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的一部分。目前应根据财政职能的转换和

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集中有偿资金，制定优

惠的占用费率，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示范性

的乡镇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同时探索出一些促

进农村资金市场发育的新途径，使国务院的这

一重大政策落到实处。

财务管理

加 快粮食经 济

市场化 改革的 思考

马晓华  燕 仪

平价粮食购、销、调、存活动与财政资金的分配关

系非常密切。现行板块式的粮食多轨运行体制，既不利

于促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搞活粮食流通，又不利

于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亟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一、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变多轨并行为粮食商品

化、市场化运行。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粮食企业经营，

是建立中国粮食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核心问题。现行

粮食板块式的多轨运行体制，主要是由于粮食多种价

格运行所形成的多种管理方式。1992年以前，粮食价格

纷繁复杂，购销价格多达十几种。去年粮食实行购销同

价以后，粮食价格形式虽大大简化，但价格种类仍然不

少。如在收购环节，有国家定购比例价、国家专项储备

粮结算价、粮食企业议价经营收购价、市场价格等；在

销售环节，有国家定购比例价、粮食企业或其他渠道议

销价、市场价格等。由于价格类型多，粮食经营方式也

相应多了起来，有平价粮食经营、专项储备粮食经营、

议价粮经营和市场经营等多种方式。按现行财务制度

规定，平价粮食和专项储备粮食由国有粮食企业经营，

其经营亏损和专储粮购销价格直接倒挂部分由国家财

政负担，其他经营自负盈亏。粮食经济的这种多轨运行

体制，由于其产生的价格信息失真，加上交易成本太

高，因此它既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国家与粮食

企业、国家与粮食消费者的经济关系，也不利于正确处

理中央与地方和粮食产、销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1992 年初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精神鼓舞下，各地粮食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

到去年底，全国约有 800 多个县已基本放开了粮食购

销价格，粮食购销计划管理形式也由直接的行政管理

逐步变为运用多种形式的间接管理。从目前粮食改革

的实践看，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走放开价

格和经营的路子，才能逐步建立和健全中国粮食市场

经济运行体制，否则一切都将流于形式。

二、尽快建立以保护价格制和专项储备制为内容

的国家宏观调控制度。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让市场引

导农民生产和粮食企业经营以后，市场波动的风险很

大程度上落到了农民、粮食企业和粮食消费者身上。如

何保护粮农生产积极性、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活

粮食流通，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

大课题。近年来，随着粮食价格及购销体制的不断改

革，国家已经在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方面探索出了

一条较为可行的路子，但还不够。1990 年建立粮食专项

储备制度的初衷和去年末国家决定新增 100 亿斤粮食

专项储备都是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帮助农民承担

粮价下跌的风险，客观上也起到了“手中有粮，心中不

慌”的实际效用。然而这只属“治标”之策，仍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以及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农

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农民在粮食连续几年大丰收、手

中余粮较多的情况下，国家如果敞开收，受财力的限

制，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如果不敞开收，农民又不满意，

解决这个矛盾，最后多是依靠财政增加补贴、扩大赤字

来尽量多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从而使国家财政背上

了沉重的补贴包袱；在粮食歉收、粮食供不应求的年份

里，农民往往惜售或迟交粮食，使国家掌握不到足够的

粮源去平衡粮食收支，这又迫使国家不得不用提高收

购价或采取其他经济补偿办法（如定购粮食“三挂钩”

政策）以鼓励农民多向国家交售粮食，最终还是使国家

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197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

圈子里跳来跳去，国家财政为此付出了巨额的补贴。尽

管国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没有买到一个合理的粮食

宏观调控机制，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建立和完善国家对

粮食再生产的宏观调控制度。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三方

面着手进行：一是实施稳定的长期不变的粮食保护政

策，其基本内容包括国家资金投入上要有合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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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经常变；采取保护措施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要通过

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办法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解决

农民增收主要靠国家提高粮食价格的出路问题；要有

耕地保护法，稳定必要的粮田面积，鼓励粮田向种田能

手转移，而不是靠搁荒的办法保护耕地；等等。为此，建

议国家尽快制定农业法。二是推行粮食收购保护价格

制，国家每年公布粮食收购保护价格。当粮食连续几年

丰收，产生阶段性的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国家以收购保

护价大量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直到粮食市场价格相

对合理为止。为此，必须以地方政府为主，中央政府为

辅，建立相应的粮食风险基金和调节基金。三是完善国

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现行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的

主要不足是中央储备多，地方很少储备。这种状况不利

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也不符合市场经

济改革的要求。我们建议，将现行中央专项粮食储备划

一半给地方作为地方专项储备，以增强地方政府统盘

处理地方吃饭与建设的责任。地方主要管建设，而把吃

饭的压力大部分放在中央政府身上的现行做法不是一

个长久之计。

三、帮助粮食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大力发展多种经

营。随着粮食改革的逐步深入，目前粮食企业面临的困

难是“旧问题积重难返，新问题层出不穷”。旧问题：一

是 400多亿元的巨额粮食财务挂帐，使粮食企业和国

家财政难以为继。二是冗员太多，安置富余人员的压力

太大。人员膨胀是各行业都存在的问题，而在多年吃补

贴“大锅饭”的体制下，粮食企业冗员更为严重一些。据

估计，现行粮食系统 300多万职工中，有 50%的人员可

以划入冗员一类。三是由于国家储粮太多，现有粮食库

存中陈次粮不少，潜亏压力大，如市场调节粮、专项储

备粮、平价周转库存粮中的早籼米，既不适销对路，库

存时间又很长，其中有一部分再储下去就会变质霉烂。

新问题主要集中在随着粮价的放开，粮食企业平价粮

经营量大幅度下降，靠平价粮经营吃财政补贴“大锅

饭”的日子已逐步消失，但一下子又无法通过大力发展

多种经营挣到足够的收入补吃饭，这就是说，现在已到

了解决“卖粮”人本身“吃饭难”的问题了。从客观实际

出发，目前国家不可能马上彻底解决以上诸多“老大

难”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解决，但我们切切不

可以此为理由，将这些问题一拖再拖下去，若此，势必

有一天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紊乱。如巨大的粮食财

务挂帐问题，由于一直拖到 1992年才有了个解决办法

（但仍不能乐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去年收购

资金异常紧张的局面。因此，我们建议以 1992年为基

础，再采取以下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

解决粮食企业面临的各种困难。

1.制止粮食财务新增挂帐，5 年内彻底消灭粮食财

务老挂帐。制止粮食财务新增挂帐的措施去年已经付

诸实施，遏制住了粮食财务新增挂帐迅猛发展的势头。

必须以此为契机，坚决地做到不挂新帐，并对 1991 年

底以前的粮食财务挂帐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

步解决，力争 5年内彻底消灭粮食财务挂帐。

2.抓紧处理国家库存粮食中的不适销对路的早籼

米。处理的原则是，中央负责市场调节粮和专项储备粮

中早籼米的处理，地方负责平价周转库存中早籼米的

处理。处理的办法应当多样化，对市场调节粮的库存早

籼米，中央财政可适当给予调拨经营费和运费补贴，通

过增加以工代赈用粮的办法解决；专项储备粮食中早

籼米可暂不处理，通过轮换的办法推陈储新。平价周转

库存粮食的早籼米，地方可通过加工转化，增加出口，

降价处理等多种办法解决，由此产生的亏赔由地方财

政承担。

3.对粮食企业发展多种经营给予必要的财税优惠

政策。解决粮食企业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安置富余人员

问题主要靠粮食部门自身努力，但国家财税部门可以

通过投放启动资金，一定时期内减免所得税等优惠政

策加以扶持。1992年，中央财政挤出一部分资金投放给

粮食企业作为发展多种经营启动资金的作法，取得了

明显的经济效益，深受各地欢迎。我们建议这一政策近

年内应保持不变。同时，也可以考虑对粮食企业发展多

种经营取得的利润在一定时期内给予适当的减免所得

税照顾，以扶持和促进粮食企业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大

力安置富余人员，从根本上转换粮食企业经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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