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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698.htm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

十六日国发〔１９８４〕１４６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棉花生产出现了大发展形势。一九八三年棉花产量

达到九千二百七十四万担，收购九千万担，比一九七八年翻

了一番多。一九八四年棉花继续增产，预计可达到一亿零五

百万担左右，收购在一亿提左右。从一九八二年起，我国棉

花实现了产销平衡并有结余，从此结束了棉花依靠进口平衡

收支的历史，由进口国变为出口国。随着棉花生产的发展，

我国人民的穿衣用布有了很大改善，广大农民收入增加，特

别是冀、 鲁、 豫三省一些贫困地区，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在棉花生产的大好形势下，也出

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棉花产量超过了当前市场的需要。

一九八三年全国各项用棉和出口共六千六百多万担（其中纺

纱用棉五千三百万担），连同进口，当年平衡后结余二千五

百万担，年末库存达到六千八百万担。一九八四年，初步匡

算全年用棉量为六千八百万担（其中纺纱用棉五千万担），

当年平衡后，国家库存将增加到一亿提以上。要解决当前棉

花产销矛盾，必须从生产，流通、消费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搞好综合平衡。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 合理安排棉花

种植面积，改良棉花品种，一九八四年全国植棉面积一亿多

亩，比上年增加一千万亩左右。根据当前棉花产需变化情况

，近两、三年内，要适当控制植棉面积， 总产量以不超过九

千万担为宜。农业部门要抓紧落实品种改良规划， 从一九八



五年起，争取两年内，用较好的品种取代鲁棉一号和其他混

杂低劣品种。在五年内，全国建立五十个优质棉花基地县，

种植优质棉二千万亩，实现良种区域化。建设优质棉基地县

，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发挥地方积极性，国家也要在资金和

物资上给予必要扶持。二、 从一九八五年新棉上市起，对棉

花生产、收购、奖售等政策，作如下调整：（一） 对棉花实

行计划收购，国家收购计划确定为八千五百担。分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指标，由国家计委下达，各地要层层落实。（

二） 北方棉区的超购加价比例由 “倒二八”改为“倒三七”

， 即３０％按统购价，７０％按超购加价，南方棉区继续实

行“正四六”比例，即６０％按统购价，４０％按超购加价

。（三） 取消棉花收购奖售粮和扩大棉田补助粮。对口粮紧

缺的棉区，可按统购价供应口粮，关于棉农口粮补助，河北

，陕西、山西三省暂时保留，上海市予以取消。（四） 修订

棉花标准，调整等级差价，实行优质优价。具体办法，由国

家物价局、国家标准局拟订。（五） 同农民签订棉花收购合

同。在春耕开始前，棉花经营部门要根据国家收购计划，同

植棉单位（户）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对合同内的，按照国家

规定的价格和奖励政策进行收购；完成合同后多余的棉花，

由生产者自行销售，棉花经营部门可议购议销，价格随行就

市，对棉农的自留棉，国家停止换购。三、 积极扩大棉布，

棉花销售。随着化纤、毛纺，丝绸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化纤

布调价后，纯棉布国内销量明显下降。一九八三年比一九八

二年少销近七亿米，今年预计又比上年少销十一亿米。纯棉

布占布匹消费总量的比重，由一九八○年的７３％降到５６

％。到今年年底，纯棉布工商库存预计六十亿米，超出正常



周围量二十多亿米。棉布大量积压，直接影响到棉纺工业和

棉花生产的发展。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扩大纯棉布的使用。 

发展服装行业， 增加行业用布和成衣供应， 是大量消费棉布

的主要出路，对服装行业，要解决好面料供应问题，并在税

收上适当支持。劳动人事部要会同有关部门修订现行劳保服

装标准，除特殊工种外，一般要用纯棉布制作劳保服装。旅

馆、饭店、餐厅、招待所、医院等单位，都要根据不同情况

，扩大纯棉布的使用范围。要扩大纯棉针织内衣的生产，尤

其是中老年和少年儿童的内衣，应多用纯棉制做。农村救灾

可采取钱物结合的办法，以纯棉布抵顶一部分救灾款。对于

公路和小水电待一类民办国助的建设项目，也可以发放一部

分棉衣、棉被和棉织品作为补助。具体办法，由商业、财政

等部另行拟定。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棉花供应紧张，供应居

民的絮棉都是低次棉，现在已有条件敞开供应高质量的絮棉

，实行优质优价。经营絮棉的政策性亏损，由企业负担改为

财政补贴。要鼓励城乡居民将被褥的旧棉胎换成新棉胎，有

关部门要积极回收和利用。当前我国造纸原料不足，需要大

量进口纸浆和木材，要积极利用废旧棉和等外棉造纸。在草

类纤维中，可掺用一部分棉浆，代替长纤维原料，以增强纸

张拉力。轻工业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提出规划和措施，抓

紧组织落实，必要时国家可在税收、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

四、 加快纺织工业的技术改造，增加花色品种。根据国内外

市场的需要，要积极增产各种印花布、 阔幅布和提花装饰布

， 发展床上用布和各种绒类织物。为了鼓励发展新品种，提

高产品质量，要贯彻按质论价的原则，允许纺织企业对一些

产品按照不同花色、款式和质量，在一定幅度内实行价格上



下浮动。具体办法，由纺织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要选择一

批棉纺织印染企业，作为技术改造的重点，尽快提高印染和

后整理的能力和水平。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重点开

发服装、装饰、工业三大类纺织新产品。国家要在外汇、人

民币配套资金和金银行贷款等方面，支持纺织工业的技术改

造。五、 积极扩大棉花和棉纺织品出口。外贸部门要积极组

织棉花出口，逐步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可以考虑，同一些

棉花进口国签订三至五年的长期贸易合同。要在两、三年之

内，力争每年出口棉花一千万担以上。进口棉花也要压缩到

最低限度。为鼓励棉花出口，可实行盈亏单独核算，财政部

予以照顾。出口棉花要放宽等级，一至七级及等外棉都可出

口。出口棉花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主要供货地区，要切

实保证棉花质量，保证交货期限，树立良好信誉。要结合棉

花生产区域规划，逐步建立出口基地。要尽快落实棉花打包

由小包改大包， 使包装规格符合出口需要。 交通部门要积极

安排运输，并在港口设施上给予支持。为了防止低价竞销，

搞乱价格，要坚持统一对外成交。 要积极组织棉纺织品出口

。 今后在继续发展棉纺、 坯布出口的同时，要增加出口品种

，多出口一些花色布。除力完成已签的贸易协定外，还要积

极开展对苏联、东欧等国协议外易货贸易，争取多出口一些

棉纺织品。六、 加强棉花经营部门基础设施建设。棉花经营

部门的基础设施薄弱，很不适应棉花生产发展需要。要根据

收购任务，对棉花收购站进行改建扩建。要在两年内，在全

国十五个产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三十个重点产棉地区，

市建立恒温、恒湿设备的测试室，增添检验议器，提高检验

水平。对现有的轧花厂要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和产



品质量。对棉籽的综合利用，要加强规划，抓紧组织实施。

在仓库建设中，要注意利用科技新成果，使装卸、码垛等工

序实现机械化，减轻笨重的体力劳动。国家计委安排在建的

一千万担仓容的储备库， 要提前于一九八六年内建成使用。 

今年修建的一千万担仓容的简易仓棚，有关省、自治区要加

强领导，抓紧落实。明后两年，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继续

新建一批棉库，有关部门要抓紧安排落实。 棉花和棉布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棉

花、棉布的生产、流通及消费进行综合治理，搞好综合平衡

，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关系到工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

和棉农的切身利益。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教育干部和

群众从全局出发，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做好调整工作，使我国

的棉花、棉布生产更适合国内外市场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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