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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580.htm （１９９０年７月２

４日） 粮食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做好粮食工作，把农民

需要出售的余粮收购起来，对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粮食生产积

极性，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

，保证各方面的需要，是保持社会政治安定，促进国民经济

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了进一步加强粮食购销工作，

特作如下决定：一、必须正确认识粮食形势。去年以来，各

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夺取农业丰收的决定，采

取有效措施，发展粮食生产、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国家粮食收购增加，销售减少，库存增加，市场粮价稳中有

降，城乡人民生活特别是灾区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粮食形

势比较好。同时，必须看到，由于人口的增加，全国人均粮

食占有量比１９８４年有所减少，粮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

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当前在一些主产区出现了农民卖粮难，

粮食部门储粮难，产区和销区之间调销不畅的现象，如果不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势必挫伤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对粮食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认真

吸取１９８４年以后粮食生产出现徘徊的教训，振奋精神，

克服困难，兢兢业业，切实把粮食工作做好。二、务必抓好

粮食收购。今年夏粮和早稻丰收，秋粮生产形势较好，各地

一定要不失时机地把收购工作抓紧抓好，保证质量，完成和

超额完成粮食定购任务。在以县为单位完成定购任务之后，

要积极组织议价粮食收购，充分满足农民出售余粮的要求，



不能限收拒收。为了保护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鼓励各地

多购一些粮食，今年夏粮主产区议购的小麦，除本省“议转

平”、议销和合理周转库存以外的多余部分，按照国家确定

的计划和结算价格，转作平价专项储备。这部分专项储备小

麦，统购价与结算价之间的差价，由中央财政给予贴息；粮

权属于中央，必须服从统一调度，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

区和部门不准动用。早稻和秋粮收购，将根据年景情况，按

照上述原则确定。三、切实保证粮食收购资金。银行、财政

、粮食部门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密切配合，通力协作，

各负其责，不能因资金供应不足向售粮农民“打白条”。确

保粮食收购的顺利进行。银行部门要认真做好粮食收购资金

的供应工作，充分保证粮食定购和议价收购所需资金。财政

部门要及时拨补粮食补贴款。粮食部门要积极挖掘内部潜力

，搞好调销回笼，加强资金管理。各级清理“三角债”办公

室要把清理粮食部门的“三角债”作为重要内容，认真清理

，抓出成效。银行部门对粮食价款异地结算，要全面恢复托

收承付。粮食部门平价和议价粮食的贷款，要执行同一的优

惠利率。储存期在一年以内，正常的粮食经营贷款，利率不

向上浮动；贷款到期不能偿还时，可以转期，并免予加息、

罚息。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资金占压，粮食贷款要勤贷

勤还，按期归还，并以县为单位，建立粮食结算中心。四、

进一步压缩平价粮食销售。根据目前政治经济和市场粮食情

况，今年下半年，各地可以相机出台一些压销措施。压销方

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周密制定，报

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压销措施出台前，要做好宣传解释和

市场供应工作，防止发生抢购等问题。同时，必须加强对粮



食销售的管理。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下达的“农转非”人口

计划，严格控制非农业人口的增长。要定期整顿粮食销售，

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减少不合理销量。要通过各种宣传工

具，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大力宣传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树

立浪费粮食可耻、节约粮食光荣的风尚。要表扬节约粮食的

先进事迹，严肃批评浪费粮食的不良现象，形成社会舆论，

努力减少粮食消费以及各经营部门、经营环节上的损失浪费

。五、加强粮食调运工作。粮食调出地区和调入地区，都必

须认真执行粮食调拨计划。重申省间“议转平”大米计划是

指令性计划，必须保证完成。价格由双方协商，合理确定。

决不能因为粮食一时松或紧，而拒绝执行调拨计划。当前特

别是调入地区一定要按计划接收粮食，有条件的要尽量多接

收一些，以支持调出地区。商业部和各地粮食部门要加强督

促检查，对调运计划完成好的给予表扬，完成不好的予以通

报批评。凡是不按计划接收粮食的调入地区，属于平价粮的

，要相应减少调入计划；属于“议转平”调拨的，要承担利

息。在粮食调拨中，要严格执行调拨经营费的规定，认真执

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及时结算货款。铁道、交通部门要切

实安排好粮食运输，保证粮食调拨和运输计划的完成。六、

加强粮油市场管理。各地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粮食市

场的管理，逐步建立粮食批发市场，开展有组织的余缺调剂

，搞活粮食流通。大米要允许省际间地、市、县自行调剂。

国营粮食商业要充分发挥主渠道和“蓄水池”作用，积极开

展粮食议购议销业务，通过召开粮食调剂会等形式，安排好

市场各项用粮，保证各方面的正常需要。集贸粮食市场，要

坚持常年开放，进一步搞活；禁止私人从事粮食批发业务。



要加强对粮食市场价格的管理，保持粮价的基本稳定。既要

防止粮价暴涨，又要防止谷贱伤农。每年新粮上市前，国家

物价局要会同商业部对主要粮食品种制定下达议购指导价格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中央议购指导价格，制定本

地区议购粮食的最低保护价和最高限价。对粮食议价经营企

业要实行经营利润率等控制，全年统算。工商行政、公安和

粮食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粮食票证的管理，禁止以粮票

换取其他产品，严厉打击倒买倒卖粮票和伪造粮票的违法犯

罪行为。七、建立和健全粮食储备制度。我国地域辽阔，局

部地区自然灾害难以避免，年度、地区之间的粮食情况不平

衡，必须建立足够的粮食储备，防备灾荒，调剂余缺，增强

宏观调控力量。一定要在丰收的年份、丰收的地区多收购一

些粮食，储备起来。中央将逐年增加国家粮食储备和市场调

节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逐步建立地方粮食储备。

提倡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和农户储备一些粮食。经过

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一套粮食储备体系。“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对粮食储备要在资金上

给以支持，可以由银行贷款，财政贴息。有条件的地方，也

可以逐步建立粮食储备基金。八、抓紧食油购销工作。在完

成今年夏季油菜籽收购任务以后，各地要积极做好秋油的收

购工作，按定购价格敞开收购。平价和议价食油的贷款利率

，按照对粮食贷款的规定执行。各主产区多购有余的食油，

经商业部批准，可转一部分作为国家商品储备，由商业部管

理和调度。这部分商品储备食油，按定购价结算，由中央财

政拨付超购加价款，并对统购价的贷款部分，给以贴息。各

地要逐步建立食油商品储备，增强调控能力。食油平价销售



也要有计划地进行压缩。九、加快粮食仓库建设。为了缓解

粮油仓储能力不足的矛盾，决定在“八五”期间，国家每年

新建粮食库容五十亿公斤，油罐二亿公斤，其中国家储备和

周转粮库二十亿公斤、油罐八千万公斤；简易粮食仓库三十

亿公斤、油罐一点二亿公斤。所需资金，通过多种渠道、多

种形式筹集。国家计委和地方各级计委要在基本建设计划中

，专门安排建设粮库和油罐的投资；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

政部门要专拨一部分资金，列入预算；商业部掌握的建设资

金，也要重点用于粮油储备库、罐的建设。国家储备和周转

粮库及油罐建设，由中央和地方各投资一半。简易粮食仓库

和油罐的建设资金，由人民银行开办专项贷款，周转使用，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贴息。各地每年要从财政安排的粮

食简易建筑费中提取６０％，粮食超储费用中提取３０％，

议价粮油经营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从建仓节省的露天保管费

以及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生产发展基金中集中一部分，归

还银行贷款。各地财政部门安排的粮食简易建筑费预算至少

要保持１９８０年的水平，财政状况较好的地方，应适当增

加。每年的建库计划、资金来源和还款计划，由国家计委、

财政部、人民银行、商业部制定下达。在新建粮食仓库的同

时，各地要十分重视现有粮食仓库、粮店等经营设施的维修

和改造，维修费用不得挪作它用，并适当集中一部分，重点

使用。十、逐步解决粮食财务挂帐。各级政府要把粮食补贴

切实纳入财政预算。财政部门要按计划拨补粮食各项政策性

补贴，保证及时到位。对目前的财务挂帐，各地要认真清理

，并制定归还措施和计划，通过多种途径逐步消化解决。在

计划规定的归还期内，银行对粮食财务挂帐所占用的贷款，



除挤占挪用的以外，不加息、罚息。粮食部门要加强管理，

改善经营，通过开展“双增双节”，努力增收节支，提高经

济效益，减轻国家负担。要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继续推行粮

食政策性亏损定额补贴办法，完善各项经营承包管理责任制

，增强企业活力。十一、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粮食问题

涉及面广，目前在粮食购销、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矛盾比较

多，粮食生产还没有上新的台阶，食油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

好水平。各级政府一定要切实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定期

讨论粮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解决存在问题。国家计委

要会同经贸、商业、财政等部门统一安排粮食进出口，搞好

综合平衡。粮食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认真总结近几

年粮食工作的经验，不断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各级政

府要全面安排部署，协调各方面关系，促进粮油稳定增产，

保障有效供给，为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的发展做

出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