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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淡 季 储 备化肥 实 行
财 政补贴 政 策 的 调 查

闫济海

鉴于 2 0 0 4 年化肥价格持续上

涨，农民产粮成本居高不下的状

况，20 0 5 年国家与部分形成规模的

化肥生产和流通企业签定了淡季化

肥储备协议，这些企业在用肥淡季

（一般为六个月）储备一定数量和品

种的化肥，完成储备任务的，中央

财政予以贷款利息补贴。山西省

2005 年与两户企业签定了协议，标

的量为 15 万吨，分别是天脊集团（生

产企业，10 万吨）、山西农业生产资

料公司（流通企业，5 万吨），标的期

为 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4 月，共

五个月。

根据财政部的工作安排 ，山

西专员办对这两户企业在标的期

内能否完成标的 量进行审核，同

时展开针对淡季储备化肥对调动

农民种粮积极性的调研。通过走

访化肥生产、流通企业和一些农

村，以及从相关部门收集到的资

料来看，淡季储备化肥政策对于

平抑化肥市场供应价格，维护农

民利益是很有必要性的 ，但存在

问题仍然不少，农业生产成本依

然较高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能

得到有效的发挥。

存在的问题

化肥储备尚有缺口，化肥生产

结构不合理。从全省储备情况看，

供销社农资经营部门，特别是省农

资公司仍然是全省农资营销的主渠

道，加上 2005 年山西天脊集团增加

的 10 万吨大化肥淡季储备，到 4 月

中旬，全省供销社农资经营部门储

备总量约 7 5 万吨，占全省需求总量

70% ，其中大化肥储备 40 万吨占全

省春耕需求量的 80%。2005 年以来，

山西省化肥生产总量逐年上升，已

成为全国化肥生产资源大省。全省

化肥生产总量近 500 万吨，其中尿素

200 万吨，硝酸磷约 20 万吨，硝酸

磷肥、硝酸磷钾肥 90万吨，碳铵 100

万吨，磷肥 25 万吨。与农业生产和

农民需求相比，化肥生产结构性矛

盾十分突出，尿素、碳铵生产总量

供大于求。硝酸磷肥、硝酸磷钾肥

与春播春耕实际需要有一定缺口；

优质复合肥和磷肥缺口较大，需依

赖省外货源补充。

化肥价格仍然偏高，对农业生

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生产化

肥的主要原材料是煤碳，在经历了

20 04 年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

2005年 4 月份的原料煤每吨达到 180

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只有近 90 元，

仅煤炭涨价一项就使天脊集团 2 0 05

年一季度生产一吨硝酸磷肥成本比

去年同期增加 140 元，再加上运输其

他原材料及电、水价格的上涨，化

肥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节节攀升。

由于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造成

20 05 年淡季储备化肥价格比去年同

期的市场零售价还高。以山西省农

业生产资料公司为例，20 05 年一季

度储备的硝酸磷肥达到每吨 1 7 5 0

元，比去年同期储备价高 300 元，比

去年同期市场零售价高 200 元；尿素

达到每吨 1730 元，比去年同期储备

价高 3 0 0 元，比去年同期零售价高

100 元。由于化肥价格涨幅高，与上

年同期相比，农民种粮需每亩增加

化肥投入 30 元左右。据汾阳市肖家

庄供销社调查，20 05 年农民种粮每

亩地投入是 143 元，同质量的化肥去

年是 112 元，化肥费用增加 31 元。

以小麦为例，每亩地国家减免农业

税约 10元，国家 “三补贴”约10 元，

合计 20 元。仅化肥价格上涨不仅全

部抵消了国家对种粮农民的免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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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补贴，还相差 1 1 元。农民为了

控制种粮成本，谨慎购买，有的农

民原来一亩地用两袋肥，为了降低

成本，现在只用一袋半，有的甚至

用肥效较低的小化肥，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收。

承储企业的承储积极性未能有

效发挥。《化肥淡季商业储备管理

办法》规定“淡储化肥所需资金由

银行提供”。但在实际操作中，山西

省的两户承储企业均未得到银行贷

款，给承储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资金

压力。承储企业没有得到财政贴息

的贷款，而且还要承担因增加储备

而带来的市场经营风险，承储企业

的承储积极性不高。有的承储企业

甚至表示，如果明年还得不到银行

贷款进行化肥淡季储备，可能只好

选择退出。

淡季储备导致化肥资源希缺省

份供应不足。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同各省有资质的化肥生产和流通企

业签定化肥淡季商业储备承储协议

书，协议规定必须在标的区域内完

成淡季化肥储备。这样，就使那些

化肥生产资源不足的省份出现化肥

供应不足的局面。以山西省天脊煤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生

产的优质复合肥硝酸磷肥属国家级

品牌，产品质量好、肥效高，深得

全国各地农民兄弟的青睐，多年来

产品供不应求。2004 年和 2005 年该

企业为完成淡季化肥在标的区域（山

西省）储备 10 万吨的任务，不得不减

少对其他省份的发货量，加上今年

因进行 15 万吨合成铵改扩建工程而

停工，仅 2005 年上半年该企业就减

少对其他省份的发货量达 15 万吨以

上。

化肥市场尚需规范。虽然国家

下大力气抓化肥市场，但因化肥需

求紧张，化肥流通领域经营渠道混

乱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基层零售

环节成分复杂，管理失序，一些不

具备经营资格、挂靠经营、无照经

营和超范围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受利

益驱使，进行过分炒作和投机经

营，一些假冒伪劣、参假使假、哄

抬价格的行为时有发生，市场监管

尚需加强。

权威部门预测 2005 年我国的粮

食价格会在高位上下降的可能性要

远远大于上升的可能性。一是 2005

年全球粮食有望增产，库存将有所

增加，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将呈现下

降趋势。受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变动

影响，我国粮食价格也会发生顺向

变动；二是中国农民目前种粮的积

极性比较高，播种面积在增大，如

果没有大的灾害，粮食还会增产，

粮食继续增产，必然引起粮食价格

下降；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粮食

市场价格变动来看，从来没有一年

粮食价格达到顶峰以后继续上涨，

连续维持两年的粮食高价位。因此

在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部分农民可能会出现粮食增产不增

收的现象。

建议措施

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支持

力度增大，地方财政的投入却并不

理想。中央财政 1997 年“三农”投

入 700 亿元，2003 年已上升为 1950

亿元，2004 年又增加了 300多亿元。

相反，地方财政的投入比重却呈下

降趋势。1991- 2003 年，地方财

政总支出由 2 2 9 5 .8 1 亿元增加到

17229.84亿元，增长了 6.5 倍，而地

方财政的支农支出由 220.74 亿元增

加到 999.93 亿元，增长了 3.5 倍。地

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 1 9 9 1 年为

9.6%，1995年为 7.9% ，到 2003 年已

下降为 5 .8%。为鼓励地方加大对农

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可

以考虑对那些农业支出比重较大的

省份、特别是中西部省份予以一定

的财力支持，中央、地方上下齐

动，加大对农业生产投入。

改变补贴方式。借鉴粮食流通

体制改革，改变现行的对农资系统

的补贴，逐步转为与农资市场价格

变化相挂钩，对农民实行农资价格

直接补贴方式，让农民的压力从另

一方面得到缓解。

建立完善的淡季化肥商业储备

长效机制，提高承储企业的积极

性。国家建立淡季化肥商业储备，

对抑制化肥价格上涨、稳定农业生

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财政只

需拿出近 7 0 0 万元的贷款利息补

贴，就能稳定山西省的化肥市场，

中央花小钱办大事非常划算。因

此，建立淡季化肥商业储备的长效

机制是必要的，要从全国一盘棋的

角度合理配置化肥淡季储备。对承

储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如保

证化肥铁路运输、争取银行贷款

等，增强承储企业的承储积极性。

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支农服务

体系。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强对农资

市场的监管力度，鼓励农资经销商

建立直销网络，规范市场秩序，对

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销售要

严格把关。建立农资采购招标制

度，加强农资的批零差价管理，控

制流通环节的加价行为。各基层信

用社在保证农贷资金安全的同时，

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另外要积

极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的

作用，把单个的农户变成有组织的

协会，增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山西省专

员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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