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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号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生

产连续三年获得较好收成，粮食供给形势明显好转。在好的

形势下，对粮食问题必须有正确认识。当前我国不存在粮食

多了的问题，从宏观和长远角度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

国的粮食供求平衡状况将会始终偏紧，对此，我们务必保持

清醒的头脑。同时，还要充分重视当前粮食工作中存在的一

些困难和问题，这突出表现在：粮食系统销售下降，导致经

营性亏损猛增，粮食财务挂帐日趋增多，给各级财政、银行

造成很大负担；省际间调销不畅，有的粮食企业停止议价粮

收购，部分地区出现粮食市场价低于定购价的趋势；粮食收

购资金被挤占挪用的现象相当严重，调销资金回笼缓慢，影

响收购资金周转。这些情况表明，如不尽快深化改革，改善

管理，将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确保粮食丰产

丰收，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切实做好当前粮食经营管

理和收购、储存工作，同时，抓住机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

改革。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粮食企业经营

管理，迅速扭转企业经营亏损。粮食部门要根据转变经济体

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更新观念，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

转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全力抓好扭亏增盈工作，商业性

亏损不得再到银行挂帐。粮食企业要向便民连锁店的方向发



展，开展以粮为主的多种经营，减少周转环节，搞活流通，

搞好服务。要健全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成本核算，

杜绝不合理的费用开支，坚决把过高的流通费用降下来。各

级政府要建立粮食企业扭亏增盈目标责任制，层层落实，定

期考核。要按照《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关于加

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１９９

５〕１２号）精神，加快粮食政策性财务挂帐的消化工作，

不得出现新的政策性亏损挂帐。 二、稳定市场粮价，抓好粮

食收购工作。搞好当前粮食收购工作，关系到明年农业发展

特别是粮食生产和市场稳定，也是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的重

要内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把粮食收购作为重要和紧

迫的工作来抓。当前首先要稳定粮食市场价格，防止粮价过

度下滑。办法就是继续做好议价粮的收购，实行挂牌收购，

敞开收购，不得压级、压价，不得拒收、限收。同时要抓紧

完成已经下达的国家专项储备粮的收购任务。对议购粮要按

市场价收购，市场粮价低于定购粮价时，要按当地政府规定

的保护价格收购，保护价格要参照定购价格制定，购销差价

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中补贴。专储粮

要按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市场价低于定购价时，按定购粮

价格收购。一定要把农民交售的粮食都收上来，同时，要做

好收购的服务工作，方便群众交售粮食，以保护农民利益。 

三、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结合粮食体制改革，抓紧充实中央

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

既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做好粮食总量平衡的重要手段。今年全国粮食增产，为

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国务院决定



再安排收购一部分国家专项储备粮，增加的国家储备粮要与

地方储备粮、地方周转粮分库储存。各地区必须按照“米袋

子”省长负责制的要求，建立和充实必要的地方粮食储备，

尽快达到产区保持３个月销量、销区保持６个月销量的水平

。各地区地方粮食储备的具体数量要按照国家粮食储备局、

国家计委、财政部提出的安排意见执行。地方政府要督促粮

食和财政部门认真做好地方粮食储备工作。 四、搞好粮食省

际间调销的协调工作。为了缓解当前部分粮食产区库存压力

，为新粮收购腾仓倒库，粮食产区要采取多种措施，扩大销

售渠道，积极促销。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在新粮上市以

后，可同时开放县以上粮食市场。粮食销区要采取措施，促

进粮食部门、粮食企业和饲料生产企业到主产区县以上粮食

市场购买粮食，补充库存。国务院决定，今冬明春从东北地

区再调出３０亿斤专储玉米，运往京、津、沪三市和其他消

费量大的地区。同时安排东北地区５０亿斤议价玉米进行省

际间调剂，具体由国家粮食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落实。

国家经贸委要会同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力，组织好粮

食运输。产区销区要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组织好粮食的

接运。 五、保证粮食收购资金供应，严禁挤占挪用。为了保

证粮食收购和调销的正常进行，要认真落实政府统一领导下

的分级、分部门收购资金筹措责任制。各级政府要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按规定渠道筹措收购资金，绝不允许给农民“打白

条”。同时，要严格禁止挤占和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地方政

府要加强对粮食收购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粮食部门和

粮食企业要积极筹措资金，压缩其他开支，集中用于粮食收

购；要限期清理收回各种不合理占用资金，并采取有效措施



杜绝新的挤占挪用；要加快粮食调销货款的回笼，及时归还

银行贷款。粮食企业要逐步消化已发生的经营性亏损，对今

年第四季度以后新发生的亏损，银行不得相应增加贷款。财

政部门的粮食政策性财务挂帐消化款和用于粮食的各项政策

性补贴资金，要足额及时到位。银行要加强资金调度，做好

补充收购资金的供应，监督资金使用，不得挤占收购资金。

对企业和财政因先支后收、筹措资金临时不到位而暂时需要

由银行垫付资金的，要按银行规定签订垫付协议，地方政府

和银行要督促有关单位按期归还。凡是违反有关规定挤占挪

用粮食收购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要严肃查处，绝不放任

姑息。 六、多渠道解决粮食仓容问题。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切实解决好储粮问题。粮食部门应主要利用现有设施，进

一步挖潜，同时要充分利用社会仓储设施安排储粮，增加储

存能力。对粮食部门租用社会仓储设施，各有关部门要密切

配合，大力支持。租用社会仓库一定要达到安排储粮的标准

，确保粮食能够运得进、保管好、调得出。为增加粮食仓储

设施，要充分利用停工闲置的厂房、仓库，进行改造后储粮

。国家专储粮和仓储设施要合理布局，逐步向销区转移。 七

、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当前粮食工作中出现的一

些新问题，主要是粮食流通体制不顺、经营机制不合理的反

映。现在粮食市场供应充裕，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显著改善，

应当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按照

政企分开、储备和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挂

帐分开和完善粮食价格机制的原则，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要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通力合作，精心组织，在深入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报

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当前要把做好粮食收储工作和粮食流通

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秋收后增加的国家专储粮要按新的

办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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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