均征收标准，也可

以在一定时期内多征渔业资源费。

（二）从事应当淘汰、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或者国家限制发

展的作业的，或者持临时捕捞许可证进行采捕作业的，其渔业资

源费征收标准应当高于平均征收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平均征收

标准金额的三倍。

（三）依法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依照专项采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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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适用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渔业资源

费。但最高不得超过上述征收标准金额的三倍。因从事科研活动

的需要，依据有关规定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除外。

渔业资源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物价、财政部门核定；海区渔政监督

管理机构制定的，报国务院治理整顿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由

国务院物价、财政部门核定。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区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渔业资源征收标

准，依照作业单位的船只、功率和网具数量，确定应当缴纳的渔

业资源费金额。

第八条 持有广东省和香港、澳门地区双重户籍的流动渔船，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渔业资源费。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区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的同时征收渔业资源

费，并在捕捞许可证上注明缴纳金额，加盖印章。

征收渔业资源费时，必须出具收费的收据。

第十条 渔业资源费列入当年生产成本

第十一条 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渔业资源

费（含市、县上缴部分，下同），实行按比例留成和上缴一部分

统筹使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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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海洋渔业资源

费，90%由其留用；10%上缴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用于大范

围洄游性渔业资源增殖保护项目。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征收的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费全部由其安排使用。

市、县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据的渔业资源费上缴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

第十二条 渔业资源费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使用范

围是：

（一）购买增殖放流用的苗种和培育苗种所需的配套设施；

修建近海和内陆水域人工鱼礁、鱼巢等增殖设施；

（二）为保护特定的渔业资源品种，借给渔民用于转业或者

转产的生产周转金（不得作为生活补助和流动资金）；

（三）为增殖渔业资源提供科学研究经费补助；

（四）为改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管理手段和监测渔业资源提

供经费补助。

渔业资源费用于渔业资源增殖与保护之间的比例，属于海区

掌握的，由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确定；属于省、自治区、直辖

市掌握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商同财政部门确

定。

第十三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江、大河的人工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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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由江河流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划，从其征收的内陆

水域渔业资源费中提取经费。

第十四条 渔业资源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渔业资源费应

当交同级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专户储存，依照规定用途专款专

用，不得挪用。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渔

业资源费的其他使用单位，应当在年初编制渔业资源费收支计

划，在年终编制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报上一级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

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编制的渔业资源费收支计划和年终

决算，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汇总后，报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物价和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渔业资

源费征收使用工用的监督检查，对挪用、浪费渔业资源费的行为，

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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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黄渤海、东海、南海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征收使用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实施细则》和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以及《渔业捕捞许可证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各海区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凡国家授权由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海

区渔政分局）发捕捞许可证的下列渔船，均由海区渔政分局在发

放或年审捞许可证的时，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以下简称“渔

业资源费”）：

（一）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主要国营捕捞企业的渔船

（二）其他捕捞和群众捕捞单位 600 马力以上的渔船。

（三）外海作业海船。

（四）中外合资、中外合用捕捞生产的渔船。

（五）因特殊需要，经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

家主管部门）批准（含专项特许）的渔船。

第三条 渔业资源费，按不同作业类型渔船前三年平均年总

产值的下列比例征收：

（一）近海拖网作业的渔船，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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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1.5%征收。

（二）围、流、钓作业的渔船，按 0.8%征收。

（三）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的渔船，按 5%征

收。

（四）外海作业的渔船，按 0.8%征收。

（五）采（潜）捕作业的，按 3%征收。

第四条 渔业资源费以渔船主机额定总功率（马力）为计征

单位，拖网渔船以马力、产值确定基数、划分档次，按每艘主机

马力计征，流网渔船按作业单位主机马力计征，钓钩、围网渔船

按母船主机马力计征，每马力征收金额为：

（一）黄渤海区

1、拖网渔船：

近海，双拖作业的渔船，每艘以 200 马力为基数，200马力

以内，每马力按 24元计征；超出基数的，每马力按 4 元计征。

外海，双拖作业的渔船，每艘以 600 马力为基数，600马力

以内，每马力按 6 元计征，超出其数的，每马力按 2.3 元计征。

近海、外海单拖作业的渔船，按双拖作业征收标准加 30%

计征。

2、围、流、钓作业的渔船，每马力按 8 元计收。

（二）东海区

1、拖网渔船：



- 38 -

近海，双拖作业的渔船，每艘以 250 马力为基数，250马力

以内，每马力按 20元计征；超出基数的，每马力按 4 元计征。

外海，双拖作业的渔船，每艘以 600 马力为基数，600马力

以内，每马力按 6 元计征，超出其数的，每马力按 2.3 元计征。

近海、外海单拖作业的渔船，按双拖作业征收标准加 30%

计征。

2、围、流、钓作业的渔船，每马力按 8 元计征。

（三）南海区

近海，每艘以 600 马力为基数，600 马力以内的双拖每马力

按 5.9 元，单拖每马力按 7.9 元计征。

外海，每艘以 600马力为基数，600 马力以内的双拖，每马

力按 4 元，单拖每马力按 6 元计征。

近海、外海渔船超出基数的，双拖每马力按 1 元，单拖每马

力按 2 元计征。

2、围、流、钓作业的渔船，每马力按 6 元计征。

3、采（潜）捕作业，每劳力按 100元计征。

第五条 下列渔船和作业可增加或减免渔业资源费：

（一）从事两种以上作业方式生产的渔船，按其作业类型的

最高标准征收。

（二）中外合资、中外合用的渔船，按同类作业渔船征收标

准加一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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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临时捕捞许可证的渔船，以同类作业渔船征收标准

逐年另征资源费。

一九八九年加征 50%，一九九 O 年加征 100%，一九九一年

有其以后加征 150%。

（四）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跨海区生产的渔船，按作业时间、

渔获产值，比照所到海区同类作业时间征求标准按作业征收；经

海区双方协商同意跨海区生产者的渔船，按所到海区同类作业征

收标准加征 50%。

（五）渔业科研调查船、教学船，在执行调查任务期间免征

渔业资源费；在教学实习期间进行捕捞作业的减半征收。

（六）经批准取得伏季作业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的渔船，

每马力加征 1.5 元；经批准进入中日渔业协定第五、第六保护区

作业的渔船，5 每马力加征 0.5 元。

（七）经国家渔业主管部门或其授权部门批准，从事国家鼓

励开发利用的品种资源的渔船减半征收。

第六条 渔业资源费按年度或污期在发放或年审渔业捕捞许

可证时一次征收完毕，并在许可证上注明缴纳的金额，加盖印章，

出具财政部门指定使用的收费收据。

第七条 由海区渔政分局直接征收渔业资源费的主要国营捕

捞企业，暂定为：

黄渤海区：青岛、烟台、天津、秦皇岛、大连海洋渔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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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水产公司。

东海区：连云港、江苏省、上海市、舟山、东波、温州、福

建省海洋渔业公司。

南海区：广州区、海南省、湛江、北海海洋渔业公司。

其他捕捞企业、群众捕捞单位 600马力以上的渔船，由海区

渔政分局直接征收，也可以委托渔船所在地的渔处长管理部门代

收。代收部门须按照本规定的征收标准，使用规定的收费收据和

专用印章，所收的渔业资源费可留 10%，作为代办部门渔业资源

费收入，其余上缴海区渔区渔政分局。

第八条 按国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征收的海洋渔业资源费（含市、县上缴部门）上缴海区渔政分

局 10%的部门，应在征收结束后二个月内缴纳，并附送有关征收

报表及说明。

第九条 渔船缴纳年度渔业资源费后，因意外事故、淘汰、

变更他用而停止捕捞作业的，经申报海区渔政分局核实后，可以

退款或在下年度应缴的渔业资源费中扣除。停止捕捞作业三个月

以上不足六个月的，按年度渔业资源费的四分之一退款，六个月

以上的按年度渔业资源费二分之一退款。

第十条 凡不按期缴纳渔业资源费者，自超期之日起，每天

加征滞纳金 5‰超期三个月仍拒不缴纳，注销其捕捞许可证。

第十一条 渔业资源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海区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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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应严格按照《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规定的使

用范围，根据本海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增殖民地与保护之间的使用

比例，于年底编制下年度的渔业资源费收支计划和本年度的决

算，上报审批后实施。

年度收支计划和年终决算报表格式，由国家主管部门统一制

定。

第十二条 渔业资源费的征收使用情况，接受财政、物价、

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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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黄渤海对是资源保护增殖基金征收及
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黄渤海对是资源保护增殖基金（以下简称基

金）的管理，保护、增殖和合理利用黄渤海对是资源，发挥对是

资源综合效益，促进渔业生产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秋冬讯（即从开捕期至 12 月 31 日）从事黄渤海

对是捕捞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本办法缴纳基金。

第三条 黄渤海区渔业指挥部根据多捕多缴、少捕少缴的原

则，参考市场价格，以前三年秋讯对是平均产量和当年预报总产

量及其总产值的 5%，确定有关省、丰辖市年度征收基金的数额。

国营捕捞企业按实际捕捞产值的 5%缴纳。

第四条 有关省、丰辖市财政、物价、水产部门根据确定缴

纳基金数额，按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征收基金的具体标准和办

法，确保征收数额的完成。

第五条 基金的使用，必须坚持取之于黄渤海，用之于黄渤

海，增保互促，增加黄渤海对是资源量，发展黄渤海渔业的原则。

主要用于：

1、增殖放流。购买放流苗种和为开展黄渤海增殖民地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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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及试验补贴。

2、黄渤海对是资源保护和渔政管理。渔政管理工作和群众

性渔政管理工作所需的工资补贴，办公、宣传等开支。

第六条 基金的使用比例，用于对是资源增殖放流和试验补

贴经费，占基金总额的 60%，由农业部或由其委托单位集中统一

使用；用于对是资源保护和渔政管理的补贴经费占基金总额的

40%，其中 75%归渤海三省一市渔政部门留用，其余 25%由农业

部或由其委托单位根据各地渔政工作开展情况统一调剂使用，但

不得用于农业部本身的开支。

第七条 黄海北部、山东半岛南部和海州湾渔场的对是资源

保护增殖基金，由有关省自行征收，并用于该地区的对是资源管

理和增殖。

第八条 基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征

收基金的各级水产主管部门，需编制征收计划、使用项目支出预

算和决算，逐级审查报有关省、丰辖市水产局审查汇总，送黄渤

海区渔业指挥部。各级编报部门在上报的同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备查。黄渤海区渔业指挥部，负责年度支出预算的综合平衡和年

终决算的汇总，报农业部审批后，抄送财政部备查。

农业部委托黄渤海区渔业指挥部为基金的代收代管单位。有

关省、市征集的基金除留用部分外，于征齐基金后，一个月内汇

缴黄渤海渔业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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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省、市按领土完整留用的基金，自行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报送黄渤海区渔业指挥部的同时，抄同级财政部门、农业部、财

政部备查。

第九条 为了管好用好基金，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对基金使

用情况，要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反财政制度的开支，有权将

基金冻结，报财政部、农业部研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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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渔船渔港管理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渔船渔港收费管理，防止乱收费和重复收费，

有效实施对渔船渔港的监督管理，以利于水产事业的发展，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均应在本船船籍港缴纳

渔船管理费，凡进出中国渔港的一切船舶应缴纳渔港管理费。

渔港管理费分为渔船港务费和货物港务费。

第三条 渔船渔港管理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监督机构负

责征收、使用和管理。

第四条 渔业船舶进出本船船籍港，免缴渔港管理费。

军事、公安、渔政、海监等公务船，渔业实习船及未从事商

业性营运的科研调查免缴渔船渔港管理费。

第五条 对于进出渔港的非渔业经营船舶，可参照交通部门

有关收费标准计收渔港管理费。

第六条 因避难或送伤病员进港的船舶，在险情解除 24小时

之后或送走伤病员 4 小时之后，按始按规定计收渔港管理费。但

如在免缴费时间内从事补给或装卸货物，应按规定缴纳渔港管理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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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渔业船舶停航一个月以上，或因自然灾害受到严重

经济损失，可按月向本船籍港的渔港监督机关申请减（免）缴或

缓缴渔船管理费。经批准者，批准机关应在其航行签证簿中载明

减（免）缴或缓缴的时间、原因和金额，并加盖财务印章。

第八条 渔港渔船管理费按照规定用途专款专用，其使用范

围是：

（一）渔业部门设置和管理的航标及渔港内其他水上交通安

全设施的维修、保养和管理，所必需的经费。

（二）购置监测和保护渔港水域环境所需的仪器、设备和补

助经费。

（三）为加强渔船渔港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所必需的

业务经费。此项费用的开支应严格控制。

第九条 渔船渔港管理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十条 各级渔港监督机关应在年初编制渔船渔港管理费收

支计划，在年终编制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报上一级渔

港监督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各级渔港监督机关应建立健全财务制度，节约开

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各级财政、物价和审计部门，应加强对渔船渔港管理费征收

和使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对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及挪用渔船渔港管理费的行为，应及时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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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渔业船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渔船管理费逾其

未缴纳者，每逾期一个月按 10%加收滞纳金，不足一个月按一个

月计算。

船舶应在离港之前是缴清渔港管理费，否则，渔港监督机关

有权禁止其离港。擅自离港者，除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外，每逾

期一天按应缴纳渔港管理费的 5‰加收滞纳金。

第十三条 渔港监督机关在收费时，应向缴费人开具收费。

收据应使用各级财政部门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十四条 渔船渔港管理费由省级物价、财政、农业部门根

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收费标

准及开支范围必须严格控制，不得超过本办法附件所规定的征收

标准。同时报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农业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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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渔船渔港管理费征收标准

一、渔船管理费

（一）非机动渔船：每艘每每月 8 元；

（二）机动渔船：

9 千瓦（12马力）以下：每艘每月 8 元。

9 千瓦-45 千瓦（12-60 马力）：每艘每月 13元；

45 千瓦以上-90 千瓦（60 马力以上-120 马力）：每艘每月

18 元；

90 千瓦以上-300 千瓦（120 马力以上-400 马力）：每艘每

月 20元；

300 千瓦以上下-600千瓦（400 马力以上-800 马力）：每艘

每月 30 元；

600 千瓦（800马力）以上：每艘每月 40 元。

二、渔港管理费

（一）渔船港务费

1、非机动渔船：每艘每次 2 元。

2、机动渔船：

9 千瓦（12马力）以下：每艘每月 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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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千瓦-45 千瓦（12-60 马力）：每艘每月 5 元；

45千瓦以上-90 千瓦（60 马力以上-120马力）：每艘每月 8

元；

90 千瓦以上-150 千瓦（120 马力以上-200 马力）：每艘每

月 12元；

150 千瓦以上-300 千瓦（200 马力以上-400 马力）：每艘每

月 15元；

300 千瓦以上下-600千瓦（400 马力以上-800 马力）：每艘

每月 20 元；

600 千瓦（800马力）以上：每艘每月 30 元。

渔船靠泊码头 24 小时以后，每超过 6 小时，按港务费加收

25%。不足 6 小时按 6 小时计算，以此类推。

（二）货物港务费

每装（卸）一吨货物（本船的渔获物和渔需物资除外），收

取 0.20元;危险货物加倍收取.

注：以上功率均指主机额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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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海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发证收费标准

一、申请费（包括发证、签证、换证或补发）10 元

二、考试费

（一）远洋职务证书

1、远洋一、二等

船长、轮机长 48 元

大幅、在管轮 36 元

二、三副，二、三管轮，一、二等无线电报务员 28 元

船舶通用无线电话务员 18 元

2、远洋三等

船长、轮机长 40 元

大幅、大管轮 35 元

二、三副，二、三管轮，三等无线电报务员 26 元

（二）外海及沿岸职务证书

1、一、二等

船长、轮机长 40 元

大副、大管轮 35 元

二、三副，二、三管轮，三等无线电报务员 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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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四、五等

船长、轮机长 40 元

大幅、大管轮 35 元

二、三副，二、三管轮 25 元

三、抽测、加考费与补考费：因职务变动需要抽测与加考者

（蔌考试不及格需补考者），科目过间，收该等级考试费的 80%；

科目不到半数，收考试费的 50%。

四、审证费：凡到期审证考签者，按该等级考试费的 50%

收取。

五、口试费：口试科目过半，加收该等级考试费 100%；科

目不到半数，加收该等级考试费的 50%。

六、实操费：实操考试、工具、器材，由所属单位提供，每

人加收该等级考试费的 100%。

七、证书费

远洋一、二等 10 元

远洋三等，外海一、二等 8 元。

外海三、四等及近岸五等 6 元

八、特免证书费

1、申请费 60 元

2、证书费 10 元

九、海员证书费（指按中期、中日渔业协定颁发的渔业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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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1、申请费 50 元

2、证书费 10 元

十、“海上求生、海上急救、船舶消防、救生艇筏操纵”专业

培训证书费

1、申请费，每项 5 元

2、考试费，每项 5 元

3、证书费，每本 4 元

十一、合格证书费（包括大学本科、专科、中等专业学校毕

业学生）

1、申请费 10 元

2、考试费 20 元

3、证书费 6 元

十二、补发证书费：凡证书丢失或损坏，需要补发证书者，

收取申请费，证书费核查费登报声明费。

十三、核查费

1、要求核查考试成绩者，每门收费 30元。

2、要求核查证书、档案，出具证明者，每人每次收费 10 元

十四、翻译费

1、将试题译成外文，每科收翻译费 30元

2、将答卷译成中文，每科收翻译费 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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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考试机关赴外考试差旅费由申请单位负担。

十六、对港澳台和外国籍渔船船员，所有项目加倍收费；同

时以当年 1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收取人民币总

换券。

十七、所有收取的船员考试发证费，应专款专用于船员培训、

考试发证工作的逐步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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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土壤肥料测试收费管理办法

一、为加强土壤肥料测试收费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二、测试收费标准主要依据榈测试实际成本消耗（包括材料、

水、电、气、燃料的直接消耗，以及仪器、仪表、设备折旧、管

理费等）为基础，并考虑测试操作难易制定。

三、县级以上（含县级）农业行政部门所属的土壤肥料测试

中心、化验室依据本办法收取测试费；省级以上（含省级）土壤

肥料测试中心，化验室可收取测试现场采集样品费、资料费、培

训费等。

四、测试人员应邀去现场采集样品，其旅差费由邀请单位支

付。

五、省级以上（含省级）土壤肥料测试中心代为培训人员，

可收取实习成本费，每人每月 50元，不足 30 元按一月计算。

六、凡为外部提供测试数据、资料（不包括送样测试数据）

可以收费。

七、有关部门下达的检测、评价测试等任务，由下达任务的

部门拨给经费，不得向被检测单位收费。

八、由于测试仪器、测试方法、管理上的差异，各省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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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收费标准内酌情下浮，对县以上农业基层部门和农民送

样，其收费应降低 40%-50%。

九、对一批样品数大于 10 个以上（含 10个）或已签一年以

上（含一年）合同的样品，按本办法收费标准的 90%优惠。

十、凡属仲裁、鉴定的样品，需按委托单位要求进行测试，

所需费用，由双方商定。

十一、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取的测试费、差额预算管

理的事业单位测试费的结余部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测试费收入

应纳入本单位的财务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物价和业务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

十二、测试费收入全部用于测试专业开支。主要用于测试的

直接开支：补充、维修小型仪器设备及有关测试工作的其他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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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土壤肥料测试收费标准

一、测试人员现场采样收费：

1、土壤、化肥每样 6 元。

2、有机肥料每样 10 元。

3、水样每样 3 元。

4、仲裁分析、事故调查等特殊样采集，按同类标准每样收

费提高 50%。

二、提供测试数据资料收费：

1、凡索取常规测试数据 20 个数据以内（含 20 个）一次收

费 50元，超过 20 个数据的每超过一个加收 5 元。

2、索取磁盘、磁带记录数据由双方商定。

3、索取微量元素或其他特殊项目数据，20 个数据以内（含

20 个）一次收费 100元，超过 20 个数据的每超过一个加收 5 元。

4、索取内部印刷的文、图，只能收取工本费。

三、测试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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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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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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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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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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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乡镇企业管理费管理办法

一、为了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指

各级乡镇企业管理局、委、办）的职能作用，加强对乡镇企业的

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乡镇企业财务制度》的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凡乡（镇）、村举办的乡镇企业中的工业企业、商业企

业、建筑安装企业、交通运输企业、饮食服务企业，均应依照本

办法提取、并向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乡镇企业管理费。农

业企业不提取缴纳乡镇企业管理费。

农村个体工商户不缴纳乡镇企业管理费。

三、乡镇企业按销售收入（包括经营收入、劳务收入）的总

额，以不超过 1%的比例提取、缴纳管理费，在销售收入中列支。

具体提取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物价、乡镇企

业主管部门商定。随着乡镇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加，应逐步降低提

取比例。

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中国合营者的政府主管部门就是合营企业的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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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乡镇企业实行中外合资后其主管部门被确定为合营

企业主管部门的，原乡镇企业向其行政主管部门缴纳的管理费，

由中方继续缴纳。上缴管理费的计算公式为：

应缴数额=合营企业销售收入*乡镇企业所占合营企业投资

比例*提取管理费的比例

五、乡镇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事业等单位共同投资，联

合经营，并执行《乡镇企业财务制度》的联营企业，应按不超过

销售收入的 1%的比例提取管理费，上缴给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

门；不执行《乡镇企业财务制度》的联营企业，不上缴管理费。

乡镇企业之间联合经营的企业，提取的管理费按各方协议分

别上缴给联营各企业所在地的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

六、乡镇企业应按当月实现的销售收入总额，足额提取代管

理费，及时足额上缴给乡级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并按规定的分成

比例逐级解缴到各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

乡镇企业管理费由各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分级使用，各

级留用比例为：乡和县两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留用 70%；地、

市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留用 20%；上缴省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

部门 10%。县乡的分成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选确定，如

果乡级乡镇企业管理人员经费是由县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

统一支付的，可提高县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分成比例。

七、乡镇企业管理费的征缴工作，可以由乡镇企业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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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办理，也可委托有关职能部门代办，委托代办费用由收缴的

管理费中列支，代办的职能部门应督促乡镇企业按期足额提取和

上缴管理费。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要按规定的分成比例，按期

解缴给各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

八、除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之外，其他部门不得以任何借

口收取乡镇企业管理费，乡镇企业有权抵制其他部门向其收取乡

镇企业管理费。

九、乡镇企业管理费的使用，应本着节约的原则，主要用于：

补助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未列入行政编制人员经费载支；补助

乡镇企业培训、技术推广、新产品开始；补助为乡镇企业服务的

必要的检测仪器购置和有关费用、展览及样品费用的不足等。

各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费开支，必须量力面而

行，不得截留应解缴上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费。凡使

用管理费用于资产性支出，必须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并报经上

一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十、乡镇企业管理费是补助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经费的专

用款项，各级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在银行开设以

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并于年终将乡镇企业管理费的收支情况报

送同级财政部门。

十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财政部门，根据本办法

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农业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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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过去颁发的有关乡镇企业管理费的文件规定一律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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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农业系统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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