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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局着眼  看农用柴油价格补贴的取消

盛 焕 德

经国务院批准，自1982年11月 1 日起，取

销农用柴油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柴油开始按

市场牌价供应。考虑到柴油对海洋渔业生产成

本影响较大，为了有利于发展远海捕捞，暂时

保留沿海省、市、自治区社队的海洋渔业计划

内用油的补贴。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措施，对

节约能源、集中一部分资金用于国 家 重 点 建

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农（渔）业用柴油实行价格补贴办法是

从过去优待价格演变而来的。在五十年代，我

国使用的石油，主要靠进口，对柴油的使用，

是实行高价限制消费的政策。当时零号柴油的

销价，全国平均每吨600元。为了推广 使 用农

业机械，使农机作业成本不致过高，从1956年

起，国家对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田间作业用的

轻柴油，实行优待价格，按当地批发牌价扣减

24 %。1965年和1967年又扩大了优待范围，即

农（渔）业用轻柴油全部实行优待；并将24 %
的优待率改为分区定额优待，全国平均每吨80

元。1972年农（渔）业用轻柴油优 待 价 又 增

到平均每吨120元。1980年，把优待价改为先按

牌价供应，季（月）后给予定额补贴，同时取

消了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补贴。1982年又改为

按核定的基数实行补贴的办法。实行补贴办法

以来，国家单单通过商业系统对农用柴油价格

补贴的开支，累计就达80多亿元，如果加上炼

油厂的亏损，补贴就更多了。

国家对农用柴油的价格补贴，在促进农业

机械化，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起了很大

的作用。但是实行补贴办法以来，也暴露出不

少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

计酬生产责任制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以后，有

些问题更加突出了。其一，农用柴油的价格太

低，严重地影响了工商企业生产和经营农用柴

油的积极性。以正20号农用柴油为例，供应农

业生产使用的价格每吨160元，每市斤 只 合 8

分钱，如果按目前小麦的超购加价和议价算，
社员拿一斤小麦就可换国家二斤多柴油，而有

的国家的农民要用两斤小麦才能换一斤柴油。
一斤柴油的价格抵不上一个鸡蛋、一只苹果的

价钱，比价太不合理了。工业企业生产正20号

农用柴油，每吨出厂价格仅仅146元，生 产 越

多，亏损越多。商业企业经营农用柴油，每销

售一吨要亏损60元，这就不能不影响工商企业

生产和经销农用柴油的积极性。其二，农用柴

油价格补贴，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每

吨农用柴油的价格补贴加上工商企业的生产经

营亏损数，大约在200元左右，在五十 年代，
由于农用柴油的销售量不大，每年补贴一、二

千万元，对国家财政的影响还不大；到六十年

代之后，随着销售量的增多，补贴 额 成 倍 增

长，最高年份仅由商业企业开支的优待价格补

贴，就达10亿多元，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是不小

的，特别是近几年，在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下，问题更显得突出了。其三，由于农用柴油

供应价格过低和管理、使用不当，造成了能源

的很大浪费。据调查，农村用柴油点灯、烧饭

的现象比较普遍，仅河北省农村，一年就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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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20—30万吨，占全省柴油销售量的30%左

右。在全国，很多地区的农村社队，用柴油作

动力搞运输赚钱，也是一种浪费。在我国能源

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浪费能源的现象亟待

改进。此外，从最近几年农用柴油补贴的经济

效果来看，也不够理想。国家每年在农用柴油

价格补贴上虽然花掉那么多的钱，但分散在全

国几十万个社队，很难收到显著的效果，又由

于现行的补助办法，是先按牌价卖，季（月）

后再给补助，据调查，有相当大 的 一部 分补

助，社员并没有拿到手，而是被一些单位挪用

了，还发生了许多侵吞和贪污补助款的问题。
所以，许多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说，国家出钱不

少，群众受益不大，这种补贴没有多大意思。
那么，取消农用柴油价格补贴会不会影响

社员的生产积极 性？我 们 知道，从1979年到

1981年，由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社员增加

了近500亿元的收入，取消农用柴油价格补贴同

他们今后每年从农产品提价中得 到 的 好处相

比，得比失大得多。据有关部门测算，取消这

种补贴，每斤粮食的生产费用只增加一厘钱，
而由于粮食提价（包括加价和议价），每销售

一斤粮食可增加收入 6 分多钱。所以不会对社

员的生产积极性有什么影响。我们还要看到，
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是会 从 大 局 着眼

的，他们明白了这次取消农用柴油价格补贴，

乃是国家着手整顿价格补贴的措施之一，开个

好头，对整顿好其他价格补贴，将会起到积极

的影响，他们是会给予支持的。根据国务院的

规定，取消农用柴油价格补贴所节省下来的资

金，要全部交给中央财政用于国 家能 源、交

通、教育、科学等的重点建设，也是符合全国

人民的心愿的。我们相信，广大农村的社员同

志一定能够从增加生产中补回因取消农用柴油

价格补贴所带来的微小损失，为减轻财政负担

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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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周紫芝著《竹坡诗话 》 中讲述，北 宋

时期，博州地方有一位州官，以 廉洁著名。一

天夜晚，他收到上司从京城发来的一封信。他

想，既 是上 司特意派人送来，里 面一定有朝廷

的重要指示。就立即叫差役点上蜡烛，展卷细

看。看 了一半，突然叫人把官家的蜡烛 灭掉，
点上他个人买的蜡烛 继续看。差役们对此很费

解，难道他自己的蜡烛比 官家的好，比 官家的

亮吗？后 来才知 道上 司给这位 州官的信中后 面

谈 及 了他在京城家属的近况，州官认为这属于

私事，不应点官家的蜡烛 来看。这位州官在这

一点上真是公事与私事泾 渭分明，其廉洁精神

值得称道。
然而，几 百年后的今天，有的同志公私不

分，处处占公 家的便 宜。自己子女 学习 用的笔

墨纸 张，私人通信 用的信纸、信 封 都 是 公 家

的。再说 因公 出差，一有机会，风景区、游览

区、名胜古迹一览 无 余，市内电车、公 共汽车

票贴 了好 几 页，反正 既 无 日 期，也 无 到 达地

点，向公 家报销万 无一失。看看这些同志，比

比 几 百年前的那位古人，不知这些同志是否感

到羞愧。封建时代的一位官 吏尚能做到的事，

难道今天 我们 为人民服 务的干部 反 而 做 不到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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