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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企业走出
困境的设想

刘文山

由于受人员、产权、购销、组织体制等因素

的制约，粮食改革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粮食企业

仍在亏损线上徘徊，如何使粮食企业走出困境，

笔者认为把粮食企业政策性与经营性业务分开

管理，将对企业的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

（一）粮食企业的现状

从江苏省灌云县粮食企业的现状来看，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1. 人员多费用大成本高。全

县现有粮食职工 3 387 人，其中平价商业 2 007

人，议价粮油企业 142 人，粮油工业 1 070 人，

饲料工业 117 人，运输企业 51 人。单就工资年

支出就达 900 万元。2.潜亏严重挂帐金额大。

截至 1994 年底，原平价商业企业挂帐达 2 060

万元，年利息支出约 200 余万元。粮食饲料工业

企业当年核销潜亏 200 万元，还有数百万元未

作核销处理。3. 银行借款金额大利息负担重。

整个粮食企业以往正常年份贷款金额在 1 亿元

左右，今年 9 月份高达 15 097 万元，年支付利

息近千万元。形成借款金额大的主要原因，一是

资金管理不善，借出资金较多；二是亏损挂帐，

潜亏严重；三是挤占挪用资金数额大。4.费用

支出控制不力。就该县粮食企业情况看，绝大部

分企业购置了小汽车，工资发不出车子到处跑，

个别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 ，还要负债购

买小轿车。今年 1-9 月份 平价商业企业综合

经营利润几十万元，实际上这个数是大打折扣

的，不少资金体外循环，时常发生收入不入帐现

象。

（二）形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1. 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脱节。现在是经营

放开，粮价放开，企业是面向市场要效益，而我

们现行的管理机制仍是以主管部门为中心，特

别是平价商业企业，收购品种、数量、价格由上

级指定，最终销售后，形成的利润还要上交一部

分给上级部门，造成的亏损则由企业挂帐，企业

缺乏积极性和自主权。2. 政策性与经营性因素

纠缠不清。对企业来说真正要分清那些是政策

性因素，哪些是经营性因素并不难，关键是在现

行体制与经营机制下，企业并不愿分得太清。并

且政府行为转嫁为企业负担，政府又不负经济

责任，而由此造成的负担企业是根本消化不了

的。3. 粮权不清，会计统计指标混乱。就企业来

说，哪些是中央储备，哪些是省储备，哪些是周

转粮很难分清，只有总数，无法细分，企业成了

不合格的粮食保管员，动一点粮食都得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又怎样能参与竞争。同时，帐外帐，

擅自动用周转粮等“自由活动”还时有发生。4.

政策多变企业无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行

为参与企业经营，如下达征购数量、指标、价格

等，但又由于财政缺少资金，不能如实地给予补

贴，结果导致企业在政策性亏损这棵大树下纳

凉，出现亏损就挂帐，企业长期养成了严重的

“惰性”。

（三）粮食企业政策性与经营性分开管理的

设想

粮食企业如何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其根本

问题应建立新型的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竞争机

制，实行政策性与经营性两条线分开管理，让企

业放开手脚自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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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以粮食储备库为主体，集中平价商业企业部

分仓库成立粮食政策性经营公司，定员、定编、

定任务、定费用，承担宏观调控、储备、及政策性

经营任务。原粮食总公司改为粮食经营性公司，

粮食政策性经营公司与粮食经营性公司相互独

立，分别成为有着各自利益的经济实体。

粮食政策性经营公司隶属县政府领导，对

县政府负责。

国家、省各级储备由政策性经营公司实行

集中管理，如受到仓容限制可由政策性经营公

司商请粮食经营性公司代储，付给储备费用。

政府需调控粮食市场时，由政策性经营公

司负责，购入或抛出粮食。如受到场地、门点等

条件限制可委托经营性公司代办，付给相应的

劳务费用。

完成合同定购任务时，政策性经营公司可

设点征购，也可派员参予经营性公司组织代购

代储，收取劳务费和保管费用。

对过去形成的政策性亏损挂帐应分清责

任，分别移交政策性和经营性公司负担。

政策性经营公司只能在农业银行开户，以

限制其乱用信贷资金。

粮食经营性公司对所属企业进行清理整

顿，对一些偏远的小厂，效益低下的粮站、所可

以进行拍卖，破产或国有民营，重新建立起新的

购销经营体制，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粮食政策性与经营性公司两条线分开管理

的积极意义在于：1.减轻财政负担。粮食政策

性经营公司和原平价商业企业相比人员大减，

费用下降。2.政府行为产生的后果明晰。指定

价格，平抑粮食市场形成的亏损在经营结算中

随时可见。3.有利于粮食经营性公司放开手脚

投向市场，自主经营，不受长官意志的干扰。4.

限制了企业资金体外循环，收入不入帐和擅自

动用专储粮的倒买倒卖。

（填字答案：祝读者新年快乐万事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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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在财源建设上的政策导向

分税制的出台，是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格

局和财政运行机制的一次大变革，其内容充分

体现了中央在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财经

政策导向。

分税制引导并鼓励地方大力发展基础薄弱

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协调有

序地发展。过去由于受体制的影响，地方经济中

第一产业的农业仍显薄弱，主要表现在农业生

产不稳定、生产率不高，各种资源采掘业提供的

原材料不能满足第二产业的加工需要。湖北省

宜昌的农业尤其是林特业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全

市服务三峡建设、加大开放开发力度的需要。第

三产业一直是制约地方经济的瓶颈，主要表现

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科技和信息服务、旅游

等行业的发展不能适应整个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改善的迫切需要。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仅靠行

政手段和国家发布产业政策，实践证明很难奏

效，分税制利用财政利益诱导将使上述问题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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