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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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715.htm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

九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关于

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近几年来，农村商品流通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并已收到一定成效。但从总体看，目前我国农村商业体制与

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的形势还很不适应，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

革。要在前一段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探索

搞活流通的新途径，新形式。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

节为辅的原则下 ，要积极发展多渠道经营 ，鼓励农民进入流

通领域。供销合作社要在农民入股、经营服务范围、劳动分

配制度等方面大胆突破，把供销社办成充满活力的集体所有

制商业 ，在加快发展农村经济 、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中起更大

作用。 农村商品流通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政府必

须切实加强领导，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流通。国务院有关部

门要对过去规定的政策、制度、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和有关

规定作相应调整，积极支持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各地有

关部门也要认真清理过去的规章制度，该废止的废止，该修

订的修订。并根据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要求，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 流通

工作的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

变化，农村经济由自给半自给生产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 ，农村商品流通体制陆续进行了一



些改革，如调整了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减少统购、派购品种

；实行多渠道流通，发展集体、个人商业，打破国营商业供

销合作社独家经营；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联营，改善国家

同农民的经济关系；恢复供销合作社集体商业性质，加强组

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等等。

这些初步改革，已收到一定成效，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

，由于习惯势力和老的框框束缚，许多实质性问题还没有根

本解决。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必须进行深入改革，对关键问题

要大胆突破，尽快改变流通与生产不适应的状况。要从过去

那种“少”字出发、“统”字当头、管得过死的框框里解放

出来，迅速转变为从“ 多 ”字出发、“放”字入手，把农村

商品流通搞活。根据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改革流通体制的要求，现将进一

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若干意见报告如下：一、 发展多

渠道流通 随着农业布局的合理调整，专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

，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换的日益扩大，农村商品流

通单靠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是难以承担的。要发展国营

、集体、个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多渠道流

通。要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吸引农民从事商品交换。对

农民的经商活动，不能采取限制的办法，要因势利导，使之

成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一支重要补充力量。 国营商业

和供销合作社承担着国家计划产品的购销任务。对于国家下

达的购销计划，各地要保证完成。完成国家规定的计划交售

任务和履行合同后的产品，生产单位和农民可以自行处理，

自由购销。国营商业和销合作社要通过自己的购销业务，调

节供求关系，协调各种商业的经营活动。国营商业企业、供



销合作社，乡镇集体商业企业、农（牧、渔、林）工商联合

企业以及个体商业，要在国家法令、政策允许范围内，在同

等条件下竞争，不受部门分工，行政区划、经营层次的限制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干预。 整个农村商品流通的网点布

局，要结合小城镇建设，通盘规划 ，合理设置 ，协调发展。

要适当放宽政策，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经营商业

、修理业、服务业和饮食业，方便群众生活。对那些商业网

点少的边远地区和山区，更要鼓励个体商贩和农民积极运销

农副土特产品和日用工业品。二、 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 继

续减少统购、派购品种。将商业部系统现行管理的一、二类

农副产品由二十一种减为十二种。统购品种仍为粮食（只管

稻谷、小麦、玉米）、油脂油料（只管花生、菜籽、棉籽）

和棉花（只管等内棉、棉短绒）三种。派购由十八种减为九

种，即生猪、黄红麻、苎麻、茶叶（只管边销茶）、 牛皮（

只管国家屠宰部分）、绵羊毛、毛竹、篙竹、蔬菜（只管大

中城市和主要工矿区）。将山羊皮、绵羊皮、羊绒、牛肉、

羊肉、鲜蛋、苹果、柑桔、桐油等九个品种放开，自由购销

。 放宽中药材和森产品的管理政策。现行管理的中药材派购

品种由三十种减为二十四种，分两种类型进行管理，一是属

于野生、名贵品种，如麝香、甘草、杜仲、厚朴待四种，为

了保护资源、由药材部门全额收购；二是属于产地集中，调

剂面大的品种，如黄连、当归、川芎、生地、白术、白芍、

茯苓、麦冬、黄芪、贝母、银花、菊花、牛膝、元胡、桔梗

、连翘、芋肉、三七、人参（包括野山参）、牛黄等二十种

，实行计划收购，完成计划后多渠道经营。其他药材全部放

开，自由购销。对林产品中的小材小料和竹木制品，全部放



开，多渠道经营。同时，开放一部分木材市场，组织农民调

剂余缺。 现在，淡水鱼已全部放开，实行多渠道经营 ，价格

稳中有降 。现行派购的八种海水鱼，也要逐步放开。国营水

产部门可在主要港口和水产品集散地建立贸易货栈或水产市

场产销直接见面，自由购销，并进行吞吐调剂，平抑鱼价。

对京、津、沪三大市和军特需、出口用鱼，国营水产部门可

用鱼需物资与渔民协商换购。 农副产品计划管理的品种目录

由国务院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如需要调整，应报国务

院批准。国家规定的统购、派购任务，必须落实到生产单位

，一定几年不变，由有关收购部门同生产单位签订购销合同

。对统购、派购品种，奖售政策继续执行，具体办法可适当

调整；对非统购、派购品种，一律取消奖售。外贸部门收购

农副产品的现行办法，也要根据目前、存在问题加以改进。

三、 改进价格管理办法 要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整节为辅

的原则下，调整农副产品价格政策和管理权限。国家对农副

产品的价格管理目录，要同国家收购产品分类管理目录一致

起来。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凡是计划内的，都要执

行计划收购价格。对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和非计划

产品，实行议购议销，价格市场供求情况，随行就市，有升

有降，对国家计划产品，要由有关部门共同商量，合理安排

地区差价，品质差价、季节差价、以搞活经营。对于粮食。

食油、猪肉等实行补贴的商品要逐步理顺价格，减少财政补

贴。对现在实行牛羊肉定量供应的大中城市回民，定量内仍

按牌价供应，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对日用工业品，凡从所

在地区国家批发部门购进的，执行国家牌价；自行采购的，

由企业自行定价。对于挑选性强的商品，实行一定幅度的花



色品种差价，灵活掌握价格。化肥、农药、柴油等主要农业

生产资料和建筑材料，属于计划分配的，执行国家牌价；计

划外采购的，可在进价基础上加合理费用和微利，由企业定

价出售。 基层供销社对冷背、滞销、积压商品，可按有关规

定，自行削价处理。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的产品，可同委托

方协商确定手续费。可接受农民委托，为农民代购生产、生

活资料，按实际进货成本加合理手续费结算。四、 改革农副

产品批发体制 改变农副产品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一收购

和供应的批发体制，砍掉不合理的经营环节。农副产品的基

本经营环节在县，可按专业设置批发公司。凡是产地和销地

可以直接购销的，省、地不要插手经营。对鲜活商品，要推

行产地同销地直接挂钩联营（包括联合建设生产、储藏、加

工、运输设施），逐步形成固定的产销关系。 在大中城市和

商品集散地，要逐步建立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和批发交易市场

，实行开放式经营。农副产品贸易中心，以提供市场信息、

组织期货交易为主，可以建立综合贸易中心，也可以建立专

业贸易中心，贸易中心可以与批发公司、贸易货栈分设，自

成一体；也可以同批发公司、贸易货栈合一，下设若干专业

批发部。批发交易市场以经营鲜活商品为主， 现货交易为主

，当日上市当日成交。 商业、工业、农业企业，全民、集体

，个体企业，本地、外地产品，都可以在贸易中心和批发交

易市场成交。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和批发交易市场所需建设用

地，要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在同一城市 ，按行政层次设置的

重叠批发机构 ，要坚决合并，原则上放到所在市领导。属于

全国计划分配、调拨的产品批发业务仍按现行办法管理。有

些县由于交通条件限制，产品不能完全作到直达运输，省、



地可在交通要道建立中转储运站，为县和基层单位办理储存

、运输中转等服务业务，但不作为一级经营层次。 建立农副

产品储备基金。农副产品生产有丰有欠，产销变化快，需要

有一定储备。县级作为农副产品经营主要环节后，储备任务

完全由县里承担会有困难，要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逐步建立

储备基金。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和中

国人民银行根据不同产品拟定。五、 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

革 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销合作社

改革能不能首先突破。供销合作社要在农民入股、经营服务

范围、劳动制度，按劳分配、价格管理等方面进行突破，核

心是变“官办”为“民办”。为此，要在以下方面按集体所

有制性质进行改革；（一）放手吸收农民入股，扩大农民资

金比重，使供销社在经济上同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对

社员股金实行“保息分红”，股息按银行年存款利率在税前

支付，红利在税后盈余中提取。（二）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和

服务领域， 实行购销结合， 综合经营，搞好产前、产中和产

后服务。在国家法令、政策允许范围内，供销合作社可以自

由购销，不受商品分工和行业限制。（三）改革劳动人事制

度。对干部实行选举制，招聘制，能上能下；对职工实行劳

动合同制，能进能出；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国家分配、企业

培养和公开招聘相结合的制度。（四）完善内部分配制度，

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奖金不封顶，不保底。供销合

作社在照章纳税后，可提取一定比例的职工劳动分红基金。 

供销合作社要把立足点转到扶持农村商品生产上来。要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市场信息物资供应、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和产

品推销工作，逐步建立起商品生产服务体系。供销社是独立



的集体商业企业，可以同各经济组织在平等互利条件下，实

行双边或多边联合，但隶属关系不能改变，人财物不能平调

。国家对供销合作社要在税收、信贷、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具体办法由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六、 积极发展副产品加工

业 我国农副产品工业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食品工业和饲

料工业需要进一步开发。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我们

发展这项工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劳力和原材料，潜力

很大。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既可满足群众生活提高的需要

，改变我国食品结构，又可以开拓农副产品用途，有利于解

决群众卖难买难问题，应大力去办。 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

要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实行多家经营。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对原料、资源、产品方向、销售市场、经

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全

民、集体、个体一齐上。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倡多层

次加工和多种形式的联营。国家侧重于精加工，搞高档的；

集体、个体侧重于粗加工，搞大众化的、中低档的。各地都

要发挥自己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发展名特产品，品种“百花

齐放”，以适应各种消费者的需要。 为了扶持农村加工业的

发展，国家要在经济政策上给予扶持。所需物资、辅料、包

装材料等，主要靠市场调节解决，必要时国家要给予支持。

所需资金，除经营者自筹外，可向银行贷款，在贷款指标和

利率上给予优惠。对新办的饲料工业，免征所得税三年；对

某些新办的食品工业，免征所得税一年。免税期满后，纳税

仍有困难的企业，可按规定报经批准后，给予定期减税照顾

。七、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商业经营设施 农村商品生产和

流通不断发展，横向经济联系逐步扩大，交通运输，商业设



施不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必须从现在起，调动一切力量，

积极发展农村交通运输业，加快商业设施建设。各地要在规

划商品生产的同时，规划产品加工、储藏、运输等建设，这

是搞好农村商品流通的一项必要措施。 要合理组织现有的社

会运输工具，以市、县为单位组织联营，改变目前“有车无

货”和“有货无车”的不合理现象。国营交通运输企业要改

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努力承担农村商品运输任务。

同时，要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运输业，有关部门在购置交通

工具和燃料等方面给予支持。在边远山区，要运用各种民间

运输力量，发展“马帮”等民间运输。 承担国家商品储备任

务需要兴建的大中型基建项目，应纳入国家计划，统一安排

。同时，要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加工、储藏等设施。国家计划

安排的粮食、棉花、水果仓库建设项目，各地要抓紧施工，

尽快建成使用。在“七五”计划期间，要争取多安排一些商

业基础设施建设，使目前的紧缺状况得以缓和。 以上报告如

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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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