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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 农药、 农地膜

实行由各级供销社农资部

门专营后，由于国家抽紧

银根、 压缩信贷规模，供

销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专

营资金不足。如何解决农

用物资专营的资金不足问

题？笔者认为，可采取以

下措施：

1 、 计划内的专营物

资，在统一 进货的 前提

下，农行、企 业 密 切 合

作，减少信贷资金的投放

量。可采取量化指标、随

货转移贷款、分别计算利

息的办法，节 约 使 用 资

金。具体做法，以我们安

徽省阜阳地区为例，地区

农行将上级行下达的农资

专营指标，指定专行（一

般为地区所在地行，我区

为阜阳市 农 行）一 次 下

拨，集 中 使 用，专 户管

理。市农行一次将贷款指

标量化给地区专营单位，

地区农资专营单位根据实

际需要的贷款金额，分批

向市农行办理正式贷款手

续，地区专营单位向各

县、市专营单位发出商品

时，填制发货分割单提交

市农行，农行据分 割单，一方面与地 区农资专营单位

结清实际贷款利息，同时，将 贷款指标通过银行内部

特种传票全额转移到各县、市供销 社专营 单 位 开 户

行。各县、市专营单位据提货联回单与当地农行核对

无误后即办理贷款手续，待商品发出，结清实际贷款

利息时，将发货分割单提交当地县、市农行，农行据

分割单将贷款层层分解，转移到各 基层社开户行，由

基层社专营单位核对无误后，办理正式贷款手续，待

货款回笼后，立即归还 贷款，结清利息。这样做，农

行、企业二满意，既保证了专营资金的正常流通，又

避免了地、县（市）和企业 三 级 重 复 贷款、浪费资

金的现象；既减轻了供销社专营单位利息负担，又减

少农行贷款的投放量，有利 于加速信贷资金周转，提

高信贷资金利用率。

2 、改革粮食预购定金供应办法，全面推行将粮

食预购定金由现金发放改为 “钱 物结合，实物兑现”

的新办法。首先，将粮食合同定购数按照挂钩标准，

签定合同，落实到农户，将实际定购数量交供销社专

营单位，应兑现的化肥、农药等 款项，由粮食部门直

接从定金中划拨给供销社专营单位。供销社用定金直

接为农民购买专营物资等，农民凭票直接到专营单位

兑现，领取实物，真 正把粮食 预购定金 送到农 民手

中，防止了截留、克扣和挪用，解决了一部分农民无

钱买肥的实际困难。

3 、建立内部银行，充分利用资金的时间差和季节

差，统筹调剂内部资金，使其发挥应有的效能。根据

供销社商品经营季节性强的特点， 尤其是农业生产资

料和农副产品的经营，在资金的使用上，农副产品的收

购、调运大多集中在秋季，而农业生产资料是 在上半

年要组织货源，储备商品，下半年供应市场、集中销

售，且货款回笼较快。因此，供销社可根据季节的不

同，充分利用资金的时间差和季节差，通 过内部银行

将一部分企业暂时用不着的资金，优先供应专营 资金

的需要，待贷款回笼后，再投放到农副产品收购上.
4 、着重挖掘企业内部资金潜力。重点放在清收

结算资产上，把长期拖欠、流失、 沉淀的资金潜力挖

掘出来。对职工欠款和挪用、赊 销货款等，要限期收

回。对应收货款和预付货款要逐户逐笔登 记，分清责

任，落实 到人，本着谁 经手谁 收 回的 原则，限期收

回。对过期收不回的，一律给予必要的罚款和行政处

分。对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应收货款等，要成立要帐

队，坐阵催收。对一些难度较大 的外单位欠款，要请

求法律保护，运用法 律手段予以收回。

5 、 积极开展扩股集资。一是扩大社 员 股金，本

着入股 自愿，退股自由，股份不限，保息分红的 原则

发行股金券，券额每股分 5 元或10元，农民可持 股金

券优先 优惠购买农资专营商品。二是动员 职工入股，

实 行 股份制经营，把职工的资金潜 力 挖 掘出来。对

已吸收的社员股金和职工股金，一律专款专 用、 专户

储存。

6 、全面推行由基层供销社与农民实行预售合同

制，并适当以收取预购定金的办法，向社员发放预 购

定金券，农民持定金券可随时随 地兑现专营物资。这

样做，一方面使农民吃了定心丸。全年所需农用物资

有了可靠保证；另一方 面，供销社可有计划地组织货

源，保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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