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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25.htm （一九八五年九月六

日） 国务院同意商业部、农牧渔业部、纺织工业部、财政部

、国家物价局《关于调整一九八六年棉花产购销政策的报告

》，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调整棉花政策，既要有

利于解决当前的产销矛盾，又要考虑到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内

外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避免大上大下，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为此，确定一九八六年的棉花定购数量维持八千五百万担

不变。这个数量当前仍然是购大于销的，各地要从全局出发

，严格按国家定购任务安排生产，不要盲目发展。为了引导

棉农按照国家要求安排生产，并缩小南北棉收购价格上的矛

盾， 从一九八六年新棉上市起， 北方棉花加价比例由“倒三

七”改为“倒四六”；南方棉花继续实行“正四六”加价比

例不变。调整加价比例节省下来的加价款，国家财政不收回

，按报告所提意见使用。关于调整纺织品税率和质量差价问

题，由财政部和国家物价局负责提出具体方案，报国务院批

准执行。 近几年， 棉花的收购、 加工、储存数量成倍增长，

棉花经营部门的广大职工努力工作，克服困难，较好地完成

了国家委托的任务。今年新棉即将上市，收购任务很重。各

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帮助经营部门解决实际困难，

切实做好今年的收购工作。 产棉区的各级人民政府， 在秋季

播种以前， 要把本通知的精神传达到所有棉花生产者，做好

宣传工作，组织贯彻落实。 关于调整一九八六年棉花产购销

政策的报告 各地贯彻中央一九八五年一号文件和《国务院关



于加强棉花产购销综合平衡的通知》精神，一九八五年的棉

花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播种面积有所控制，棉花品种有了

改善。今年的商品棉预计为九千万担到一亿担，比上年一亿

二千万担减少二、三千万担，当年平衡结余约二、三千万担

，产大于需的矛盾仍然存在。为了搞好棉花产购销的综合，

促进农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稳定粮食生产，发展多种经营，

需要进一步调整棉花的生产、收购和供应政策。具体建议如

下：一、 继续控制棉花种植面积，努力提高棉花质量。 今年

，调整棉花生产取得了一定成绩。据各地统计，全国棉花种

植面积七千八百多万亩，减少的二千多万亩棉田，已改种粮

食和其它经济作物，农业结构有所改善。质量较差的鲁棉一

号和其它混杂品种，大部分已改种较好的品种。第一批二十

二个优质棉基地县已开始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生产仍

然超过需求，库存继续大量增长。因此，无论新棉区和老棉

区，都要从全局出发，合理安排棉花生产，避免盲目发展。

农业部门要下功夫狠抓品种改良，提高棉花质量，继续搞好

优质棉基地县的建设。二、 进一步调整一九八六年的棉花收

购和供应政策。 （一）一九八六年棉花定购计划仍为八千五

百万担。 这个定购量， 目前仍是购大于销，国家库存棉花将

要继续增加，但考虑到棉花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今后一

段时间国内外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避免生产大上大下，定

购数量不作变动，国家分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定购数

也不作调整。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种麦以前把定

购任务落实到棉花生产者，按国家定购任务安排生产，不要

搞定购以外的种植。 （二）调整北方棉的加价比例。近几年

北方棉花生产发展很快，单位面积产量已接近或超过南方。



为了引导棉农按国家计划生产，从一九八六年新棉上市起，

北方棉区加价比例由“倒三七”改为“倒四六”，即４０％

按统购价，６０％按超购加价。南方棉区继续实行“正四六

”比例不变，即６０％按统购价，４０％按超购加价。 （三

）北方棉改为“倒四六”比例加价，国家减少加价款支出约

二亿六千多万元。建议这笔钱财政不要收回 ，一半用于调减

棉花供应价格 ，鼓励纺织企业多生产一些棉纱棉布；一半用

于棉花经营部门代国家储备棉的保管费用（原规定由省、自

治区财政负担的保管费用， 继续由地方财政负担）。 这两笔

款项的具体使用和分配办法，由财政部、纺织部、商业部和

国家物价局具体商定。 （四）对工业用棉实行有计划的选购

。为了有利于在宏观上控制棉花播种面积和收购数量，纺织

企业用棉应纳入收购调拨计划。从一九八五年新棉上市起，

纱厂需要的棉花，要按计划向棉花经营部门选购。计划外超

产棉纱所需棉花，可到流向合理的棉产区棉花经营部门选购

。工业部门不要直接向棉花生产者购进棉花。 棉花经营部门

定购的棉花，当年收支平衡有余的部分转为国家储备，储备

计划由有关部门及时下达到储备单位。三、 积极扩大棉花、

棉布的利用和销售 解决棉花产大于销的矛盾，除了适当调整

生产外，最重要的是要开拓棉花利用的新途径，从扩大销售

上找出路。 （一）增加国内纺织工业的用棉量。这是扩大棉

花销路的主要途径。纺织工业部门在安排明年生产任务时，

要尽量创造条件，挖掘潜力，多安排一些适销对路的棉纱、

纯棉布和纯棉针织品的生产。要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重

点发展一定数量的装饰布、家具布和适于做服装的新的棉布

品种。纯棉纺织品生产的技术改造，应作为整个纺织行业技



术改造的一个重点抓紧抓好；需要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和

必需的外汇、人民币资金，有关部门要优先予以安排。 为了

鼓励纺织企业多生产国内市场和出口需要的棉纺织品，增强

纺织行业进行技术改造的能力，建议调低中粗支棉纱和纯棉

印染布的产品税。纯棉织品的销售价格，需要在品种之间作

些调整，扩大质量差价，实行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引导企

业开发新品种，多提供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关于纯棉纺织品

税率和质量差价的具体调整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物价局商

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下达。 （二）做好絮

棉供应工作。棉花经营部门要弹制各种品级、多种规格的棉

被套，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要适当扩大絮棉批零差率，调

动零售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城市的百货、纺织、日杂、土产

商店和农村供销社要经营絮棉，把絮棉列为商店必备的商品

目录。要允许多渠道经营絮棉，允许棉农直接销售絮棉。 最

近，国务院已批准拿出一千万担优质絮棉，以优惠价格供应

给城乡居民。棉花经营部门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抓紧做好

这批絮棉和被套的弹制加工、调运、销售工作。废旧物资回

收部门要组织好旧棉絮的回收。轻工业部门要多利用一些废

棉和低级棉造纸。 （三）积极扩大棉花出口，努力开拓国际

市场。内贸、外贸和商检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好工作， 保证

完成今年八百万担棉花的出口计划。 为扩大出口，要在山东

、河北、河南、江苏、湖北、新疆、安徽七省区，选择棉花

质量好、数量有保证、加工技术先进、交通便利的一些产棉

县作为棉花出口基地。要按照出口要求改良棉花品种，改进

包装和加工工艺，力争“七五”期间多出口一些棉花。 各级

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棉花产购销工作的领导。 调整棉花政策， 



涉及到棉区千家万户，要切实做好宣传工作，按国家要求安

排好生产。现在，棉花产需矛盾突出，库存数量很大，经营

中的困难很多，要协调好农商、工商关系，互相支持，搞好

协作，帮助经营部门解决实际困难，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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