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配政策，集中由政府执行。奖励额度，可根据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将企业管理者的总收入控制在本企业职工

平均工资的 3-5倍，对有特殊贡献的，可实行重奖。

4.为了防止少数企业管理者弄虚作假，凡属奖励的

对象，其所管理的企业的经营效益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

计。

5.对缺乏经营管理才能的企业领导，要及时进行调

整，通过公开招标，公平竞争，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管

理企业。

6.抓紧改革和完善企业经营效益考核体系。改革

和完善企业管理者分配政策，使之规范化、科学化、法律

化，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从事实业。

调整分配政策，提高企业家待遇，吸引更多人才从

事实业，是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内

容，也是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客

观要求。对此，我们要有紧迫感，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

通过改革和调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使用和

考核体系。

工作研究

粮
食
生
产

后

劲
不
足

的
原
因
与

对
策

吴
金
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粮食生产又是基础的基

础。但由于现阶段部分粮

田异化、地力衰减、水利设

施老化、粮作队伍素质下

降，使粮食生产后劲严重不

足。对于目前粮食生产还

只能维持低水平自给的一

个农业大国来说，现状和前

景都不容乐观。

造成粮食生产后劲严

重不足的原因固然很多，但

最主要的是缺乏刺激种粮

的动力。

（一）优惠政策无实惠。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特

别是完成合同定购任务的

积极性，国家在最近几年制

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如提

高合同定购粮食价格，粮

肥、粮油、粮钱“三挂钩”等。

但这些优惠政策又全部被

生产资料涨价因素“吃掉”

了，农民并未得到实惠。如

1989 年，湖南省农产品收

购价提高等共增加农民收

入 12.02 亿元，人均 25.67 元。而因农业生产资料和农

村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增加农民支出 42.57 亿元（其中

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增支 16.30 亿元），人均增加 78.5
元，收支相抵，农民多支出 30.55 亿元，人均多支出

52.83 元。1990 年在此基础上人均又多支出 20元。加

上部分税费及各种提留普遍增长，农民实际种粮收入还

有所下降。

（二）粮食价格不合理。粮食生产收入低，商品粮价

格偏低的不合理状况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粮食与工业品“剪刀差”越拉越大。1989 年，湖

南省农副产品收购价上升 6.8% ，大大低于农村工业品

价格上涨 20.9%的幅度，致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

上年扩大 0.4%的基础上又扩大 13.1% ，1990 年又比

上年扩大 6%。这种剪刀差反映在地方财政上是种粮越

多，财政越亏。据测算，农业地区每调出 1 亿斤原粮不仅

等于向工业地区提供 500万元财政收入，而且直接或间

接地需要财政补贴 430万元。二是粮食与其他农副产品

的比价也不合理。粮食价格同主要经济作物价格比较，

多年来都是处于“谷底”地位，种粮不如种经济作物。据

调查，按同等生产力水平，一亩中等地力田土上的收入，

粮食为 507元，棉花为 556 元，油菜籽为 732 元，柑桔为

1 260元，4 种作物之比大约为 1 ：1.1 ：1.4 ：2.5。三是

粮食提价幅度赶不上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粮农收入

相对减少。柴油、地膜、化肥、农药、农机具等几种主要

农用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指数，“七五”时期，湖南省上

升了 57.5%，而粮食收购价指数则只上升 29.3% ，个别

年份还下降，1991 年粮食收购价下降 10.2%。粮农的收

入从 1988 年起，已连续 3 年下滑，1988、1989 年农民人

均收入实际分别比上年减少 4.99%和 3.4%，1990 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额又比上年下降 12.65元。再加

上近些年农民负担越“减”越重，远远越过了农民的承受

能力。近两年，湖南省农民人均增加负担 14.31 元，1990

年全省农业的国家税收占纯收入的 4.9%，乡村提留占

纯收入的 5.7%，两项负担达到了上年纯收入的

10.6%，大大超过了国务院规定的 5%的比例。四是收

购价与集市价差距过大。现行的“双轨制”的销售制度，

一方面使国家对粮食经营企业包得过多、管得过死；另

一方面又鼓励了粮食消费甚至浪费，挫伤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尽管国家财政每年用于粮食方面的财政补贴多

达 400亿元，但结果却是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都不满意。

（三）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投资减少。粮食是湖南

农业中的大头，因而农业投资也可以大体说是粮食投

资。全省“六五”时期财政支农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由

“五五”时期的 22.73%下降到 16.72%，下降了 6 个百

分点；“七五”期间继续下降到 11.74% ，又下降了 5 个

百分点，最低的 1986 年仅为 10.6%。近几年虽然绝对

额有所增加，但剔除物价因素，实际投入也呈下降趋势。

特别是农田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减少，导致部分粮田由七

十年代的基本旱涝保收变成了八十年代的旱涝不能保

收。

（四）生产物资供应不足。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后，农业服务部门的服务工作远远不适应发展粮食生

产的需要，不少地方生产资料供应严重奇缺且价高质

次。农民对此常常抱怨发愁。以化肥供应为例，1984、
1985 年化肥供应量减少 350 万吨，1986、1987 年有所回

升，1988 年达到 517.8 万吨，但仍然数量不足，质量差

且品种单一。氮、磷、钾肥比例，施用量为 1 ：0.305 ：

0.132，而生产量仅为 1 ：0.35 ：0.0047。再如能源，

1987年以来，湖南省农机动力增长 1.5 倍，而柴油供应

量下降 20% ；每亩用电量比全国低 11.2% ，增长速度比

全国低 3 个百分点。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倒卖

紧俏的生产资料，或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农害

农，从中渔利。

如何解决粮食生产上的新老问题，实现粮食生产的

稳定增长。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

作。

（一）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要靠维持播种

面积稳定总产量，发展生产力提高单产使总产上台阶。

前者是基础，为此要做到：1.大力发展非耕地经济作物，

提倡多种经营上山下湖，避免盲目毁田养鱼，以果挤粮

等现象。2.利用冬闲面积发展冬粮，增加粮食播种面

积。3.有计划地开发荒地、荒坡、荒山、荒水、荒滩等农

业后备资源，扩大农业发展空间。4.严格控制耕地的占

用。

（二）大力推行“以工补粮”、“以工建粮”、“以工兴

粮”的政策。“以工补粮”、“以工建粮”是由我们的特殊

国情所决定的，是必须长期执行的一项特殊政策，不应

当看成权宜之计。要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

针。采取的办法有：①国家从乡镇企业税收增加的收入

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粮食生产；②乡财政安排一定的财力

补粮、建粮；③以粮食产品为原料的全民、集体、个体或

联营企业，可以将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④乡、

镇、村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直接补粮。补粮资金应

集中用于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增加粮田基础设施，添置

农业机械设备和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增强粮食生产

的后劲。

（三）积极而有步骤地缩小粮食与其他产品价格的

比差。国家应根据财力的承受能力和市场物价上涨指

数，继续而又稳步地调高粮食价格水平，使之逐步与其

价值一致。与此同时，要以粮食价格为基准，平抑其他

农副产品的价格，建立合理的比价关系。

（四）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逐步扩大市场调节部

分。这样既有利于增加粮农的收入，又有利于减轻财政

补贴的压力。除城镇居民口粮，学生、军队用粮以不太

大的价格涨幅供应外，其他方面的用粮全部实行议购议

销，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逐步放开粮食经营，让其走向市

场。

（五）适当增加农业投资。在保证投入方面，要确立

财力支农的基本政策，加强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中央、地

方、集体和农民都要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建立和健全国

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相结合的投资体系。农业的发展不

能离开财政的支持，国家用于农业的投资在财政总支出

中的比例，应尽快恢复到 1980年的水平，农业投资占全

民所有制固定投资的比率应稳定在 6.5%以上，国家对

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比重也应逐步恢复到 10%左右，

这应作为财政支农的基本政策稳定下来。同时要加快

农用工业的发展，提高农业利用外资的比重，管好用活

预算外资金、农业发展基金、财政支农周转金和其他各

项农业专项资金。此外，县级机动财力也应将 80%以上

用于农业。

（六）加速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发展农业一

靠政策，二靠科技教育，据测算，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农

业增产的作用可达 45%左右。因此，要始终坚持科技、

教育兴农发展战略。当前，要继续以“丰收计划”为龙

头，推动“星火”，“燎原”计划的实施，集中力量，围绕吨

粮田开发，中低产田改良等，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综

合增产之路。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不断提高

农民文化科技素质。

（七）切实减轻粮农负担。确定农民负担的首要问

题是正确估量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农民的富裕程度，

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当前农村还处在少数富裕、多数温

饱、部分贫困的发展阶段，坚决制止乱摊派、乱提留、乱

收费。同时，各地要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以保护农民

的经济利益。以前制定的税收政策应根据变化了的新

情况，规定新的税收系列，制定不同的纳税办法，利用税

收杠杆调节种粮与务工、经商之间的收入差别，做到税

赋大体适当和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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