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加强财政调控
  促进粮食生产发展

冯邦国

我国各级政府历来重视粮食生产，

并一直把它当作关系社会稳定的大事来

抓。对粮食主产区来说，抓粮食生产更

是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随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财政体制实行分税制，粮食主产区面临

严峻挑战。目前，粮食生产者、经营者

（国有粮食企业）和地方政府在粮食生产

中所得收益和利益越来越少；地方政府

对经济发展宏观调控能力越来越弱；粮

食经营企业和地方财政历史包袱越来越

重，形成了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经济发

展格局。以吉林省松原市为例，所辖长

岭县、扶余县都 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基

地县，而财政却是补贴县，粮食企业也是

全省的亏损大户。怎样保护粮食主产区

经济发展，改变粮食大县财政困境，解决

粮食企业亏损严重，粮食生产者收益减

少，地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等问题，

就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一、地方政府无 力给予粮食生产者

和经营者合理补偿

松原市原来地方财政收入以增值税

为主要来源，实行分税 制后，增值税 的

大部分被划走，只有小部分属于地方财

政收入，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例又低，因

此，地方财政相当困难。同时，上级财政

对市县财政采取按分税制以前形成的支

出基数核定补助支出，在财政支出方面，

个人经费不断增长，形成了市、县级财政

只是吃饭财政的格局。这样，地方财政

只能为保证社会稳定而维持个人经费支

出，没有能力补偿粮食生产者和粮食经

营者，同时也使支援农业支出逐年下降。
松原市 1993 年支农支出 2 070 .6 万元，

1994 年支农支出下降到 1 716 .6 万元，下

降 17% ，1995 年支农支出下降到 1 330 .2

万元，又下降 23 % ，如果考虑物价因素，

支农支出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在预算安

排上，各级政府虽然尽量考虑对农业的

投入，给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经济实惠，

而由于没有财力可分配，最终还是不能

给予合理补偿，粮食生产只能靠粮食生

产者高投入高产出低收益和粮食经营企

业巨额亏损来维持。如果农业发展银行

也没有大量资金注入粮食企业，那么，现

在的粮食生产和经营的格局就会打破，

粮食的商品率也会下降，最后将导致各

级政府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再重建粮

食生产基地。
二、不给予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地

方政府合理补偿，必将阻碍粮食主产区

经济稳定发展

目前，粮食生产仍然是投入高效益

低，又处于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扬，生产

条件不断恶化的双重压力下。粮食经营

者承受着巨额银行贷款和沉重的历史包

袱，粮食市场秩序混乱。地方政府承担

着各项责任而无力改变目前的现状，如

果中央不给予合理补偿，就会严重影响

粮食主产区经济健康发展。
1、服务功能弱化无法形成高效农

业。没有政府的投入，粮食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机构，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松原市科技三项费用没有一个县

能达到占预算 1 % 的标准，支农支出也

没有达到比上年支出增长 12 % 的比例。
县、乡两级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站所，都

是只能给吃饭钱而不能给办事业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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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相当 一部分人工 资发不 出，医 药 费、

差旅费还是长期报销 不 了，这也 不 能叫

实现 小 康，因 此 ，要 十 分 重视 扶 县 的 工

作。县 与 乡、村经济发展各有特点，扶持

乡、村，重点应该是广 泛发动群众 大搞中

低产田 改 造，实现 粮棉稳产、增产；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千方百计增加

农民收 入。而扶 县 的 重点，应 该是扶持

县属骨干工 业企业，培植 县财政的 支柱

财源。现 在，我们一些很 有 实 力的单位

被安排在毫 无 工 业基础的 乡镇扶 贫，开

展工 作难度较 大，如 果让 他们 同 时帮扶

一、两个县属企业，其施展才能的余地会

更大。

三、要正 确 处理好 扶重点项 目 与 一

般项 目的关 系，切 实抓 好 对地 方 经 济发

展起 支撑和带动作用的项 目。扶 贫工 作

应该是全方位的，面上、点上一起抓，实

物扶持、智力扶 贫一起搞，输 血、造血 一

起来。在扶 贫项 目 选择上，既 要 坚持选

择能带动千 家万 户 脱 贫致 富的项 目 ，又

要选择一些对县、乡经济起 支撑作用的

项目。从农村 来说 ，主攻 方向应是发展

多种经 营项 目，重点 在建基地、创特 色、

上规模方面下功 夫，努 力培育一批 产加

销、贸工 农一体 化 的“龙 头”企业。城市

经济，主要是争取盘活重点企业，只 有这

样，才能做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有限

的资金用在刀 刃上，才 能真正 培植 出本

地经 济发展的 支点，进行有效 的 启 动。
对于重点项目 ，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争取 多方 面的 支持帮助 ，集中全力，抓紧

抓 实，做到扶一个成一个，见效一个。

（责任 编辑  王 旭）

村科技队伍难以发挥作用，直接的后果

是不能使高效农业在粮食主产区形成，

粮食生产在低效益状态下运行。
2、粮食生产者自我发展生产的积极

性受到挫伤。由于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目

前无能力走上高效农业发展的路子，只

有靠高投入高产出维持低效益的粮食生

产循环，虽然有时粮食价格上升，对农民

有一定吸引力，但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

扬，大大地抵消了粮价带来的效益。加

上农业服务跟不上，农民承受多方压力，

难以形成合理的原始积累，没有能力实

现种、养、加、销一条龙。长期持续下去，

就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不能

给予他们合理补偿，粮食主产区的经济

就会严重受挫，不仅财政状况无法改变，

而且社会和经济也不能协调发展。
3、以经营粮食为主的粮食商业企业

不能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多年来，粮

食商业企业长期承担巨额亏损，经营难

以为继。松原市到 1995 年亏损总额已

达 17 亿元，银行贷款高达 60 亿元，不仅

用银行贷款建库的基本建设投资无力偿

还，而且每年还要承担 7 亿元的利息。
据粮食企业报表分析，利息支出已占全

部费用 50 % 以上，企业效益已被高额贷

款的利息吃掉。长期持续下去，粮食商

业企业只好减少经营性业务、减少人员、

减少储存场地。这样，就会形成粮食让

粮食企业以外的其它企业和个人经营，

粮食流通主渠道就会失去作用。这就会

导致农民储粮时间过长，种粮收益更低，

国家遇到急用粮食时调度不了的现象发

生。松原市粮食年产量 在 400 万吨以

上，粮食企业年经营量在 150 万吨以上，

如果主渠道作用丧失，70 万吨以 上的议

购粮将盲目流向市场，必将扰乱市场秩

序，也必将引起农民的焦虑。

4、地方政府对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受到了抑制。如果粮食生产者长期在

低效益中徘徊，经营者长期背着严重亏

损的包袱，两者不但不能增加财政收入

反而增加财政负担，那样，粮食主产区的

优势就会全部丧失。松原市全口径财政

收入 8 亿元，扣除中央和省直企业收入 5

亿元，地方收入只有 3 亿元，而体现在粮

食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千

万，并且还要承担巨额粮食企业亏损。
由于优势成了包袱，地方政府发展粮食

经济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抑制。
三、解决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问题

的措施和对策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关系着国计

民生和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但是粮食

生产直接收益低，对地方直接贡献率低，

因此，必须站在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高

度加以重视和解决。除应认真解决体制

不顺和机制不活外，最重要的还是运用

国家财政这个杠杆，对粮食主产区给予

调控性的合理补偿。具体可采取如下办

法：

1、国家财政采取转移支付办法补偿

地方财政支出。粮食既是工业生产的原

料，又是维持劳动者从事再生产的必需

品，粮食直接效益对粮食主产区地方财

政收入贡献很少，它的效益流向了主产

区以外地方，有一部分体现在中央财政

收入上。国家财政采取转移支付的办

法，把这部分粮食主产区应得利益的一

部分补偿回去，以增加这些地方的财政

收入和财政支付能力。
2、国家承担对生产者的合理补偿，

以保护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国家为了稳

定粮食生产，在有计划生产粮食的前提

下，应相应给生产者一定的补偿。首先，

要直接给粮食生产者合理收入补偿。随

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扬，国家定购粮价

格也要相应调整，在不高于生产资料上

涨幅度的前提下，提高粮食价格。其次，

要间接给粮食生产者服务性补偿。国家

应在粮食主产区下拨粮食发展专项资

金，以此向农民提供无偿或低价的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使粮食生产者间接得到

补偿。国家也可依据粮食主产区的产

量、面积、商品率等指标核定地方农业部

门的专项经费用于农业开发、水利设施

建设、科技试验和科技服务。这样，粮食

生产者不仅间接得到补偿，同时也会提

高自身素质。
3、国家承担对粮食企业的合理补

偿，以减轻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的负担。
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商业企业，是国家经

营粮食的代表者，起着粮食流通主渠道

的作用。其长期亏 损有一定的客观因

素，国家财政应给予合理补偿。比如，在

粮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农副产品收购

资金贷款等方面给合理补偿。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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