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关于发行1991 年
国家投资债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1 年 7 月 24 日）

为了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广泛筹集社会资金，

支持国家重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及重点技术

改造，国务院决定 1991年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

国工商银行共同发行国家投资债券。为切实做好国家

投资债券的发行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1991 年国家投资债券计划发行 100 亿元，

其中用于基本建设 80 亿元，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发

行；用于技术改造 20 亿元，由中国工商银行发行。

两行发行的债券券面有明显的区别。

二、国家投资债券分别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

国工商银行作为债务人，由财政部提供担保。

三、国家投资债券期限定为三年。

四、国家投资债券完全采取经济发行方式，由城

乡居民、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自愿认购，债券利率

与同期限国库券利率相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计

复利，利息收入免缴个人收入调节税。

五、购买的国家投资债券可以抵押，但不记名、

不挂失、不得作为货币流通，从发行期满后的第四个

月起可以进入证券交易市场转让。

六、国家投资债券到期时，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和中国工商银行负责做好还本付息工作。

七、发行国家投资债券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基本建

设的，比照基本建设贷款管理办法办理；用于技术改

造的，比照技术改造贷款管理办法办理。国家计委应

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优先推荐经济效益较好、还

款能力较强、已竣工投产但仍拖欠工程款和当年或近

一二年内可竣工投产的国家重点项目以及部分市场急

需商品的续建续贷项目。推荐项目年度投资尽可能大

于债券资金的一倍，银行经过评审从中选择有足够偿

贷能力的项目，由国家计委正式列入当年投资计划，

银行按计划和实发债券筹资数量发放贷款。贷款期限

不得超过三年。

八、三年期贷款利率为 11.16% ，国家不予贴

息。为保证债券到期能还本付息，对使用债券资金的

建设项目以竣工投产后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生产的产

品，按照使用债券资金的比例，实行还本付息价格，

由建设单位按物价审批程序，报国家物价局核定。实

行还本付息价格新增的物价指数，纳入年度物价总水

平计划。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通知

（1991 年 10 月 28 日）

随着我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流通对于

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市

场繁荣和社会安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

来，为搞活农产品流通，中央和地方在调整购销政

策，建立储备制度，开办批发市场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当前农产品流通滞后

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很不适应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

需要，亟待进一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现就深化流通

体制改革，进一步搞活农产品流通的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放管结合的购销
政策

遵循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对

农产品流通问题，总的要求是：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

发展，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管理，完善指导性计划管

理，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粮食，在保证完成国家定购任务的前提下，长年

放开经营。取消“大米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其他部

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的规定。中央和地方实行

专项储备粮制度，当市场价格下跌时，政府按保护价

定额收购储备，保护生产者的利益；当市场价格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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