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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１９９３年以来，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保证了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需要，基本杜绝了收购农

副产品打“白条”的现象，这对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田积极性

，促进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农副产品收

购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粮食

财务挂帐日趋增加，挤占挪用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问题十分

严重。对这些问题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将对

发展农业、抑制通货膨胀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根据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粮食棉花化肥购

销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５〕８号），各地区、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省长（自治区主

席、直辖市市长）负责制，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加强对

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管理，做到既不打“白条”，又要防止

收购资金的流失。 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内

贸易部、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粮食储备

局《关于加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管理的意见》，现转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五

年五月三十日 关于加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管理的意见 中

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国内贸易部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 国家粮食储备局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 近年来，国



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保证了粮棉油收购资金的供应，对

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

是，在粮棉油收购资金使用和管理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

的问题，粮食财务挂帐有增无减，挤占挪用农副产品收购资

金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对发展农业和抑制通货膨胀都极为不

利。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和国家关于粮棉油收购资金管理的各项政策措施，

制止挤占挪用收购资金，防止收购资金流失，以保证收购不

打“白条”，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

管理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实行分级、分部门责

任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棉油收购工作实行省长（

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负责制。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

，收购部门、财政部门和银行要各负其责，保证本部门应筹

措的收购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切实防止被挤占挪用。银行

要根据收购部门的粮棉油库存和收购数量负责安排收购贷款

；中央财政负责拨补中央储备粮补贴；地方财政负责拨补地

方储备粮补贴、粮食政策性补贴及定购粮价外补贴；收购部

门负责调销回笼款及保证企业其他收购资金的到位。地方补

贴款不到位或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的，要由该地区政府领导负

责；有关部门和银行的收购资金不到位或被挤占挪用收购资

金的，由该部门或银行的领导负责。由此而造成收购打“白

条”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认真清理收回被

挤占挪用的收购资金。对１９９１年粮食年度末的粮食财务

挂帐，国务院已明确规定，政策性挂帐由地方财政分５年消

化解决，经营性挂帐由企业消化解决，各地人民政府必须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落实分年消化的计划。根据《国务院批转



财政部等部门关于粮食政策性财务挂帐停息报告的通知》（

国发〔１９９４〕６２号），对１９９１年粮食年度末的粮

食政策性挂帐实行停息必须坚持３个条件：一是当年不挂新

帐；二是在５年内按规定比例消化老挂帐；三是粮食企业政

策性业务要与经营性业务分开。达不到上述３个条件者，不

予停息。对１９９２年以来新增的粮食财务挂帐，由各地人

民政府负责清理，在３年内消化解决。从今年起，各地人民

政府和粮食部门要制定扭亏措施，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财务

挂帐。 各地人民政府要组织力量，对１９９４年粮棉油收购

资金进行清理，对超出粮棉油库存数量的收购贷款，要核对

帐目、查清去向、明确责任、落实收回措施。定购粮价外补

贴，应全部由地方财政拨补，不得由企业和银行承担。对１

９９４年银行为地方财政垫付的定购粮价外补贴款和地方财

政欠拨粮食政策性补贴款，由财政部牵头，会同国内贸易部

、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国家粮食储备局联合进行清理，在８月底前将数字核实

清楚，并要求地方限期归还；如地方财政不按期归还，由财

政部从中央对该地区财政返还款中扣回，用于归还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的贷款。收购企业挤占挪用的收购资金，由地方政

府和有关收购企业制订还款计划，落实还款资金来源，在８

月底以前归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中国农业银行挤占

挪用的收购资金，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时间归还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各地人民政府要于９月１０日前将１９９

２年以来新增粮食财务挂帐和对１９９４年定购粮价外补贴

以及其他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的清理情况及处理结果报财政部

、国内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粮食储备局审核。 三、财政拨

补资金实行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保证总量、专户管理的

原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采

取措施，负责落实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各级财政应拨

补的粮棉油收购资金，保证总量，不得欠拨。为了保证财政

拨补资金的及时到位，防止被截留和挤占挪用，各级财政安

排的粮食拨补款，一律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财政拨补款

专户下拨，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地定购

粮价外补贴，由地方财政负责拨补，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的，

可以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在收购前必须预拨到位。地方

财政欠拨的政策性补贴，一律不得用银行贷款、调销回笼款

和中央财政政策性补贴款垫付，谁垫付追究谁的责任。从今

年起，如果地方财政再发生新的欠拨款，要在次年一季度由

财政部从中央对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返还款中扣回，

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四、粮棉油收购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系

统收购资金的管理。粮棉油收购主管部门要强化对收购企业

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建立内部管理责任制，要加快

粮棉油收购部门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的分离。今年收购

部门粮棉油收购以外的经营性业务，包括加工（不含棉花初

加工）、零售和附营业务要与收购业务分开，所需信贷资金

向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申请，不得以任何形式占用收购

资金；对已占用的收购资金要逐步清理收回。对承担国家收

购任务，且其任务纳入国内贸易部统计的粮油商品库存的粮

油加工企业，如其加工业务与收购业务无法分开经营，其加

工等经营性业务也必须与政策性业务分帐核算，所需信贷资

金可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粮油加工贷款。收购企业不得



以系统内往来等任何形式将收购资金用于经营性业务，对将

收购资金用于经营性业务的，一律按挤占挪用收购资金处理

，要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并对经营性业务占用的收购资

金加息、罚息，限期收回。 五、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要相互配合，加强协作，共同承担粮棉油收购资金管

理的责任，做好粮棉油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要及时测算收购资金需求，安排收购贷款规模，

积极筹措和调度收购资金，及时收回收购企业的回笼资金，

对代理行收购资金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督促、检查和稽核。

中国农业银行要充分认识到加强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管理

的重要性，严格执行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的各项规定

，把代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和粮棉油收购资金管理工作

当作主要任务来抓，并将其作为考核银行工作的主要内容。

中国农业银行要按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委托中国农业银行

代理业务协议书》的规定，切实履行代理职责，层层落实责

任，由中国农业银行各级分支行的行长负责，一名副行长具

体分管，设置专门班子，负责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的

各项管理工作。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各级行都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清算资金及利息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传〔１９９５〕１８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资金管理的紧急通知》（银传〔１９９

５〕２５号）的规定，按时完成资金（含信贷基金）的划转

等工作，拒不执行的，以违纪论处。 六、中国人民银行要加

强对收购资金的监督和检查。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领导要亲自

抓收购资金监管工作，组织有关银行清理收购企业多头开户



，加强收购资金专户管理，监督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搞好资金清算。清理收购企业多头开户工作，要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银传〔１９９５〕２５号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

，不得拖延。今后，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行每年都要对收

购企业开户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纠正。中国人民银

行各级分支行要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户资金收支及与中国

农业银行资金清算的情况进行监督，对逃避专户管理、挪用

专户资金和不及时清算资金的，要按规定予以处罚。 七、改

进粮棉油收购贷款管理办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代理行要

按照粮棉油库存增减的数量、国家规定的价格和合理的费用

，每月调整贷款数量，对超库存占用的贷款必须立即收回。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粮棉油库存的数量、价格和合理费用，安

排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收购贷款限额。对收购企业因先支后

收所需的资金，由银行发放临时调剂贷款予以解决，临时调

剂贷款期限一般为１个月，最长不超过２个月，不得跨年度

使用。特殊情况确需跨年度使用的，必须说明原因，并报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批准。 八、要加强对粮棉油收购资金的

专户管理。承担收购、调拨、储备等政策性业务的粮棉油企

业，只能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一家开立帐户，在其他银行的

帐户必须在本文到达之日起半个月内予以撤销。到期未予撤

销的，由当地人民银行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责令立即撤

销。收购资金专户要全额反映银行贷款、企业调销回笼资金

和财政拨补款的收支情况，专户资金只能用于收购及相关费

用支出，不得逃避检查监督。粮棉油收购企业的货款结算，

要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传〔１９９５〕２５号文件的规

定执行，任何单位（包括收购部门的经营性业务）用粮用棉



，必须钱货两清、现款结算。违反规定的，按挪用收购资金

予以处罚。 九、尽快建立健全粮棉油收购资金管理台帐及统

计报告制度。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层层建立与粮棉油

购、销、调、存及收购贷款等有关资料统计台帐。收购部门

要按照银行的需要，定期提供有关数字和资料。中国农业银

行省以下分支行要按照要求认真登记台帐，及时汇总上报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省（区、市）分行，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省

（区、市）分行汇总上报其总行。 十、建立收购资金的定期

稽核检查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审计署和监察部要定期联合对财政部门、收购企业

和有关银行的收购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进行稽核检查。对查

出的问题，要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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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