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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号 １９９７年８月６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切实保证农民增产增

收、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国务院决定，在农业丰收情况下

，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各地区、各部门必须统一思

想，明确政策，统一行动，贯彻落实，为保持农业发展的良

好势头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

。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要及时制定并公布当

地议购粮保护价政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

贯彻落实这项基本政策作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一项重

要内容，加强组织领导，统一部署，迅速行动。定购粮食价

格，按上年的定购价执行，一律不得降低。在定购粮收购任

务完成以后，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议购粮收购保护

价按定购基准价执行；对质量较差、不适销对路的早籼稻和

春小麦的某些品种，其保护价可以比基准价略低，但下浮幅

度一般不得超过５％，具体价格水平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二、粮食部门必须坚决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的政策

。 国有粮食企业要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充分发挥粮

食购销主渠道作用和市场粮价形成的主导作用。对农民留足

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和必要的储备粮以外的余粮，要坚决

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不拒收、不限收、不停收、不打白

条，并不得代扣各项提留款。要在粮食收购站（库）张榜公

布定购价和保护价，挂牌收购。要坚持按质论价，不得压价



。要提供优质服务，千方百计方便农民交售余粮。各级政府

要加强监督检查，对国有粮食企业不按保护价收购，或拒收

、限收、停收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领导责任。同时，要

鼓励和教育农民多储粮，不卖“过头粮”。对违反政策用低

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再按保护价卖给国有粮食企业以套取价

差的单位和个人，要坚决查处。 三、有关部门必须确保粮食

收购资金供应。 要继续贯彻执行政府领导下的分级分部门筹

措收购资金责任制。各级财政、粮食部门要按各自的责任，

及时落实应到位的资金。农业发展银行要加强资金调度，保

证粮食收购资金的供应。对各地财政部门、国有粮食企业确

实不能到位的资金，在按规定签订垫付协议后，由农业发展

银行按库贷挂钩原则，及时发放垫付贷款。垫付贷款确实不

能按期归还的，经开户行审查同意后，可以展期。国有粮食

企业要积极做好粮食销售和资金回笼工作，认真清理各种不

合理的占用资金，集中用于收购粮食。农业发展银行和各级

粮食部门要根据秋粮生产情况，对秋粮收购资金早调查、早

测算、早筹措，保证全年粮食收购资金足额、及时供应，防

止出现打白条。同时，要加强粮食收购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凡是违反有关规定挤占挪用、扣留粮食收购资金的单位和个

人，要严肃查处，并追究责任。 四、务必落实财政补贴。 对

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的定购粮和按保护价收购的议购粮，其超

正常周转库存部分由财政给予利息、费用补贴。（一）补贴

范围：１９９６年粮食年度国有粮食企业期末粮食周转库存

超过合理周转库存的粮食；１９９７年粮食年度新收购的定

购粮、以保护价收购的议购粮超过正常销售后的库存粮食。

（二）补贴标准：利息补贴按不同品种和收购价格、同期农



副产品收购贷款利率计算；费用补贴按原粮每公斤每年０．

０６元计算。（三）补贴期限：利息和费用补贴期限暂定为

一年，按季拨补，年终清算。（四）补贴资金来源：中央和

地方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凡１９９７年地方资金配备

比例未达到国务院规定的１∶１．５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要严格按规定的比例配足地方自筹资金；以后年度也要按

这个比例安排地方配套资金。如达到规定比例后，粮食风险

基金仍有缺口的，其缺口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１∶１．

５的比例共同增加资金弥补。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五、积极

建立粮食产、销区比较稳定的购销关系。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

区的库存压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积极组织辖区

内产销区的定购粮和议购粮调拨，并在省际间逐步建立长期

稳定的粮食购销关系。１９９７年主销区要按照国家有关部

门确定的本年度调粮计划，积极从主产区调入一部分定购价

粮食。定购价粮食按调出方定购价加合理收购费用结算货款

，调拨费用由调入地区负担。调入地区由此增加的超储粮食

的利息、费用开支，由调入地区的粮食风险基金补贴。粮食

调入调出地区政府要从全局出发，搞好省际间调销的协调工

作。各级经贸委（经委）会同铁道、交通部门要优先安排运

力，保证粮食运输需要。 六、加快粮食仓储设计建设，扩大

仓储能力。 去年１２月以来，国家已先后四批下达了共１５

亿元的简易粮库贴息贷款，近期将再安排一部分简易粮库贴

息贷款，这些贷款主要用于维修、改建现有粮食仓储设施和

能储存粮食的社会仓储设施。东北地区要重点用于购建烘干

设施。为使这些贷款尽快落实到基层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组织力量到重点地区协助地方尽快落实项目，地方政府和



有关企业要组织好施工建设，力争尽快投入使用，发挥效益

。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增加对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采取内部挖潜改造、大力利用社会闲置仓库和空余厂房等

多种办法，扩大仓储能力。 七、合理安排粮食销售价格，切

实加强粮食企业的经营管理。 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

的政策措施后，市场粮食购销价格会逐步回升到合理区间，

国有粮食企业的粮食销售价格应当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顺加

作价，但零售价格最高不得超过上年各地按规定的作价办法

制定的价格水平。国有粮食企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企

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大力分流富余人员，开展多种经营，改

善服务质量，提高经营水平。要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加强成本核算，减少周转环节，降低费用，通过增强企业

实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粮食流通主渠道作用

。 八、合理调整粮食的种植结构，搞好粮食转化加工。 各级

政府要引导粮食种植结构的合理调整，鼓励多种品质好、市

场有销路的粮食。为促进粮食转化，农业发展银行和有关商

业银行要积极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的饲料、食品

等粮食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努力满足其合理贷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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