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一次性削价处理积压商品的通知

（1991 年 3 月 1 日）

为了活跃和丰富市场的商品供应，改善商品库存

结构，减少资金占压，调整信贷结构，支持大中型企

业技术改造，国务院决定，于今年4 月 1 日起到 6 月

30 日止，对全国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

国合商业）、外贸、物资等部门的积压商品，进行一

次性削价处理。这次削价处理积压商品涉及面广，政

策性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

认真、细致地做好工作。为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削价处理的商品范围。只限于国合商业、外

贸、物资等部门的批发企业（含批零兼营企业）库存

中，冷背呆滞、质次价高、超储积压的一般消费品和

物资。粮食、食油、食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

和彩色电视机等专营商品不在处理之列。削价处理商

品的金额可占企业库存的 10% 左右，全国总金额控

制在 ×××亿元以内。其中，国合商业为 ×××百亿

元，外贸部门为 ××亿元，物资部门为 ××亿元。有

关处理商品的品种和金额，由商业部、经贸部、物资

部分别提出、下达，并抄送有关部门。

二、削价的幅度。按市场的可销程度和尽量减少

国家损失的原则，每类商品的削价幅度平均不超过

20% ，但具体商品因产地、品种、质量等不同情

况，可确定不同的降价幅度，最高不能超过 30% 。

对同一品种和质量相同商品的削价幅度，内外贸等部

门要基本衔接一致，不得竞相削价处理。

三、财务处理。削价处理积压商品、物资的单

位，必须单独立帐，单独报表。削价处理所发生的损

失（指商品实际销价与原进价之间的差额），经财政

部门核准后实行挂帐半息的办法。出售商品的货款，

须在下月初归还银行贷款。对这部分货款，企业在

1994 年 3 月底以前，继续比照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

虚提利息，计入费用，用于冲销削价处理商品的损

失。对承包企业的承包基数不予调整。有关财务、贷

款及计收利息的具体处理办法，由财政部、人民银行

会同有关部门另行下达。

四、组织领导和审批程序。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可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出

台时间，但截止时间不得超过 6 月 30 日。这次削价

处理积压商品工作，由国家计委牵头，会同商业、经

贸、物资、财政、银行、物价等有关部门组织安排。

地方应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有关部门采取联合

办公的形式，统一协调和处理这项工作的具体问题。

各企业必须按规定提出削价处理商品的清单（品名、

数量等）和削价幅度，由当地业务主管部门按照联合

办公会议确定的精神审批，其中属于各级物价部门管

理的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商品的削价幅度，统一由

当地物价局审批。各企业的削价损失金额由当地财政

部门核定。各地方和各企业在国家核定的削价商品范

围和金额指标内，能处理多少就处理多少，国家不做

硬性规定。

五、监督管理。这次削价处理积压商品，应面向

农村，面向消费者，既要使消费者和用户受惠，又要

有利于企业和国家；既要促进和延长旺季市场，时间

又要相对集中，不能拖得太长。地方各有关部门应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努

力做好这项工作。对劣质、淘汰商品，今后商业、外

贸、物资部门不得收购。同时，还要努力减少库存中

冷背呆滞、超储积压的商品。在削价处理商品时，要

防止库存搬家，严禁徇私舞弊、中间盘剥和私分处

理。物价、工商和公安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市场

管理和监督，对扰乱市场秩序的单位和人员，要依法

处理。

在处理积压商品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汇报。

这项工作结束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要将这次削价处理积压商品情况报国家计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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