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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宗旨、适用范围及术语定义

第 1条

本法依据《宪法》第十四部分第 123 条确定了有关农业的基本原

则。

本法的颁布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

第 2条

本法条款适用于农业经营、培训、研究、融资以及农产品销售、

农业环境保护和相关的海关与税收制度。

本法条款不适用于畜牧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第 3条

本法有关术语定义如下：

1、 生物防治剂：用于防治有害生物的辅助用品、拮抗剂、害虫

天敌或其它有机体；

2、 主管机关：本法规定活动范围内，具有签订合同或颁布必要

法律文件的国家权力机构；

3、 生物能：以生物为载体将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的一种能

源，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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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沼气：在净化装置排放物中所包含的有机物质经过发酵后产

生的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

5、 植物检疫证书：参照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标准证书所制定的官

方文件，用于证明提交植物检疫部门进行检验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

它限定物的卫生状况；

6、 农业特许权：国家与农业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后

者凭此在规定条件下从事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对国家专有土地进行开

发与经营的活动；

7、 木质能源：木质燃料碳化产生的能源；

8、 农业经营者：专业从事各类农业活动的自然人或法人；

9、 农业经营：与农业相关的所有活动；

10、 农业基础设施：农场正常运转所需实施的建设工程、整治工

程以及所需建筑（物）和设备；

11、 农业投入品：

a) 用于耕种农作物的物质和设备，如种子、肥料、杀虫剂和农

药等；

b) 用于饲养动物的物质和设备，如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和疫

苗等；

12、 基因物质：源于植物的物质，包括具有遗传功能的植物繁殖

物质；

13、 植物检疫措施：旨在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和/或扩散的所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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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或官方程序；

14、 基因改造生物（OGM）：即转基因生物，指所有能够凭借现代

生物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复制或转移基因物质的动植物、微生物或

细胞等生物实体；

15、 检疫性有害生物：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

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需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

生物；

16、 有害生物：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

体的品种、品系或生物型；

17、 杀虫剂：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用于预防、消灭

或控制对食品、植物产品、木材和非木材森林产品的生产、加工、存

储、运输或销售造成的损坏或具有危害的害虫、病菌和有害动植物；

18、 农药：杀虫剂及其它用于调节植物生长的物质，如落叶剂、

干燥剂、疏果剂、防止果实过早脱落剂以及果实采集前后用于保护其

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免受损坏的物质；

19、 植物产品：未加工和已经加工过的植物产品，由于其自身属

性或加工后的属性，可能会导致有害生物传入或扩散；

20、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系指对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

在价值的任何植物遗传材料；

21、 风险：指对环境或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以及该影

响的严重程度；

22、 粮食安全：可连续拥有并支配粮食的一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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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种子：包扩试管植物在内的所有用于有性繁殖或无性繁殖的

植物材料；

24、 品种：指在形态、生理、细胞、化学等任一方面具有独特性

的栽培植物群体，它可通过有性或无性方式繁殖或重组，并保持或重

现其独特性；

25、 植物：活生植物及其各部分，包括种子和基因物质。

第二章 一般义务

第 4条

国家对自然资源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第 5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运用综合方法实现对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的保护、勘查、收集与可持续利用。

第三章 体制框架

第 6条

为促进农业生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政府制定并实

施国家农业政策。

该政策为各省编制农业规划的基础。

内容涉及土地制度，农业经营、培训与研究，农产品和农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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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销售与推广，农用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发，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以及上述相关项目的融资。

第 7条

各省政府部门应根据上述第 6条所述国家农业政策，制定相应的

农业规划并确定质量目标和数量目标。

该规划还应特别包含以下内容：

a) 现有农业资源描述；

b) 农产品需求；

c) 为发展农业、确保产量，计划采取措施的实施时间表；

d) 所需资金估算；

e) 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f) 农业政策实施有效指标；

g) 环境保护措施。

中央政府负责协调各省规划，并向国民议会呈交规划执行情况报

告。

第 8条

政府筹建国家农业咨询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农业有关的问题。

该委员会成员来自公共和私营农业部门以及地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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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联席会审议并签发部长令确定上述委员会的构成、组织和运

作机制。

第 9条

各省省长负责筹建省级农业咨询委员会以调解农业用地纠纷。

第二编 农业经营

第一章 总则

第 10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农业用地公平，保

障农业经营和农业经营者的安全，促进公共和私人投资，实现土地资

源的可持续管理。

第 11条

土地部长和农业部长根据自然区域划分、农作物品种或农业经营

类型，对有待开发的农田进行必要的研究。

第 12条

各省颁布地方法令确定可用作农业开发的农村或城乡土地区划。

并确定各部门相关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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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条

各省省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农业地籍管理处，负责：

a) 在土地部门发放农业经营特许权时，为其提供相关建议；

b) 农业开发用地的行政管理；

c) 了解农业用地开发状况；

d) 保管农业开发用地相关图件资料。

该农业地籍管理处的组织与运作由省长确定。

第 14条

农业经营方式包括家庭型、家庭互助型和工业开发型。

家庭型农业经营人员由经营者的家庭成员组成。

家庭互助型农业经营通过雇佣合同制工人组建中等规模的生产单

位。

工业开发型农业经营则应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且拥

有足够的劳动力和设备。

第 15条

家庭或家庭互助型农业经营特许权的最大面积由省长根据各省具

体情况下发省长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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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业用地的获取

第一节 农业用地的授予与收回

第 16条

农业用地的授予和开发都应符合法律规定程序。

此外，农业用地申请人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a) 为刚果籍自然人或在刚当地注册的法人公司，后者由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或其公民控股；

b)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法定住所或公司地址；

c) 如果为从事商业的法人公司，应持有营业执照；

d) 具备开发农业用地的财务能力；

e) 进行环境和社会影响研究。

第 17条

农业特许权享有者拟种植的农作物类型将通过农业合同确定。

该合同还应对农业经营者所担保实现的最低产量做出规定。

第 18条

地方社区可依法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行使集体或个人惯有的地产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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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社区所拥有的土地即其已享有的地产区域，包含其合法使用

的农耕地、休耕地、牧地、牧场和林地。

第 19条

集体或个人权利的执行无需进行专项登记。

第二节 权利让与

第 20条

农业特许权可依据法律规定条件予以转让或放弃。

第 21条

农业特许权享有者应符合本法第 16条规定条件。

第 22条

所有的转让都应按其剩余价值的 40%缴税。

第三节 土地租约

第 23条

除本法条款外，土地租约还应遵守普通法规定。

第 24条

农业特许权享有者有权向第三方出租其特许权，并通知当地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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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部门。第三方应按特许权规定的用途进行农业开发经营。

特许权享有者和特许权承租人共同履行与国家签订的农业合同中

所规定的相关义务。

在此情形下，特许权可以依法通过土地租约或土地收益分成制的

形式予以出租。

第 25条

当已出租的农业特许权有偿转让时，如承租人符合上述第 16条有

关规定，且仅拥有一项尚未开发的农业特许权时，该承租人享有优先

购买权。

第四节 农业用地纠纷

第 26条

地方社区的农业用地纠纷首先应交由本法第 9条所述农业咨询委

员会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方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

第 27条

自收到本法第 9条所述农业咨询委员会提交的调解申请之日起，

调解程序将中止普通法所规定的时效期限。

在不接受调解的情况下，该调解申请将在收到请求方提交的不接

受调解纪要文件三个月内转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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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业投入品和农业基础设施

第一节 农业投入品

第 28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满足各地对优质农业

投入品的需求。

第 29条

国家组织各地相关机构及农业专业人士共同制定国家农作物种子

目录，并编辑系统书籍。

第 30条

在农业投入品投入使用前，中央政府应组织各地相关机构及农业

专业人士共同制定国家农业投入品的推广、生产、销售、批准和检验

制度。

相关细则由部长联席会通过法令确定。

第二节 农业基础设施

第 31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农业基础设施的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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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应对用于农田道路等集体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修项目进

行专项资金预算。

第 32条

在不损害国家土地（地面和地下）所有权的前提下，特许权享有

者拥有以下权利：

a) 在特许区域内部：

- 占有必要的农业用地以及相关工业用地，含工业设施、住所和

休闲场所建设用地；

- 按照其事先完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研究报告以及项目环境管理

计划相关要求，使用农业开发所需水和森林资源；

- 开挖运河、铺设管道；

b) 在特许区域外部：在遵守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修建道路

及通讯设施。

第 33条

特许权享有者在被许可的活动区域内部或外围修建的道路、工业

设施等工程，可有偿服务于周边机构，必要时向公众开放。

行政当局在特许权许可区域内实施公共工程时，特许权享有者不

得加以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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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条

邻近的特许权享有者不得反对由主管部门认可的必要公共工程的

实施。

并应按照其所涉及利益的比例分工，参加施工。

第 35条

农业特许权享有者应定期维护其农田与公共道路之间的路段。相

关费用从其应缴税中扣除。

多个特许权享有者共享某一路段时，所需支付的费用按其特许权

所属面积大小承担相应比例。

第 36条

特许权范围内实施的工程给周边特许权项下的农田造成损害时，

前者所有人应负责维修。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这些工程有利于周边

特许权项下的农业经营时，周边特许权享有者也应支付相关费用。

行政主管部门应对两个相邻特许权项下的农业经营保护措施做出

明确规定，避免引发纠纷。相关当事人则无需支付费用。

第 37条

特许权享有者应负责建设必要的产品存储设施。



14

农业部长将签发部长令对农产品存储和分配条件予以规定。

第四章 水和电

第一节 水

第 38条

特许权享有者可在法律规定条件下使用其生产经营所需水资源。

第 39条

水利灌溉或排水设施由农业经营者以个体或团组名义负责管理，

并由灌溉和排水管理部门提供技术协助。

第二节 电

第 40条

农业经营者在水、电及石油产品使用方面享受税率优惠。

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和水电与能源部长共同签发部长令确定有关

细则。

第 41条

不在水、电、石油产品配送范围内的农业经营者可配备替代性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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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营者自主生产的用于农业经营的水、电的消费，免交所有

税费。

如果现有的水、电、油等不足以满足农业活动需要时，农业经营

者可以使用木质能源和绿色汽油、沼气、生物能等其它能源。

第 42条

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优先于生物能的开发。

第五章 农业灾害和重大风险的预防与管理

第 43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建立农业灾害和重大风险预防与监督体系。

如遇风险或灾害，应立即启动包含有应急行动机构的干预和应对

机制。

经部长联席会审议并通过的法令确定上述预防与监督体系以及应

急行动机构操作细则。

第 44条

农业经营者一旦确认其所持有的特许权范围内存在有害生物时，

应立即通知距离最近的主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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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条

为研究和了解农作物的卫生状况，农业部门官员及工作人员可以

在任何时候参观私有农场。私有农场主应根据上述人员要求告知其农

场地址。

第 46条

工业开发型农业经营者享有免税待遇，但应留出年度营业额的 3%

（最多 3%）用于可耕地的开发和农业灾害与重大风险的预防。

该款项应在两年内被使用，否则，两年期满后将被重新纳入年度

缴税基数内。

第六章 植物检疫措施

第 47条

国家组织省级相关机构及农业专业人士，制定并实施植物和植物

产品的卫生保护与监督政策。

为此，国家和省级相关机构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采取以下措施：

a) 防治有害生物或检疫性有害生物；

b) 使用对环境和卫生没有危害的植物检疫产品；

c) 控制植物检疫产品、植物、植物产品以及其它法律禁止的可

能会引起植物病虫害蔓延的有关物品的进出口；



17

d) 控制可能会为有害生物提供媒介的植物检疫产品、植物和植

物产品。

第 48条

禁止在国土境内引入、占有和运输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检疫性有

害生物。但以研究、试验或培育为目的的行为除外。

农业部长令确定上述有害生物名单。

第 49条

植物、植物产品、土壤或农作物生长介质以及生物防治剂的进口

或出口，需取得植物检疫证书和进出口许可证。

上述物品的进出口，应在《海关法》指定进出口口岸办理相关手

续。

部长联席会审议并通过法令确定植物检疫保护措施，以及植物检

疫证书和植物、植物产品与植物检疫产品进出口许可证的签发条件。

第 50条

禁止被有害生物感染的植物或植物产品、土壤和农作物生长介质

的进口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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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条

主管部门在特许权所辖范围内发现有害生物时，应通知农业经营

者，以便其：

a) 遵守消灭有害生物的相关规定；

b) 清除病害植物；

c) 销毁已部分或完全受到影响的植物或农作物。

在此情形下，农业经营者有权获得赔偿。

第三编 农业推广

第一章 培训

第 52条

从事农业人员和农民的培训政策由国家统一制定。

第 53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创建农业学校以实施上述培训政策。

第二章 研究

第 54条

国家支持农业研究，以提高行业生产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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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条

按照法律规定条件，在公共和私营机构内组织进行农业研究。

部长联席会审议并通过法令确定公共农业研究机构的章程，及其

组织和运作细则。

私营农业研究机构的运作需获取科研部长令，并向农业部长备案。

第三章 农业开发融资

第 56条

设立国家农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用于农业融资。

第 57条

基金来源构成如下：

a) 从进口的食品和农产品中提取的税费；

b) 植物检疫部门的收入；

c) 国家专项预算；

d) 捐赠和遗赠；

e) 出资者捐助。

部长联席会审议并通过法令确定上述可以提取税费的进口食品和

农产品名单以及相应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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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条

基金款项通过银行渠道接收，并存放在为此开设的专项账户下。

第 59条

基金款项通过商业银行和小型金融机构发放，用于农业信贷公共

资金筹措或向农业经营者提供信贷。

第 60条

以上述基金名义向农业经营者提供的信贷具有优惠利率性质。

第 61条

获得信贷资金应符合以下条件：

a) 为合法存在的农业经营者或农业经营群体；

b) 提供贷款资金偿还担保；

c) 承诺将信贷资金全额用于相关的农业项目。

第 62条

除发放补助金外，各省市相关机构应在其各自司法权限内，采取

奖励措施，促进公共和私人投资，并向农业开发项目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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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销售

第 63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采取必要措施促进农产品存储、运输和销

售领域基础设施开发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第 64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建立农产品价格和市场信息体系。

第 65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采取措施鼓励和促进农产品的出口。

第四编 环境保护

第 66条

工业型农业经营者在开发其农业项目时应编制环境和社会影响研

究报告。

第 67条

根据《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进行环境和社会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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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条

环境部长负责依法审查对环境和居民具有潜在风险的农业活动或

工程。

第 69条

除当地社区授权使用的森林外，禁止在受保护区域开展农业活动。

第 70条

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机构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某些农业活动的开展

和某些农业化学品的使用给环境和卫生造成损害。

为此，中央政府应在化学品风险管理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化学品

销售许可制度，并建立农业灾害和重大风险预防与监督体系。

第 71条

政府应关注农业   转基因生物和农药的开发、使用、转移和释

放，以避免或减少其对环境和卫生造成的损害。

同时政府还应确保农业活动对环境和卫生不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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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海关和税务制度

第一章 海关制度

第 72条

除行政事业性收费外，免除农业活动所需农业投入品的进口税。

该条款同样适用于本法第 41条。

第 73条

免除农产品出口税。

边境口岸公共机构提供的服务所需支付费用不得超过出口产品价

格的 0.25%。

财政部长令将确定上述细则。

第二章 税务制度

第一节 属物税

第 74条

免除用于农业经营的建筑和非建筑土地（面积）的地产税。

第 75条

免除农业经营专用车辆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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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入定额所得税

第 76条

工业型农业经营者所创利润应依法缴纳职业收入税。

家庭互助型农业经营者所创利润应缴纳 20%的职业收入税。

在不违背《宪法》第十部分第 202 条有关个人所得税条款的前提

下，免除家庭型农业经营者的职业收入税。

第六编 处罚条例

第 77条

任何人如违反本法及其实施细则，非法进口或出口植物检疫产品、

植物、植物产品、土壤和农作物生长介质以及生物防治剂，都将被处

以三至六个月的监禁和/或 500 万至 2000 万刚郎的罚款。

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在国土境内非法引入、使用或进口检疫性有

害生物者。

第 78条

上述条款还将适用于违反本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植物检疫

部门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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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条

任何人如违反本法及其实施细则，非法生产和/或进口农业投入品，

都将被处以三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或 500 万至 2000 万刚郎的罚款。

第 80条

任何人如违反本法及其实施细则，非法出口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都将被处以三个月至一年的监禁和/或 500 万至 2000 万刚郎的

罚款。

第 81条

农业经营者在其特许权所辖范围内发现有害生物但未向主管部门

报告，将被处以三个月的监禁和/或 100 万刚郎以内的罚款。

第七编 过渡性、废止性和最终条款

第 82条

农业特许权享有者在本法生效一年后执行本法规定。

第 83条

植物检疫产品、植物、植物产品、种子及其它受管制物品的生产

商、进口商或经销商在本法生效半年后执行本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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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条

废除之前颁发的所有与本法相违背的条例。

第 85条

本法自颁布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2011 年 12 月 24 日于金沙萨

约瑟夫· 卡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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