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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日期】1992.09.17 【时 效 性】有效 

【实施日期】1992.09.17 【分 类 号】203202199215 

【修正日期】 【颁布单位】国家物价局;财政部 

【失效日期】 【文  号】价费字（１９９２）４５２号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农业系统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根据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５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

０２１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动物及

动物产品检疫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将本文附

件三《畜禽及畜禽产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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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及畜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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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审批检验收费标准》（附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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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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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渤海对虾资源增殖保护基金，按《黄渤海对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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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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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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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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检验收费另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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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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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引种进行疫情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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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2401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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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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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它有关检疫事业所必须的开支，不得挪作它用。植物检疫收费收入的结余按

预算外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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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国内植物检疫收费标准 

 

－－－－－－－－－－－－－－－－－－－－－－－－－－－－－－－－－－

－－－－－－－－－－－－－－－－－－－－－－－－－－－－－－－－－－ 

        ｜                    ｜      调运检疫收费    ｜      产地检

疫收费    ｜                    ｜ 

  作物  ｜      免费限量      ｜－－－－－－－－－－－｜－－－－－－

－－－－－｜      备    注      ｜          说    明 

  种类  ｜                    ｜起点额  ｜  收费额占  ｜起点额  ｜收

费额占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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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  ｜货值比率％  ｜（元）  ｜  值

比率％  ｜                    ｜ 

－－－－｜－－－－－－－－－－｜－－－－｜－－－－－－｜－－－－｜－

－－－－－｜－－－－－－－－－－｜－－－－－－－－－－－－－－－－－ 

    粮  ｜大粒种子５０克      ｜０．５０｜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４０  ｜含稻、麦、玉米、    ｜ 

        ｜（稻、麦、玉米、

豆  ｜        ｜            ｜        ｜            ｜薯类、牧草、豆

类    ｜１．免费限量系指确因教学、 

    谷  ｜类、棉花、花

生、    ｜        ｜            ｜        ｜            ｜及其

他              ｜    科研需要的少量原始材 

        ｜甜菜

等）            ｜        ｜            ｜        ｜            ｜   

                 ｜    料，不含小包装的商品种 

    

类  ｜                    ｜        ｜            ｜        ｜       

     ｜                    ｜    苗。 

－－－－｜－－－－－－－－－－｜－－－－｜－－－－－－｜－－－－｜－

－－－－－｜－－－－－－－－－－｜－－－－－－－－－－－－－－－－－ 

        ｜小粒种子１０－３０  ｜０．７０｜  ０．７０  ｜１．００｜  

０．４５  ｜含烟棉麻、油料、    ｜ 

        ｜克（烟、麻、牧

草、  ｜        ｜            ｜        ｜            ｜花生、糖料、蔬

菜    ｜２．检验货物１００公斤以内 

    经  ｜油菜籽

等）          ｜        ｜            ｜        ｜            ｜及其

他              ｜    （含１００公斤）、１００株以 

    济  ｜薯类５０００

克      ｜        ｜            ｜        ｜            ｜           

         ｜    内（含１００株）、１亩以内 

    作  ｜苗木１０

株          ｜        ｜            ｜        ｜            ｜       

             ｜    （含１亩）按起点额收费， 

    

物  ｜                    ｜        ｜            ｜        ｜       

     ｜                    ｜    若上述限量内的货（产） 

    

类  ｜                    ｜        ｜            ｜        ｜       

     ｜                    ｜    值不足起点额３倍者，按 

        ｜                    ｜        ｜            ｜        ｜   

         ｜                    ｜    货值比率收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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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                    ｜１．００｜  ０．８０  ｜１．００｜  

０．６０  ｜                    ｜３．检验货物超过起点额限量 

  

（瓜）｜                    ｜        ｜            ｜        ｜     

       ｜含乔、灌木水果、    ｜    部分均按货（产）值比率 

    

果  ｜                    ｜        ｜            ｜        ｜       

     ｜香蕉、葡萄、瓜果    ｜    （％）收取检疫费。 

    

类  ｜                    ｜        ｜            ｜        ｜       

     ｜及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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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和兽医卫生监督监测的收费管理，

根据国务院《家畜家禽防疫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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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收费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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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检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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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定的检疫证明、消毒证明、免疫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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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240119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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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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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防疫检疫机构收取防疫、检疫费后，不得另收证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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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伴侣动物

等的收费，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条   省、地、县三级兽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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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收费标准 

 

                                                                                                    

表一 

－－－－－－－－－－－－－－－－－－－－－－－－－－－－－－－－－－

－－－－－－－－－－－－－－－－－－－－－－－－－－ 

｜              ｜  单  位  ｜                      动物防疫收费标准

（元）                    ｜                      ｜ 

｜  种      类  ｜  （次）  ｜－－－－－－－－－－－－－－－－－－－－

－－－－－－－－－－－－｜      备        注    ｜ 

｜              ｜          ｜      预防注射      ｜      驱    

虫      ｜      药    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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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畜    ｜  头（匹）｜１．５０－２．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  ｜

１．５０－２．００  ｜      指牛马驴骡驼    ｜ 

｜－－－－－－－｜－－－－－｜－－－－－－－－－－｜－－－－－－－－

－－｜－－－－－－－－－－｜－－－－－－－－－－－｜ 

｜    中家畜    ｜  头（只）｜０．８０－１．００  ｜０．８０－１．００  ｜

０．８０－１．００  ｜        指猪羊        ｜ 

｜－－－－－－－｜－－－－－｜－－－－－－－－－－｜－－－－－－－－

－－｜－－－－－－－－－－｜－－－－－－－－－－－｜ 

｜      鹿      ｜    只    ｜２．５０－３．５

０  ｜                    ｜２．５０－３．５

０  ｜                      ｜ 

｜－－－－－－－｜－－－－－｜－－－－－－－－－－｜－－－－－－－－

－－｜－－－－－－－－－－｜－－－－－－－－－－－｜ 

｜      犬      ｜    只    ｜１０．０－３

０．０  ｜                    ｜                    ｜      分准养、限

养    ｜ 

｜－－－－－－－｜－－－－－｜－－－－－－－－－－｜－－－－－－－－

－－｜－－－－－－－－－－｜－－－－－－－－－－－｜ 

｜      兔      ｜    只    ｜０．２０－０．３０  ｜０．２０－０．３

０  ｜                    ｜                      ｜ 

｜－－－－－－－｜－－－－－｜－－－－－－－－－－｜－－－－－－－－

－－｜－－－－－－－－－－｜－－－－－－－－－－－｜ 

｜      禽      ｜    羽    ｜０．１５－０．２０  ｜０．１０－０．１

５  ｜                    ｜    鸡鸭鹅家养鸟等    ｜ 

｜－－－－－－－｜－－－－－｜－－－－－－－－－－｜－－－－－－－－

－－｜－－－－－－－－－－｜－－－－－－－－－－－｜ 

｜    雏鸡免疫  ｜    羽    ｜０．０５－０．１

０  ｜                    ｜                    ｜      １０日龄以

下    ｜ 

｜－－－－－－－｜－－－－－｜－－－－－－－－－－｜－－－－－－－－

－－｜－－－－－－－－－－｜－－－－－－－－－－－｜ 

｜      猫      ｜    只    ｜５．００－１０．０  ｜３．００－７．０

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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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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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  单  位  ｜      动物检疫      ｜    动物产品

检      ｜      最低收费      ｜                      ｜ 

｜          种类｜  （次）  ｜      收费标准      ｜    疫收费标

准      ｜      金额（元）    ｜      备        注    ｜ 

｜－－－－－－－｜－－－－－｜－－－－－－－－－－｜－－－－－－－－

－－｜－－－－－－－－－－｜－－－－－－－－－－－｜ 

｜大  家  畜    ｜  货值    ｜      ０．５％      ｜      

０．７％      ｜      ３（每项）    ｜      指牛马驴骡驼    ｜ 

｜－－－－－－－｜－－－－－｜－－－－－－－－－－｜－－－－－－－－

－－｜－－－－－－－－－－｜－－－－－－－－－－－｜ 

｜中  家  畜    ｜  货值    ｜      ０．５％      ｜      

０．７％      ｜      ２（每项）    ｜      指猪、羊等      ｜ 

｜－－－－－－－｜－－－－－｜－－－－－－－－－－｜－－－－－－－－

－－｜－－－－－－－－－－｜－－－－－－－－－－－｜ 

｜犬            ｜  货值    ｜      ０．５％      ｜      

０．７％      ｜      ３（每项）    ｜                      ｜ 

｜－－－－－－－｜－－－－－｜－－－－－－－－－－｜－－－－－－－－

－－｜－－－－－－－－－－｜－－－－－－－－－－－｜ 

｜禽、兔、鸟类  ｜    羽    ｜０．２－０．２５元  ｜  ０．２－０．３

元  ｜                    ｜                      ｜ 

｜－－－－－－－｜－－－－－｜－－－－－－－－－－｜－－－－－－－－

－－｜－－－－－－－－－－｜－－－－－－－－－－－｜ 

｜雏  禽        ｜    羽    ｜０．５－０．１

元    ｜                    ｜                    ｜      １０日龄以

内    ｜ 

｜－－－－－－－｜－－－－－｜－－－－－－－－－－｜－－－－－－－－

－－｜－－－－－－－－－－｜－－－－－－－－－－－｜ 

｜蜜  蜂        ｜    箱    ｜０．０１－１．０

元  ｜                    ｜                    ｜                   

   ｜ 

｜－－－－－－－｜－－－－－｜－－－－－－－－－－｜－－－－－－－－

－－｜－－－－－－－－－－｜－－－－－－－－－－－｜ 

｜大型野生动物  ｜  头（匹）｜    ２０．０

元      ｜                    ｜                    ｜    指象、狮、虎

等    ｜ 

｜－－－－－－－｜－－－－－｜－－－－－－－－－－｜－－－－－－－－

－－｜－－－－－－－－－－｜－－－－－－－－－－－｜ 

｜中型野生动物  ｜    只    ｜    １０．０

元      ｜                    ｜                    ｜        狼

等          ｜ 

｜－－－－－－－｜－－－－－｜－－－－－－－－－－｜－－－－－－－－

－－｜－－－－－－－－－－｜－－－－－－－－－－－｜ 



9 
 

｜小型野生动物  ｜  货值    ｜      

０．１％      ｜                    ｜      １（每

项）    ｜                      ｜ 

｜－－－－－－－｜－－－－－｜－－－－－－－－－－｜－－－－－－－－

－－｜－－－－－－－－－－｜－－－－－－－－－－－｜ 

｜其它动物      ｜  货值    ｜      

０．４％      ｜                    ｜      ２（每项）    ｜    含各类

观赏动物    ｜ 

｜－－－－－－－｜－－－－－｜－－－－－－－－－－｜－－－－－－－－

－－｜－－－－－－－－－－｜－－－－－－－－－－－｜ 

｜实验小动物    ｜    只    ｜      ０．４

元      ｜                    ｜                    ｜               

       ｜ 

｜－－－－－－－｜－－－－－｜－－－－－－－－－－｜－－－－－－－－

－－｜－－－－－－－－－－｜－－－－－－－－－－－｜ 

｜零散脏器类    ｜  公斤    ｜                    ｜    ０．０５

元      ｜                    ｜      含头、蹄、血    ｜ 

｜－－－－－－－｜－－－－－｜－－－－－－－－－－｜－－－－－－－－

－－｜－－－－－－－－－－｜－－－－－－－－－－－｜ 

｜种    蛋      ｜    枚    ｜                    ｜０．１５－０．２

元  ｜                    ｜                      ｜ 

－－－－－－－－－－－－－－－－－－－－－－－－－－－－－－－－－－

－－－－－－－－－－－－－－－－－－－－－－－－－－ 

                                                                                  

表三 

－－－－－－－－－－－－－－－－－－－－－－－－－－－－－－－－－－

－－－－－－－－－－－－－－－－－－ 

｜  类  别  ｜    实验室检验项目    ｜  单位（份）｜    收费标准

（元）    ｜        备      注        ｜ 

｜－－－－－｜－－－－－－－－－－－｜－－－－－－｜－－－－－－－－

－－－｜－－－－－－－－－－－－－｜ 

｜  常  规  ｜    血          液    ｜  头（次）  ｜    ２．０－

２．５    ｜                          ｜ 

｜          ｜    血          沉    ｜  头（次）  ｜    ２．０－

２．５    ｜                          ｜ 

｜          ｜    尿          液    ｜  头（次）  ｜    １．５－

２．０    ｜                          ｜ 

｜          ｜    粪          便    ｜  头（次）  ｜    １．５－

２．０    ｜                          ｜ 

｜  检  查  ｜    精          液    ｜  头（次）  ｜    ８．０－１

０．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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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挥性盐基氨测定    ｜  头（次）  ｜  ３０．０－５

０．０  ｜                          ｜ 

｜    肉    ｜  纳斯勒氏试剂反应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品    ｜    球蛋白沉淀反应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卫    ｜  ＣｕＳＯ４肉汤反应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生    ｜    过氧化酶反应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检    ｜      硫化氢测定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验    ｜    毒素呈色反应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      酸碱度测定      ｜  头（次）  ｜    ５．０－

１．０    ｜                          ｜ 

｜－－－－－｜－－－－－－－－－－－｜－－－－－－｜－－－－－－－－

－－－｜－－－－－－－－－－－－－｜ 

｜  寄生虫  ｜      虫卵检查        ｜  头（次）  ｜    ３．０－

５．０    ｜                          ｜ 

｜          ｜      虫体签定        ｜    种      ｜  １０．０－２

０．０  ｜                          ｜ 

｜  检  查  ｜      原虫检验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 

－－－－－－－－－－－－－－－－－－－－－－－－－－－－－－－－－－

－－－－－－－－－－－－－－－－－－ 

｜  类  别  ｜    实验室检验项目    ｜  单位（份）｜    收费标准

（元）    ｜        备      注        ｜ 

｜－－－－－｜－－－－－－－－－－－｜－－－－－－｜－－－－－－－－

－－－｜－－－－－－－－－－－－－｜ 

｜          ｜    平板凝集          ｜  头（次）  ｜  １．５０－

３．０    ｜                          ｜ 

｜          ｜    试管凝集          ｜  头（次）  ｜    ３．０－

５．０    ｜                          ｜ 

｜    血    ｜    琼脂扩散          ｜  头（次）  ｜    ３．０－

５．０    ｜                          ｜ 

｜          ｜    间接血凝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清    ｜    补体结合          ｜  头（次）  ｜  ２０．０－３

５．０  ｜                          ｜ 

｜          ｜    中和试验          ｜  头（次）  ｜  ２０．０－５

０．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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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    免疫电泳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    交叉免疫          ｜  头（次）  ｜  １０．０－２

０．０  ｜                          ｜ 

｜    检    ｜    荧光抗体          ｜  头（次）  ｜  ２０．０－３

０．０  ｜                          ｜ 

｜          ｜    血凝抑制          ｜  头（次）  ｜    ３．０－

５．０    ｜                          ｜ 

｜    验    ｜    炭疽沉淀          ｜    张      ｜    ０．３－

１．０    ｜                          ｜ 

｜          ｜    变态反应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    五号病测毒        ｜  头（次）  ｜    １５０－２０

０    ｜                          ｜ 

｜－－－－－｜－－－－－－－－－－－｜－－－－－－｜－－－－－－－－

－－－｜－－－－－－－－－－－－－｜ 

｜          ｜    普通镜检          ｜  头（次）  ｜    １．０－

２．０    ｜                          ｜ 

｜          ｜    特殊染色镜检      ｜  头（次）  ｜    ２．０－

３．０    ｜                          ｜ 

｜          ｜    普通培养镜检      ｜  头（次）  ｜    ５．０－

８．０    ｜                          ｜ 

｜          ｜    特殊培养镜检      ｜  头（次）  ｜  １５．０－２

０．０  ｜                          ｜ 

｜    微    ｜    生化试验          ｜  头（次）  ｜  １０．０－１

５．０  ｜                          ｜ 

｜    生    ｜    细菌分离鉴定      ｜  头（次）  ｜  １５．０－３

０．０  ｜    所用动物成本          ｜ 

｜    物    ｜    细胞培养          ｜  头（次）  ｜  ３０．０－５

０．０  ｜        另计              ｜ 

｜    学    ｜    鸡胚培养          ｜  头（次）  ｜  ２０．０－３

０．０  ｜                          ｜ 

｜    检    ｜    技原体检查        ｜  头（次）  ｜  ５０．０－１０

０．０｜                          ｜ 

｜    验    ｜    毒物（素）分析    ｜    项      ｜      ４０

０．０      ｜                          ｜ 

｜          ｜    动物接种          ｜    种      ｜  １５．０－２

０．０  ｜                          ｜ 

｜          ｜    病毒分离签定      ｜    种      ｜      ３０

０．０      ｜                          ｜ 

｜－－－－－｜－－－－－－－－－－－｜－－－－－－｜－－－－－－－－

－－－｜－－－－－－－－－－－－－｜ 

｜          ｜    病理切片检查      ｜  头（次）  ｜  １０．０－１

５．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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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微    ｜    电镜检查          ｜  头（次）  ｜        １２

０        ｜                          ｜ 

｜  Ｘ光    ｜    Ｘ光透视检查      ｜  头（次）  ｜    ５．０－１

０．０  ｜                          ｜ 

｜  检查    ｜    Ｘ光片            ｜  头（次）  ｜  １５．０－２

０．０  ｜                          ｜ 

｜          ｜    低温超速离心      ｜  头（次）  ｜        ５

０．０      ｜                          ｜ 

－－－－－－－－－－－－－－－－－－－－－－－－－－－－－－－－－－

－－－－－－－－－－－－－－－－－－ 

                                                                  表  

四 

－－－－－－－－－－－－－－－－－－－－－－－－－－－－－－－－－－

－－－－－－－ 

｜    消  毒  项  目    ｜  单位（次）  ｜    收费标准      ｜    备    

注      ｜ 

｜                      ｜              ｜      

（元）      ｜                  ｜ 

｜－－－－－－－－－－－｜－－－－－－－｜－－－－－－－－－｜－－－

－－－－－－｜ 

｜  外  包  装  消  毒  ｜    平方米    ｜  ０．２－

０．３  ｜                  ｜ 

｜－－－－－－－－－－－｜－－－－－－－｜－－－－－－－－

－｜                  ｜ 

｜        ｜    大动物  ｜      张      ｜  ０．５－

１．０  ｜                  ｜ 

｜  皮张  ｜－－－－－－｜－－－－－－－｜－－－－－－－－

－｜                  ｜ 

｜        ｜    中动物  ｜      张      ｜  ０．３－

０．５  ｜                  ｜ 

｜  喷雾  ｜－－－－－－｜－－－－－－－｜－－－－－－－－

－｜                  ｜ 

｜        ｜    小动物  ｜      张      ｜０．０５－０．１

０｜                  ｜ 

｜－－－－－－－－－－－｜－－－－－－－｜－－－－－－－－

－｜                  ｜ 

｜毛、蹄、骨、角        ｜      公斤    ｜０．０２－０．０

５｜                  ｜ 

｜－－－－－－－－－－－｜－－－－－－－｜－－－－－－－－

－｜                  ｜ 

｜密闭熏蒸              ｜    立方米    ｜  １．０－

１．５  ｜                  ｜ 

｜－－－－－－－－－－－｜－－－－－－－｜－－－－－－－－－｜    药

品费另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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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机舱喷雾      ｜    平方米    ｜  ０．３－

０．５  ｜                  ｜ 

｜－－－－－－－－－－－｜－－－－－－－｜－－－－－－－－

－｜                  ｜ 

｜场、舍、栏、台案等    ｜    平方米    ｜  ０．２－

０．４  ｜                  ｜ 

－－－－－－－－－－－－－－－－－－－－－－－－－－－－－－－－－－

－－－－－－－ 

                                                              表  五 

－－－－－－－－－－－－－－－－－－－－－－－－－－－－－－－－－－

－－－－ 

｜兽医卫生条件审核、发证        ｜  单    位  ｜  收费标准｜  备    

注    ｜ 

｜                              ｜            ｜  

（元）  ｜              ｜ 

｜－－－－－－－－－－－－－－－｜－－－－－－｜－－－－－｜－－－－

－－－｜ 

｜种用动物饲养场                ｜    个      ｜  ２０

０  ｜              ｜ 

｜－－－－－－－－－－－－－－－｜－－－－－－｜－－－－－｜－－－－

－－－｜ 

｜乳用动物饲养场                ｜  个（户）  ｜  １５

０  ｜              ｜ 

｜－－－－－－－－－－－－－－－｜－－－－－－｜－－－－－｜－－－－

－－－｜ 

｜动物饲养场                    ｜  个（户）  ｜  １０

０  ｜              ｜ 

｜－－－－－－－－－－－－－－－｜－－－－－－｜－－－－－｜－－－－

－－－｜ 

｜屠宰场                        ｜    个      ｜  ２０

０  ｜              ｜ 

｜－－－－－－－－－－－－－－－｜－－－－－－｜－－－－－｜－－－－

－－－｜ 

｜肉类联合加工厂                ｜  个（户）  ｜  ２０

０  ｜              ｜ 

｜－－－－－－－－－－－－－－－｜－－－－－－｜－－－－－｜－－－－

－－－｜ 

｜屠宰厂（点）                  ｜  个（户）  ｜    ５

０  ｜              ｜ 

｜－－－－－－－－－－－－－－－｜－－－－－－｜－－－－－｜－－－－

－－－｜ 

｜其它动物产品加工              ｜  个（户）  ｜    ５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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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物产品经营                  ｜    个      ｜    ５

０  ｜              ｜ 

｜－－－－－－－－－－－－－－－｜－－－－－－｜－－－－－｜－－－－

－－－｜ 

｜动物及其产品仓储              ｜    个      ｜    ５

０  ｜              ｜ 

｜－－－－－－－－－－－－－－－｜－－－－－－｜－－－－－｜－－－－

－－－｜ 

｜被委托检疫单位                ｜    个      ｜  １０

０  ｜              ｜ 

｜－－－－－－－－－－－－－－－｜－－－－－－｜－－－－－｜－－－－

－－－｜ 

｜    兽医从业        ｜  单位  ｜    个      ｜  １０

０  ｜              ｜ 

｜                    ｜－－－－｜－－－－－－｜－－－－－｜－－－－

－－－｜ 

｜    许可审查        ｜  个人  ｜    个      ｜    ５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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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辖市及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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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兽药检验费等。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2401198701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240119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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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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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检验费的使用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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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费用，不得挪作它用。 

 

    七、审批检验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执行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各级主

管部门年终要将审批检验费的收支情况向同级财政部门编报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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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项  目  ｜      临床研究      ｜      试生产（生产）    ｜  

试生产转正式生产  ｜ 

｜类  别            ｜    审  批  费      ｜      审  批  

费        ｜    审  批  费      ｜ 

｜－－－－－－－－－｜－－－－－－－－－－｜－－－－－－－－－－－

－｜－－－－－－－－－－｜ 

｜    第一、二类    ｜  ７００－１０００  ｜  ４３００－１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０      ｜ 

｜－－－－－－－－－｜－－－－－－－－－－｜－－－－－－－－－－－

－｜－－－－－－－－－－｜ 

｜      第三类      ｜  ６００－７００    ｜  ２７００－８００

０    ｜        －          ｜ 

｜－－－－－－－－－｜－－－－－－－－－－｜－－－－－－－－－－－

－｜－－－－－－－－－－｜ 

｜    第四、五类    ｜      １０００      ｜  ２５００－４５００    ｜        

－          ｜ 

－－－－－－－－－－－－－－－－－－－－－－－－－－－－－－－－－－

－－－－－－－－－－－－ 

注：新兽药审批费按一个原料药品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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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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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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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重送样复检者，每个品种按原收费标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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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制剂              ２５０元 

    ２．化学药品类： 

    （１）原料、注射剂          ３００元 

    （２）其它制剂              １８０元 

    ３．生化药品类：            １５０－４８０元 

    ４．生物制品：根据制品种类和检验项目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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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２００元 

    ２．检查（每项）                ４０－６０元 

    ３．鉴别（每项）                ２０－５０元 

    ４．物理常数                    ２０－４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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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元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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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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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制剂              １８０元 

    ２．化学药品类： 

    （１）原料、注射剂          ２００元 

    （２）其它制剂              １２０元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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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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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氏水份测定                        ６０元 

２０．含量测定                            ６０元 

２１．溶点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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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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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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性试验              １００—２００元 

３０．片剂、散剂含量均匀度测定          ５００元 

３１．大输液微粒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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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５００—７００元 

    三类：３００—５００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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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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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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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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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国内新饲料添加剂

审批费；农业部畜牧主管部门指定的饲料检测中心收取进口饲料添加剂和国内新

饲料添加剂质量复核检验费及委托检验、仲裁检验费；省级以下饲料监测机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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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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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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部分，按预算

外资金管理。检验费收入纳入本单位的财务管理，接受同级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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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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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口饲料添加剂注册审批 

    （一）登记（发证）６０００元。 

    （二）换发许可证按５０％收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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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六个成份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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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协商。所需费用，由外商负责。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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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委托检验 

    （一）全检（常规） 

    配（混）合饲料                ３００元 

    鱼粉                          １８０元 

    玉米、高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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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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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粉、骨粉、贝壳粉        每种１２０元 

    （二）单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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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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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杂质鉴定（镜检）            ２０元 

    灰份                            ２５元 

    粗蛋白                          ４０元 

    粗脂肪                          ３０元 

    钙                              ３０元 

    粒度分筛称重                    １５元 

    淀粉                            ３０元 

    总酸                            ３０元 

    尿素                            ３０元 

    重金属                      每种４０元 

    单宁                            ３０元 

    铵盐鉴定                        ２０元 

    鞣革粉鉴定                      ２０元 

    异硫氰酸盐                      ５０元 

    黄曲霉毒素                    １５０元 

    沙门氏菌（定性）                ６０元 

    农药残留（单一农药）            ５０元 

 

 

     

    微量元素（Ｋ、Ｎａ、Ｃａ、Ｍ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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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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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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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氨基酸原料含量测定：蛋氨酸、赖氨酸、色氨酸等每项收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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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份以内（含６个成份）收费３００元，每增加一个成份增收５

０元，但每个品种不得超过６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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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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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水域渔业资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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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总产值３～５％的幅度内确定。 

    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名录，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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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低于平均征收标准，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免征渔业资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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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专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1701198602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1701198602&lknm=%b5%da%ca%ae%be%c5%cc%f5#law_firs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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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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务院渔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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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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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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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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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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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支计划和决算报表的格式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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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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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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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许可证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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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捕捞企业和群众捕捞单位６００马力以上的渔船。 

    （三）外海作业渔船。 

    （四）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捕捞生产的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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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170119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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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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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基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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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东海区 

    １．拖网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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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基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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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拖网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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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马力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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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的渔船，按同类作业渔船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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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０年加征１００％，一九九一年及其以后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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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标准按作业征收；经海区双方协商同意跨海区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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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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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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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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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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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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部门代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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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资源费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海区渔政分局应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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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一：黄渤海对虾资源保护增殖基金征收及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黄渤海对虾资源保护增殖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管理，保护、

增殖和合理利用黄渤海对虾资源，发挥对虾资源综合效益，促进渔业生产发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秋冬汛（即从开捕期至１２月３１日）从事黄渤海对虾捕捞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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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三年秋汛对虾平均产量和当年预报总产量及其总产值的５％，确定有关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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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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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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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黄渤海对虾资源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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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设施及试验补贴。 

    ２．黄渤海对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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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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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虾资源保护和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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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资源保护增殖基金，由

有关省自行征收，并用于该地区海域的对虾资源管理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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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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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省、市按规定留用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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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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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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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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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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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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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渔业船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渔船管理费，逾期未缴纳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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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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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渔港监督机关在收费时，应向缴费人开具收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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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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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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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艘每次４元； 

    ９千瓦～４５千瓦（１２～６０马力）：每艘每次５元； 

    ４５千瓦以上～９０千瓦（６０马力以上～１２０马力）： 

    每艘每次８元； 

    ９０千瓦以上～１５０千瓦（１２０马力以上～２００马力）： 

    每艘每次１２元； 

    １５０千瓦以上～３００千瓦（２００马力以上～４００马力）： 

    每艘每次１５元； 

    ３００千瓦以上～６００千瓦（４００马力以上～８００马力）： 

    每艘每次２０元； 

    ６００千瓦（８００马力）以上：每艘每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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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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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功率均指主机额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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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副、大管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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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元 

    ２．远洋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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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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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无线电报务员２６元 

    ２．三、四、五等 

    船长、轮机长３５元 

    大副、大管轮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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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考试不及格需

补考者），科目过半，收该等级考试费的８０％；科目不到半数，收考试费的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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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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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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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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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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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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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测试实际成本消耗（包括材料、水、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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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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按一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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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可在本办法的收费标准内

酌情下浮，对县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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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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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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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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土   壤 

－－－－－－－－－－－－－－－－－－－－－－－－－－－－－－－－－－

－－－－－－－－－－－－－－－－－－ 

｜      项    目            ｜      方    法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水分                      ｜洪  干  法                  ｜    ６．０

０  ｜                          ｜ 

｜－－－－－－－－－－－－－｜－－－－－－－－－－－－－－｜－－－－

－－－｜－－－－－－－－－－－－－｜ 

｜ｐＨ值                    ｜电  位  法                  ｜    ５．０

０  ｜                          ｜ 

－－－－－－－－－－－－－－－－－－－－－－－－－－－－－－－－－－

－－－－－－－－－－－－－－－－－－ 

－－－－－－－－－－－－－－－－－－－－－－－－－－－－－－－－－－

－－－－－－－－－－－－－－－－－－ 

｜      项    目            ｜      方    法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有机质                    ｜丘  林  法                  ｜  ２０．０

０  ｜                          ｜ 

｜－－－－－－－－－－－－－｜－－－－－－－－－－－－－－｜－－－－

－－－｜－－－－－－－－－－－－－｜ 

｜腐殖质                    ｜                            ｜  ２５．０

０  ｜                          ｜ 

｜－－－－－－－－－－－－－｜－－－－－－－－－－－－－－｜－－－－

－－－｜－－－－－－－－－－－－－｜ 

｜腐殖质组成                ｜容  量  法                  ｜１２５．０

０  ｜包括胡敏酸富里酸胡敏素    ｜ 

｜－－－－－－－－－－－－－｜－－－－－－－－－－－－－－｜－－－－

－－－｜－－－－－－－－－－－－－｜ 

｜全氮                      ｜开  氏  法                  ｜  １５．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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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磷                      ｜比  色  法                  ｜  １７．０

０  ｜                          ｜ 

｜－－－－－－－－－－－－－｜－－－－－－－－－－－－－－｜－－－－

－－－｜－－－－－－－－－－－－－｜ 

｜全钾                      ｜碱  熔  法                  ｜  ２０．０

０  ｜                          ｜ 

｜－－－－－－－－－－－－－｜－－－－－－－－－－－－－－｜－－－－

－－－｜－－－－－－－－－－－－－｜ 

｜速效氮                    ｜碱  解  氮                  ｜    ７．５

０  ｜                          ｜ 

｜－－－－－－－－－－－－－｜－－－－－－－－－－－－－－｜－－－－

－－－｜－－－－－－－－－－－－－｜ 

｜速效磷                    ｜比  色  法                  ｜    ８．５

０  ｜                          ｜ 

｜－－－－－－－－－－－－－｜－－－－－－－－－－－－－－｜－－－－

－－－｜－－－－－－－－－－－－－｜ 

｜速效钾                    ｜火焰光度法                  ｜    ９．０

０  ｜                          ｜ 

－－－－－－－－－－－－－－－－－－－－－－－－－－－－－－－－－－

－－－－－－－－－－－－－－－－－－ 

－－－－－－－－－－－－－－－－－－－－－－－－－－－－－－－－－－

－－－－－－－－－－－－－－－－－－ 

｜缓效钾                    ｜Ｉ、ＨＸＯ3法               ｜  １５．０

０  ｜                          ｜ 

｜－－－－－－－－－－－－－｜－－－－－－－－－－－－－－｜－－－－

－－－｜－－－－－－－－－－－－－｜ 

｜交换总量                  ｜滴  定  法                  ｜  ３０．０

０  ｜                          ｜ 

｜－－－－－－－－－－－－－｜－－－－－－－－－－－－－－｜－－－－

－－－｜－－－－－－－－－－－－－｜ 

｜交换性阳离子              ｜                            ｜  ４０．０

０  ｜包括ＣａＭｇＫＮａ        ｜ 

｜－－－－－－－－－－－－－｜－－－－－－－－－－－－－－｜－－－－

－－－｜－－－－－－－－－－－－－｜ 

｜交换性酸                  ｜滴  定  法                  ｜  ２５．０

０  ｜包括Ｈ·Ａｌ              ｜ 

｜－－－－－－－－－－－－－｜－－－－－－－－－－－－－－｜－－－－

－－－｜－－－－－－－－－－－－－｜ 

｜水解酸                    ｜                            ｜  １０．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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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盐总量              ｜蒸  干  法                  ｜  ２０．０

０  ｜                          ｜ 

｜－－－－－－－－－－－－－｜－－－－－－－－－－－－－－｜－－－－

－－－｜－－－－－－－－－－－－－｜ 

｜                          ｜电  导  法                  ｜  １０．０

０  ｜                          ｜ 

｜－－－－－－－－－－－－－｜－－－－－－－－－－－－－－｜－－－－

－－－｜－－－－－－－－－－－－－｜ 

｜      汞                  ｜氢化物发生法                ｜  ２５．０

０  ｜冷原子吸收法              ｜ 

｜－－－－－－－－－－－－－｜－－－－－－－－－－－－－－｜－－－－

－－－｜－－－－－－－－－－－－－｜ 

｜砷、硒                    ｜氢化物发生法                ｜  ３５．０

０  ｜原子吸收法                ｜ 

｜－－－－－－－－－－－－－｜－－－－－－－－－－－－－－｜－－－－

－－－｜－－－－－－－－－－－－－｜ 

｜      砷                  ｜银  盐  法                  ｜  ２５．０

０  ｜                          ｜ 

｜－－－－－－－－－－－－－｜－－－－－－－－－－－－－－｜－－－－

－－－｜－－－－－－－－－－－－－｜ 

｜      铬                  ｜比  色  法                  ｜  ２５．０

０  ｜                          ｜ 

｜－－－－－－－－－－－－－｜－－－－－－－－－－－－－－｜－－－－

－－－｜－－－－－－－－－－－－－｜ 

｜      铬                  ｜火焰原子吸收法              ｜  ２５．０

０  ｜                          ｜ 

｜－－－－－－－－－－－－－｜－－－－－－－－－－－－－－｜－－－－

－－－｜－－－－－－－－－－－－－｜ 

｜铜、铅、锌、镉            ｜火焰原子吸收法              ｜  ２５．０

０  ｜单元素测定                ｜ 

｜－－－－－－－－－－－－－｜－－－－－－－－－－－－－－｜－－－－

－－－｜－－－－－－－－－－－－－｜ 

｜盐分组成                  ｜容  量  法                  ｜  ６０．０

０  ｜                          ｜ 

｜－－－－－－－－－－－－－｜－－－－－－－－－－－－－－｜－－－－

－－－｜－－－－－－－－－－－－－｜ 

｜碱化度                    ｜溶量法火焰光度法            ｜  ５４．０

０  ｜包括交换性总量和交换性Ｎａ｜ 

｜－－－－－－－－－－－－－｜－－－－－－－－－－－－－－｜－－－－

－－－｜－－－－－－－－－－－－－｜ 

｜碳酸钙                    ｜气量法                      ｜  １０．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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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膏                    ｜重量法                      ｜  ２０．０

０  ｜                          ｜ 

｜－－－－－－－－－－－－－｜－－－－－－－－－－－－－－｜－－－－

－－－｜－－－－－－－－－－－－－｜ 

｜                          ｜容量法                      ｜  １５．０

０  ｜                          ｜ 

－－－－－－－－－－－－－－－－－－－－－－－－－－－－－－－－－－

－－－－－－－－－－－－－－－－－－ 

－－－－－－－－－－－－－－－－－－－－－－－－－－－－－－－－－－

－－－－－－－－－－－－－－－－－－ 

｜四种铁形态                ｜                            ｜  ７０．０

０  ｜指游离无定形晶形络合      ｜ 

｜－－－－－－－－－－－－－｜－－－－－－－－－－－－－－｜－－－－

－－－｜－－－－－－－－－－－－－｜ 

｜矿质全量                  ｜                            ｜２００．０

０  ｜包括１２种元素            ｜ 

｜－－－－－－－－－－－－－｜－－－－－－－－－－－－－－｜－－－－

－－－｜－－－－－－－－－－－－－｜ 

｜粘粒硅铁铝                ｜                            ｜  ９０．０

０  ｜                          ｜ 

｜－－－－－－－－－－－－－｜－－－－－－－－－－－－－－｜－－－－

－－－｜－－－－－－－－－－－－－｜ 

｜有效硼                    ｜姜黄素法                    ｜  ２０．０

０  ｜                          ｜ 

｜－－－－－－－－－－－－－｜－－－－－－－－－－－－－－｜－－－－

－－－｜－－－－－－－－－－－－－｜ 

｜有效钼                    ｜极谱法                      ｜  ２５．０

０  ｜                          ｜ 

｜－－－－－－－－－－－－－｜－－－－－－－－－－－－－－｜－－－－

－－－｜－－－－－－－－－－－－－｜ 

｜有效铜锌铁锰              ｜ＰＴＰＡ法                  ｜  １５．０

０  ｜单元素测定                ｜ 

｜－－－－－－－－－－－－－｜－－－－－－－－－－－－－－｜－－－－

－－－｜－－－－－－－－－－－－－｜ 

｜提    胶                  ｜＜０．０２ｍｍ              ｜  ３０．０

０  ｜                          ｜ 

｜－－－－－－－－－－－－－｜－－－－－－－－－－－－－－｜－－－－

－－－｜－－－－－－－－－－－－－｜ 

｜机械组成                  ｜吸管法                      ｜  ４０．０

０  ｜                          ｜ 

｜－－－－－－－－－－－－－｜－－－－－－－－－－－－－－｜－－－－

－－－｜－－－－－－－－－－－－－｜ 

｜                          ｜粒度仪法                    ｜  ２０．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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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重计法                    ｜  １６．０

０  ｜                          ｜ 

｜－－－－－－－－－－－－－｜－－－－－－－－－－－－－－｜－－－－

－－－｜－－－－－－－－－－－－－｜ 

｜全量钼                    ｜                            ｜  ３５．０

０  ｜                          ｜ 

｜－－－－－－－－－－－－－｜－－－－－－－－－－－－－－｜－－－－

－－－｜－－－－－－－－－－－－－｜ 

｜全量硼                    ｜                            ｜  ３５．０

０  ｜                          ｜ 

｜－－－－－－－－－－－－－｜－－－－－－－－－－－－－－｜－－－－

－－－｜－－－－－－－－－－－－－｜ 

｜全量铜锰                  ｜                            ｜  ３０．０

０  ｜单元素测定                ｜ 

｜－－－－－－－－－－－－－｜－－－－－－－－－－－－－－｜－－－－

－－－｜－－－－－－－－－－－－－｜ 

｜铜、铅、锌、镉            ｜ＮＣＩ－ｋＩ／ＮＩＰＲ萃取法｜１１０．０

０  ｜                          ｜ 

｜－－－－－－－－－－－－－｜－－－－－－－－－－－－－－｜－－－－

－－－｜－－－－－－－－－－－－－｜ 

｜铅    镉                  ｜石墨炉原子吸收              ｜  ６０．０

０  ｜                          ｜ 

－－－－－－－－－－－－－－－－－－－－－－－－－－－－－－－－－－

－－－－－－－－－－－－－－－－－－ 

－－－－－－－－－－－－－－－－－－－－－－－－－－－－－－－－－－

－－－－－－－－－－－－－－－－－－ 

｜      项    目            ｜      方    法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钴    镍                  ｜火焰原子吸收法              ｜  ５０．０

０  ｜                          ｜ 

｜－－－－－－－－－－－－－｜－－－－－－－－－－－－－－｜－－－－

－－－｜－－－－－－－－－－－－－｜ 

｜                          ｜萃取火焰原子吸收法          ｜  ５５．０

０  ｜                          ｜ 

｜－－－－－－－－－－－－－｜－－－－－－－－－－－－－－｜－－－－

－－－｜－－－－－－－－－－－－－｜ 

｜锰                        ｜火焰原子吸收法              ｜  ２５．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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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                        ｜Ｎ－ＢＰＨＡ萃取光度法      ｜  ３０．０

０  ｜                          ｜ 

｜－－－－－－－－－－－－－｜－－－－－－－－－－－－－－｜－－－－

－－－｜－－－－－－－－－－－－－｜ 

｜                          ｜ＩＣＰ法                    ｜  ４０．０

０  ｜                          ｜ 

｜－－－－－－－－－－－－－｜－－－－－－－－－－－－－－｜－－－－

－－－｜－－－－－－－－－－－－－｜ 

｜氟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  ２０．０

０  ｜                          ｜ 

｜－－－－－－－－－－－－－｜－－－－－－－－－－－－－－｜－－－－

－－－｜－－－－－－－－－－－－－｜ 

｜氯                        ｜离子选择电极法              ｜  ２０．０

０  ｜                          ｜ 

｜－－－－－－－－－－－－－｜－－－－－－－－－－－－－－｜－－－－

－－－｜－－－－－－－－－－－－－｜ 

｜碘                        ｜离子选择电极法              ｜  ２０．０

０  ｜                          ｜ 

｜－－－－－－－－－－－－－｜－－－－－－－－－－－－－－｜－－－－

－－－｜－－－－－－－－－－－－－｜ 

｜硫                        ｜燃烧法                      ｜  ２０．０

０  ｜                          ｜ 

｜－－－－－－－－－－－－－｜－－－－－－－－－－－－－－｜－－－－

－－－｜－－－－－－－－－－－－－｜ 

｜土壤制样                  ｜常规样                      ｜    ３．０

０  ｜                          ｜ 

｜－－－－－－－－－－－－－｜－－－－－－－－－－－－－－｜－－－－

－－－｜－－－－－－－－－－－－－｜ 

｜                          ｜微量元素样                  ｜    ６．０

０  ｜                          ｜ 

－－－－－－－－－－－－－－－－－－－－－－－－－－－－－－－－－－

－－－－－－－－－－－－－－－－－－ 

 

 

    （二）肥   料 

－－－－－－－－－－－－－－－－－－－－－－－－－－－－－－－－－－

－－－－－－－－－－－－－－－－－－ 

｜      类    别            ｜  检验项目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硫酸铵                    ｜全项检验                    ｜１３０．０

０  ｜                          ｜ 



38 
 

｜－－－－－－－－－－－－－｜－－－－－－－－－－－－－－｜－－－－

－－－｜－－－－－－－－－－－－－｜ 

｜                          ｜氮含量（以干基计）          ｜  ４０．０

０  ｜                          ｜ 

｜－－－－－－－－－－－－－｜－－－－－－－－－－－－－－｜－－－－

－－－｜－－－－－－－－－－－－－｜ 

｜                          ｜水分含量                    ｜  １０．０

０  ｜                          ｜ 

｜－－－－－－－－－－－－－｜－－－－－－－－－－－－－－｜－－－－

－－－｜－－－－－－－－－－－－－｜ 

｜                          ｜游离酸含量                  ｜    ５．０

０  ｜                          ｜ 

｜－－－－－－－－－－－－－｜－－－－－－－－－－－－－－｜－－－－

－－－｜－－－－－－－－－－－－－｜ 

｜                          ｜铁含量                      ｜  １５．０

０  ｜                          ｜ 

｜－－－－－－－－－－－－－｜－－－－－－－－－－－－－－｜－－－－

－－－｜－－－－－－－－－－－－－｜ 

｜                          ｜砷含量                      ｜  ２５．０

０  ｜                          ｜ 

｜－－－－－－－－－－－－－｜－－－－－－－－－－－－－－｜－－－－

－－－｜－－－－－－－－－－－－－｜ 

｜                          ｜重金属含量（以ｐｂ计）      ｜  ２５．０

０  ｜                          ｜ 

｜－－－－－－－－－－－－－｜－－－－－－－－－－－－－－｜－－－－

－－－｜－－－－－－－－－－－－－｜ 

｜                          ｜水不溶物含量                ｜  １０．０

０  ｜                          ｜ 

｜－－－－－－－－－－－－－｜－－－－－－－－－－－－－－｜－－－－

－－－｜－－－－－－－－－－－－－｜ 

｜碳酸氢铵                  ｜全项检验                    ｜  ５０．０

０  ｜                          ｜ 

｜－－－－－－－－－－－－－｜－－－－－－－－－－－－－－｜－－－－

－－－｜－－－－－－－－－－－－－｜ 

｜                          ｜氮含量                      ｜  ４０．０

０  ｜                          ｜ 

－－－－－－－－－－－－－－－－－－－－－－－－－－－－－－－－－－

－－－－－－－－－－－－－－－－－－ 

－－－－－－－－－－－－－－－－－－－－－－－－－－－－－－－－－－

－－－－－－－－－－－－－－－－－－ 

｜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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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素              ｜全项检验                    ｜１００．０

０  ｜                          ｜ 

｜－－－－－－－－－－－－－｜－－－－－－－－－－－－－－｜－－－－

－－－｜－－－－－－－－－－－－－｜ 

｜                          ｜总氮                        ｜  ４０．０

０  ｜                          ｜ 

｜－－－－－－－－－－－－－｜－－－－－－－－－－－－－－｜－－－－

－－－｜－－－－－－－－－－－－－｜ 

｜                          ｜缩二脲                      ｜  １０．０

０  ｜                          ｜ 

｜－－－－－－－－－－－－－｜－－－－－－－－－－－－－－｜－－－－

－－－｜－－－－－－－－－－－－－｜ 

｜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

－－－｜－－－－－－－－－－－－－｜ 

｜                          ｜铁                          ｜  １５．０

０  ｜                          ｜ 

｜－－－－－－－－－－－－－｜－－－－－－－－－－－－－－｜－－－－

－－－｜－－－－－－－－－－－－－｜ 

｜                          ｜碱度                        ｜  １０．０

０  ｜                          ｜ 

｜－－－－－－－－－－－－－｜－－－－－－－－－－－－－－｜－－－－

－－－｜－－－－－－－－－－－－－｜ 

｜                          ｜水不溶物                    ｜  １０．０

０  ｜                          ｜ 

｜－－－－－－－－－－－－－｜－－－－－－－－－－－－－－｜－－－－

－－－｜－－－－－－－－－－－－－｜ 

｜                          ｜粒度                        ｜    ５．０

０  ｜                          ｜ 

｜－－－－－－－－－－－－－｜－－－－－－－－－－－－－－｜－－－－

－－－｜－－－－－－－－－－－－－｜ 

｜硝酸铵                    ｜全项检验                    ｜  ８５．０

０  ｜                          ｜ 

｜－－－－－－－－－－－－－｜－－－－－－－－－－－－－－｜－－－－

－－－｜－－－－－－－－－－－－－｜ 

｜                          ｜总氮                        ｜  ４０．０

０  ｜                          ｜ 

｜－－－－－－－－－－－－－｜－－－－－－－－－－－－－－｜－－－－

－－－｜－－－－－－－－－－－－－｜ 

｜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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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度（以硝酸计）            ｜  １０．０

０  ｜                          ｜ 

｜－－－－－－－－－－－－－｜－－－－－－－－－－－－－－｜－－－－

－－－｜－－－－－－－－－－－－－｜ 

｜                          ｜水不溶物                    ｜  １０．０

０  ｜                          ｜ 

｜－－－－－－－－－－－－－｜－－－－－－－－－－－－－－｜－－－－

－－－｜－－－－－－－－－－－－－｜ 

｜                          ｜填料料含量（以硝酸钙计）    ｜  １５．０

０  ｜                          ｜ 

－－－－－－－－－－－－－－－－－－－－－－－－－－－－－－－－－－

－－－－－－－－－－－－－－－－－－ 

－－－－－－－－－－－－－－－－－－－－－－－－－－－－－－－－－－

－－－－－－－－－－－－－－－－－－ 

｜      类    别            ｜  检验项目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液体合成氨                ｜全项检验                    ｜  ５５．０

０  ｜                          ｜ 

｜－－－－－－－－－－－－－｜－－－－－－－－－－－－－－｜－－－－

－－－｜－－－－－－－－－－－－－｜ 

｜                          ｜主含量                      ｜  ４０．０

０  ｜                          ｜ 

｜－－－－－－－－－－－－－｜－－－－－－－－－－－－－－｜－－－－

－－－｜－－－－－－－－－－－－－｜ 

｜                          ｜水分、油含量                ｜  １５．０

０  ｜                          ｜ 

｜－－－－－－－－－－－－－｜－－－－－－－－－－－－－－｜－－－－

－－－｜－－－－－－－－－－－－－｜ 

｜普通过磷酸钙              ｜全项检验                    ｜  ７０．０

０  ｜                          ｜ 

｜－－－－－－－－－－－－－｜－－－－－－－－－－－－－－｜－－－－

－－－｜－－－－－－－－－－－－－｜ 

｜                          ｜有效五氧化二磷含量          ｜  ５０．０

０  ｜                          ｜ 

｜－－－－－－－－－－－－－｜－－－－－－－－－－－－－－｜－－－－

－－－｜－－－－－－－－－－－－－｜ 

｜                          ｜游离酸                      ｜  １０．０

０  ｜                          ｜ 

｜－－－－－－－－－－－－－｜－－－－－－－－－－－－－－｜－－－－

－－－｜－－－－－－－－－－－－－｜ 

｜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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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钙镁磷肥                  ｜全项检验                    ｜  ７０．０

０  ｜                          ｜ 

｜－－－－－－－－－－－－－｜－－－－－－－－－－－－－－｜－－－－

－－－｜－－－－－－－－－－－－－｜ 

｜                          ｜有效五氧化二磷含量          ｜  ５０．０

０  ｜                          ｜ 

｜－－－－－－－－－－－－－｜－－－－－－－－－－－－－－｜－－－－

－－－｜－－－－－－－－－－－－－｜ 

｜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

－－－｜－－－－－－－－－－－－－｜ 

｜                          ｜细度                        ｜  １０．０

０  ｜                          ｜ 

｜－－－－－－－－－－－－－｜－－－－－－－－－－－－－－｜－－－－

－－－｜－－－－－－－－－－－－－｜ 

｜磷酸氢钙                  ｜全项检验                    ｜１８０．０

０  ｜其中一、二项只作一项      ｜ 

｜－－－－－－－－－－－－－｜－－－－－－－－－－－－－－｜－－－－

－－－｜－－－－－－－－－－－－－｜ 

｜                          ｜有效五氧化二磷含量          ｜  ５０．０

０  ｜磷钼酸喹啉法              ｜ 

｜－－－－－－－－－－－－－｜－－－－－－－－－－－－－－｜－－－－

－－－｜－－－－－－－－－－－－－｜ 

｜                          ｜溶于０．４％盐酸的Ｐ２０５  ｜  ５０．０

０  ｜                          ｜ 

｜－－－－－－－－－－－－－｜－－－－－－－－－－－－－－｜－－－－

－－－｜－－－－－－－－－－－－－｜ 

｜                          ｜氟含量                      ｜  ２５．０

０  ｜                          ｜ 

｜－－－－－－－－－－－－－｜－－－－－－－－－－－－－－｜－－－－

－－－｜－－－－－－－－－－－－－｜ 

｜                          ｜砷                          ｜  ２５．０

０  ｜                          ｜ 

｜－－－－－－－－－－－－－｜－－－－－－－－－－－－－－｜－－－－

－－－｜－－－－－－－－－－－－－｜ 

｜                          ｜游离水分含量                ｜  １０．０

０  ｜丙酮洗涤烘干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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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Ｈ值                      ｜  １０．０

０  ｜                          ｜ 

｜－－－－－－－－－－－－－｜－－－－－－－－－－－－－－｜－－－－

－－－｜－－－－－－－－－－－－－｜ 

｜                          ｜视比度                      ｜    ５．０

０  ｜                          ｜ 

｜－－－－－－－－－－－－－｜－－－－－－－－－－－－－－｜－－－－

－－－｜－－－－－－－－－－－－－｜ 

｜                          ｜细度                        ｜    ５．０

０  ｜                          ｜ 

｜－－－－－－－－－－－－－｜－－－－－－－－－－－－－－｜－－－－

－－－｜－－－－－－－－－－－－－｜ 

｜氯化铵                    ｜全项检验                    ｜１４５．０

０  ｜                          ｜ 

｜－－－－－－－－－－－－－｜－－－－－－－－－－－－－－｜－－－－

－－－｜－－－－－－－－－－－－－｜ 

｜                          ｜氮含量                      ｜  ４０．０

０  ｜                          ｜ 

｜－－－－－－－－－－－－－｜－－－－－－－－－－－－－－｜－－－－

－－－｜－－－－－－－－－－－－－｜ 

｜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

－－－｜－－－－－－－－－－－－－｜ 

｜                          ｜氯化钠                      ｜  １０．０

０  ｜火焰光度法                ｜ 

｜－－－－－－－－－－－－－｜－－－－－－－－－－－－－－｜－－－－

－－－｜－－－－－－－－－－－－－｜ 

｜                          ｜铁                          ｜  １５．０

０  ｜                          ｜ 

｜－－－－－－－－－－－－－｜－－－－－－－－－－－－－－｜－－－－

－－－｜－－－－－－－－－－－－－｜ 

｜                          ｜重金属（以Ｐｂ计）          ｜  ２５．０

０  ｜                          ｜ 

｜－－－－－－－－－－－－－｜－－－－－－－－－－－－－－｜－－－－

－－－｜－－－－－－－－－－－－－｜ 

｜                          ｜水不溶物                    ｜  １０．０

０  ｜                          ｜ 

－－－－－－－－－－－－－－－－－－－－－－－－－－－－－－－－－－

－－－－－－－－－－－－－－－－－－ 

－－－－－－－－－－－－－－－－－－－－－－－－－－－－－－－－－－

－－－－－－－－－－－－－－－－－－ 

｜                          ｜硫酸盐                      ｜  ２５．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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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ｐＨ值                      ｜  １０．０

０  ｜                          ｜ 

｜－－－－－－－－－－－－－｜－－－－－－－－－－－－－－｜－－－－

－－－｜－－－－－－－－－－－－－｜ 

｜钙镁磷钾肥                ｜全项检验                    ｜１１５．０

０  ｜                          ｜ 

｜－－－－－－－－－－－－－｜－－－－－－－－－－－－－－｜－－－－

－－－｜－－－－－－－－－－－－－｜ 

｜                          ｜有效五氧化二磷含量          ｜  ５０．０

０  ｜                          ｜ 

｜－－－－－－－－－－－－－｜－－－－－－－－－－－－－－｜－－－－

－－－｜－－－－－－－－－－－－－｜ 

｜                          ｜有效氧化钾含量              ｜  ５０．０

０  ｜                          ｜ 

｜－－－－－－－－－－－－－｜－－－－－－－－－－－－－－｜－－－－

－－－｜－－－－－－－－－－－－－｜ 

｜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

－－－｜－－－－－－－－－－－－－｜ 

｜                          ｜细度                        ｜    ５．０

０  ｜                          ｜ 

｜－－－－－－－－－－－－－｜－－－－－－－－－－－－－－｜－－－－

－－－｜－－－－－－－－－－－－－｜ 

｜复合肥                    ｜氮含量                      ｜  ４０．０

０  ｜                          ｜ 

｜－－－－－－－－－－－－－｜－－－－－－－－－－－－－－｜－－－－

－－－｜－－－－－－－－－－－－－｜ 

｜                          ｜磷                          ｜  ５０．０

０  ｜                          ｜ 

｜－－－－－－－－－－－－－｜－－－－－－－－－－－－－－｜－－－－

－－－｜－－－－－－－－－－－－－｜ 

｜                          ｜钾                          ｜  ５０．０

０  ｜                          ｜ 

｜－－－－－－－－－－－－－｜－－－－－－－－－－－－－－｜－－－－

－－－｜－－－－－－－－－－－－－｜ 

｜                          ｜各种微量元

素                ｜              ｜参照有关项目              ｜ 

｜－－－－－－－－－－－－－｜－－－－－－－－－－－－－－｜－－－－

－－－｜－－－－－－－－－－－－－｜ 

｜磷精矿和磷矿石            ｜水分                        ｜  １０．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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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类    别            ｜  检验项目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                          ｜磷                          ｜  ５０．０

０  ｜                          ｜ 

｜－－－－－－－－－－－－－｜－－－－－－－－－－－－－－｜－－－－

－－－｜－－－－－－－－－－－－－｜ 

｜                          ｜铁                          ｜  １５．０

０  ｜                          ｜ 

｜－－－－－－－－－－－－－｜－－－－－－－－－－－－－－｜－－－－

－－－｜－－－－－－－－－－－－－｜ 

｜                          ｜钙                          ｜  ２０．０

０  ｜                          ｜ 

｜－－－－－－－－－－－－－｜－－－－－－－－－－－－－－｜－－－－

－－－｜－－－－－－－－－－－－－｜ 

｜                          ｜镁                          ｜  ２０．０

０  ｜                          ｜ 

｜－－－－－－－－－－－－－｜－－－－－－－－－－－－－－｜－－－－

－－－｜－－－－－－－－－－－－－｜ 

｜                          ｜氟                          ｜  ２５．０

０  ｜                          ｜ 

｜－－－－－－－－－－－－－｜－－－－－－－－－－－－－－｜－－－－

－－－｜－－－－－－－－－－－－－｜ 

｜                          ｜二氧化硅                    ｜  ２０．０

０  ｜重量法                    ｜ 

｜－－－－－－－－－－－－－｜－－－－－－－－－－－－－－｜－－－－

－－－｜－－－－－－－－－－－－－｜ 

｜                          ｜灼烧失量                    ｜  １０．０

０  ｜                          ｜ 

｜－－－－－－－－－－－－－｜－－－－－－－－－－－－－－｜－－－－

－－－｜－－－－－－－－－－－－－｜ 

｜                          ｜二氧化碳                    ｜  ２０．０

０  ｜                          ｜ 

｜－－－－－－－－－－－－－｜－－－－－－－－－－－－－－｜－－－－

－－－｜－－－－－－－－－－－－－｜ 

｜                          ｜氧化锰                      ｜  ２５．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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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                          ｜  ２５．０

０  ｜                          ｜ 

－－－－－－－－－－－－－－－－－－－－－－－－－－－－－－－－－－

－－－－－－－－－－－－－－－－－－ 

－－－－－－－－－－－－－－－－－－－－－－－－－－－－－－－－－－

－－－－－－－－－－－－－－－－－－ 

｜                          ｜氧化钾                      ｜  ２０．０

０  ｜                          ｜ 

｜－－－－－－－－－－－－－｜－－－－－－－－－－－－－－｜－－－－

－－－｜－－－－－－－－－－－－－｜ 

｜                          ｜三氧化硫                    ｜  ２０．０

０  ｜                          ｜ 

｜－－－－－－－－－－－－－｜－－－－－－－－－－－－－－｜－－－－

－－－｜－－－－－－－－－－－－－｜ 

｜                          ｜氧化锶                      ｜  ２５．０

０  ｜                          ｜ 

｜－－－－－－－－－－－－－｜－－－－－－－－－－－－－－｜－－－－

－－－｜－－－－－－－－－－－－－｜ 

｜                          ｜酸不溶物                    ｜  １０．０

０  ｜                          ｜ 

｜－－－－－－－－－－－－－｜－－－－－－－－－－－－－－｜－－－－

－－－｜－－－－－－－－－－－－－｜ 

｜农用硫酸锌                ｜全项检验                    ｜１４５．０

０  ｜                          ｜ 

｜－－－－－－－－－－－－－｜－－－－－－－－－－－－－－｜－－－－

－－－｜－－－－－－－－－－－－－｜ 

｜                          ｜铅含量                      ｜  ２５．０

０  ｜                          ｜ 

｜－－－－－－－－－－－－－｜－－－－－－－－－－－－－－｜－－－－

－－－｜－－－－－－－－－－－－－｜ 

｜                          ｜镉含量                      ｜  ２５．０

０  ｜                          ｜ 

｜－－－－－－－－－－－－－｜－－－－－－－－－－－－－－｜－－－－

－－－｜－－－－－－－－－－－－－｜ 

｜                          ｜砷含量                      ｜  ２５．０

０  ｜                          ｜ 

｜－－－－－－－－－－－－－｜－－－－－－－－－－－－－－｜－－－－

－－－｜－－－－－－－－－－－－－｜ 

｜                          ｜游离酸含量                  ｜  １０．０

０  ｜                          ｜ 

｜－－－－－－－－－－－－－｜－－－－－－－－－－－－－－｜－－－－

－－－｜－－－－－－－－－－－－－｜ 

｜                          ｜锌含量                      ｜  ５０．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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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水分含量                    ｜  １０．０

０  ｜                          ｜ 

｜－－－－－－－－－－－－－｜－－－－－－－－－－－－－－｜－－－－

－－－｜－－－－－－－－－－－－－｜ 

｜钼肥                      ｜钼含量                      ｜  ５０．０

０  ｜                          ｜ 

｜－－－－－－－－－－－－－｜－－－－－－－－－－－－－－｜－－－－

－－－｜－－－－－－－－－－－－－｜ 

｜硼肥                      ｜硼含量                      ｜  ５０．０

０  ｜                          ｜ 

｜－－－－－－－－－－－－－｜－－－－－－－－－－－－－－｜－－－－

－－－｜－－－－－－－－－－－－－｜ 

｜粒状过磷酸钙              ｜全项检验                    ｜  ７０．０

０  ｜同过磷酸钙                ｜ 

－－－－－－－－－－－－－－－－－－－－－－－－－－－－－－－－－－

－－－－－－－－－－－－－－－－－－ 

 

 

    （三）水   质 

－－－－－－－－－－－－－－－－－－－－－－－－－－－－－－－－－－

－－－－－－－－－－－－－－－－－－ 

｜      项    目            ｜      方    法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ｐＨ值                    ｜电位法                      ｜    ５．０

０  ｜                          ｜ 

｜－－－－－－－－－－－－－｜－－－－－－－－－－－－－－｜－－－－

－－－｜－－－－－－－－－－－－－｜ 

｜可溶盐总量                ｜电导法                      ｜  １０．０

０  ｜                          ｜ 

｜－－－－－－－－－－－－－｜－－－－－－－－－－－－－－｜－－－－

－－－｜－－－－－－－－－－－－－｜ 

｜                          ｜蒸干法                      ｜  １５．０

０  ｜                          ｜ 

｜－－－－－－－－－－－－－｜－－－－－－－－－－－－－－｜－－－－

－－－｜－－－－－－－－－－－－－｜ 

｜盐分组成                  ｜容量法                      ｜  ２４．０

０  ｜ＮＡｋ差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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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                      ｜开氏法                      ｜  １５．０

０  ｜                          ｜ 

｜－－－－－－－－－－－－－｜－－－－－－－－－－－－－－｜－－－－

－－－｜－－－－－－－－－－－－－｜ 

｜硝态氮                    ｜紫外分光                    ｜  ２０．０

０  ｜                          ｜ 

｜－－－－－－－－－－－－－｜－－－－－－－－－－－－－－｜－－－－

－－－｜－－－－－－－－－－－－－｜ 

｜                          ｜比色法                      ｜  ２０．０

０  ｜                          ｜ 

｜－－－－－－－－－－－－－｜－－－－－－－－－－－－－－｜－－－－

－－－｜－－－－－－－－－－－－－｜ 

｜亚硝态氮                  ｜比色法                      ｜  ２０．０

０  ｜                          ｜ 

｜－－－－－－－－－－－－－｜－－－－－－－－－－－－－－｜－－－－

－－－｜－－－－－－－－－－－－－｜ 

｜氨态氮                    ｜比色法                      ｜  ２０．０

０  ｜                          ｜ 

｜－－－－－－－－－－－－－｜－－－－－－－－－－－－－－｜－－－－

－－－｜－－－－－－－－－－－－－｜ 

｜氟                        ｜电极法                      ｜  １５．０

０  ｜                          ｜ 

｜－－－－－－－－－－－－－｜－－－－－－－－－－－－－－｜－－－－

－－－｜－－－－－－－－－－－－－｜ 

｜                          ｜氟试剂比色法                ｜  ２０．０

０  ｜包括预蒸馏                ｜ 

｜－－－－－－－－－－－－－｜－－－－－－－－－－－－－－｜－－－－

－－－｜－－－－－－－－－－－－－｜ 

｜氰化物                    ｜比色法                      ｜  ２５．０

０  ｜                          ｜ 

－－－－－－－－－－－－－－－－－－－－－－－－－－－－－－－－－－

－－－－－－－－－－－－－－－－－－ 

－－－－－－－－－－－－－－－－－－－－－－－－－－－－－－－－－－

－－－－－－－－－－－－－－－－－－ 

｜      项    目            ｜      方    法              ｜收费标准

（元）｜        备        注      ｜ 

｜－－－－－－－－－－－－－｜－－－－－－－－－－－－－－｜－－－－

－－－｜－－－－－－－－－－－－－｜ 

｜                          ｜测氰仪                      ｜  ２５．０

０  ｜                          ｜ 

｜－－－－－－－－－－－－－｜－－－－－－－－－－－－－－｜－－－－

－－－｜－－－－－－－－－－－－－｜ 

｜挥发酚                    ｜萃取比色法                  ｜  ２５．０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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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ＣｕｚｎｐｂｃｄＮｉｃｒ  ｜前处理样／次                ｜    ８．０

０  ｜测试上机另收费            ｜ 

｜－－－－－－－－－－－－－｜－－－－－－－－－－－－－－｜－－－－

－－－｜－－－－－－－－－－－－－｜ 

｜油分                      ｜紫外分光光度法              ｜  ２５．０

０  ｜                          ｜ 

－－－－－－－－－－－－－－－－－－－－－－－－－－－－－－－－－－

－－－－－－－－－－－－－－－－－－ 

 

 

    （四）其   它 

－－－－－－－－－－－－－－－－－－－－－－－－－－－－－－－－－－

－－－－－－－－－－－－－－－－－－ 

｜总酸                      ｜氢氧化钠滴定                ｜  ２０．０

０  ｜                          ｜ 

｜－－－－－－－－－－－－－｜－－－－－－－－－－－－－－｜－－－－

－－－｜－－－－－－－－－－－－－｜ 

｜还原糖                    ｜裴林试剂比色                ｜  ２０．０

０  ｜                          ｜ 

｜－－－－－－－－－－－－－｜－－－－－－－－－－－－－－｜－－－－

－－－｜－－－－－－－－－－－－－｜ 

｜                          ｜铜试剂比色                  ｜  ２４．０

０  ｜                          ｜ 

｜－－－－－－－－－－－－－｜－－－－－－－－－－－－－－｜－－－－

－－－｜－－－－－－－－－－－－－｜ 

｜葡萄糖果糖和蔗糖          ｜                            ｜  ３０．０

０  ｜三种糖为一项              ｜ 

｜－－－－－－－－－－－－－｜－－－－－－－－－－－－－－｜－－－－

－－－｜－－－－－－－－－－－－－｜ 

｜维生素Ｃ                  ｜二氰靛酚钠盐氧化法          ｜  ４０．０

０  ｜                          ｜ 

｜－－－－－－－－－－－－－｜－－－－－－－－－－－－－－｜－－－－

－－－｜－－－－－－－－－－－－－｜ 

｜                          ｜碘滴定法                    ｜  ４０．０

０  ｜                          ｜ 

｜－－－－－－－－－－－－－｜－－－－－－－－－－－－－－｜－－－－

－－－｜－－－－－－－－－－－－－｜ 

｜物理性状                  ｜重量大小外观硬度比重        ｜  ２０．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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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量                    ｜干燥法                      ｜  ２５．０

０  ｜                          ｜ 

｜－－－－－－－－－－－－－｜－－－－－－－－－－－－－－｜－－－－

－－－｜－－－－－－－－－－－－－｜ 

｜植株制样                  ｜                            ｜    ６．０

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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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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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2401199004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2502198705
http://10.131.140.11:168/golaw?dbnm=gjfg&flid=112502198705&lknm=%b5%da%c1%f9%cc%f5#law_firs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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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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自行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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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补助乡镇企业培训、技术推广、新产

品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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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开设专门帐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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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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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八：农业系统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 

－－－－－－－－－－－－－－－－－－－－－－－－－－－－－－－－－－

－－－－－－－－－－－－－－－－－－ 

｜编号  ｜收费项目                            ｜计算单位  ｜        

收费标准        ｜    备    注    ｜ 

｜－－－｜－－－－－－－－－－－－－－－－－－｜－－－－－｜－－－－

－－－－－－－－｜－－－－－－－－｜ 

｜  一  ｜境外厂商申请农药试验审批费          ｜          ｜        

２００元        ｜一个品种或一个  ｜ 

｜      ｜                                    ｜          ｜         

               ｜剂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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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  ｜境外厂商农药试验

费                  ｜          ｜                        ｜         

       ｜ 

｜（一）｜田间试验                            ｜  每小区  ｜    １２

０～４００元    ｜                ｜ 

｜（二）｜残留试验                            ｜          ｜３５００

０～４２５００元｜一种剂型，一种  ｜ 

｜      ｜                                    ｜          ｜         

               ｜作物，一处试验  ｜ 

｜      ｜                                    ｜          ｜         

               ｜点，两年试验期  ｜ 

｜（三）｜药效示范试验                        ｜每个试验点｜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元    ｜                ｜ 

｜－－－｜－－－－－－－－－－－－－－－－－－｜－－－－－｜－－－－

－－－－－－－－｜－－－－－－－－｜ 

｜  三  ｜农药登记

费                          ｜          ｜                        ｜ 

               ｜ 

｜（一）｜进口农

药                            ｜          ｜                        

｜                ｜ 

｜      ｜                                    ｜          ｜         

               ｜一个品种，一个  ｜ 

｜１．  ｜品种登记                            ｜    个    ｜      ５０

００元        ｜剂型，二种适用  ｜ 

｜      ｜                                    ｜          ｜         

               ｜作物            ｜ 

｜２．  ｜变更登

记                            ｜          ｜                        

｜                ｜ 

｜（１）｜改变剂型                            ｜    个    ｜      ２０

００元        ｜                ｜ 

｜（２）｜型混合剂                            ｜    个    ｜      ２０

００元        ｜                ｜ 

｜（３）｜改变含量                            ｜    个    ｜        ３

００元        ｜                ｜ 

｜（４）｜变更使用范围                        ｜    个    ｜        ２

００元        ｜                ｜ 

｜３．  ｜临时登记                            ｜    个    ｜      １０

００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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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号  ｜收费项目                            ｜计算单位  ｜        

收费标准        ｜    备    注    ｜ 

｜－－－｜－－－－－－－－－－－－－－－－－－｜－－－－－｜－－－－

－－－－－－－－｜－－－－－－－－｜ 

｜４．  ｜补发换发《登记证》                  ｜    证    ｜          ２

０元        ｜                ｜ 

｜（二）｜国内农

药                            ｜          ｜                        

｜                ｜ 

｜１．  ｜品种登记                            ｜    个    ｜        １

００元        ｜                ｜ 

｜２．  ｜变更登记                            ｜    个    ｜          

５０元        ｜                ｜ 

｜３．  ｜临时登记                            ｜    个    ｜          

３０元        ｜                ｜ 

｜－－－｜－－－－－－－－－－－－－－－－－－｜－－－－－｜－－－－

－－－－－－－－｜－－－－－－－－｜ 

｜  四  ｜出口农药审批费                      ｜    份    ｜          

５０元        ｜                ｜ 

｜－－－｜－－－－－－－－－－－－－－－－－－｜－－－－－｜－－－－

－－－－－－－－｜－－－－－－－－｜ 

｜  五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费              ｜          ｜                        ｜             

   ｜ 

｜（一）｜种子生产许可证                      ｜    证    ｜            

５元        ｜                ｜ 

｜（二）｜种子经营许可证                      ｜    证    ｜            

５元        ｜                ｜ 

｜－－－｜－－－－－－－－－－－－－－－－－－｜－－－－－｜－－－－

－－－－－－－－｜－－－－－－－－｜ 

｜  六  ｜肥料土壤调理剂、植物生产＋调剂登记

费｜          ｜                        ｜                ｜ 

｜（一）｜境外厂

商                            ｜          ｜                        

｜系列产品，每个  ｜ 

｜１．  ｜品种登记                            ｜  每类    ｜      ６０

００元        ｜品种另收１０００｜ 

｜      ｜                                    ｜          ｜         

               ｜元              ｜ 

｜２．  ｜变更登

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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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改变剂型                            ｜  每类    ｜      ３０

００元        ｜                ｜ 

｜（２）｜改变含量                            ｜  每类    ｜        ６

００元        ｜                ｜ 

｜（３）｜变更使用范围                        ｜  每类    ｜        ２

００元        ｜                ｜ 

｜３．  ｜登记证                              ｜    证    ｜          

５０元        ｜                ｜ 

｜（二）｜境内厂

商                            ｜          ｜                        

｜                ｜ 

｜      ｜                                    ｜          ｜         

               ｜                ｜ 

｜１．  ｜品种登记                            ｜  每类    ｜      ２０

００元        ｜系列产品，每个  ｜ 

｜      ｜                                    ｜          ｜         

               ｜品种另收２００元｜ 

｜２．  ｜变更登

记                            ｜          ｜                        

｜                ｜ 

｜（１）｜改变剂型                            ｜  每类    ｜      １０

００元        ｜                ｜ 

｜（２）｜改变含量                            ｜  每类    ｜        ３

００元        ｜                ｜ 

｜（３）｜变更使用范围                        ｜  每类    ｜        １

００元        ｜                ｜ 

｜３．  ｜登记证                              ｜    证    ｜          

１０元        ｜                ｜ 

－－－－－－－－－－－－－－－－－－－－－－－－－－－－－－－－－－

－－－－－－－－－－－－－－－－－－ 

－－－－－－－－－－－－－－－－－－－－－－－－－－－－－－－－－－

－－－－－－－－－－－－－－－－－－ 

｜  七  ｜渔业船舶登记或变更登记

费            ｜          ｜                        ｜申请补发证

书    ｜ 

｜      ｜                                    ｜          ｜         

               ｜者，应加收５０％｜ 

｜      ｜                                    ｜          ｜         

               ｜的补发手续费；  ｜ 

｜      ｜                                    ｜          ｜         

               ｜注销登记按收费  ｜ 

｜      ｜                                    ｜          ｜         

               ｜标准的１０％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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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费；灭失、沉没、｜ 

｜      ｜                                    ｜          ｜         

               ｜失踪满６个月    ｜ 

｜      ｜                                    ｜          ｜         

               ｜者，注销登记免  ｜ 

｜（一）｜国籍证书                            ｜    证    ｜          

３０元        ｜费；吨位不足２０｜ 

｜      ｜                                    ｜          ｜         

               ｜总吨的小型船舶  ｜ 

｜（二）｜登记证书                            ｜    证    ｜          

１０元        ｜减半收费。      ｜ 

｜－－－｜－－－－－－－－－－－－－－－－－－｜－－－－－｜－－－－

－－－－－－－－｜－－－－－－－－｜ 

｜  八  ｜海事调解

费                          ｜          ｜                        ｜

因调解而支付的  ｜ 

｜（一）｜调解成功的                          ｜损失金额  ｜      不超

过１％        ｜电讯费、差旅费  ｜ 

｜（二）｜调解不成功的                        ｜损失金额  ｜  不超过

０．５％        ｜等按实计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