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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价格改革的探讨

罗耀杰 龚新家 郝廷科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
,

国家对农副

产品的价格实行了改革
,

多次提高粮食收购

价格
,

使农民出售粮食的收入有了明显地增

加
。

但是
,

近几年来
,

生产资料价格猛涨
,

农民种粮成本大幅度上升
,

而粮食价格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

价格偏低已成为目

前农民意见最大的问题
。

它造成了征粮工作

困难
,

干群关系紧张
,

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等很多间题
。

因此
,

理顺农产品价格
,

保护

农民种粮利益
,

促使粮食生产上台阶
,

保证

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

粮食价格问题已到

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

一
、

当前粮 价格存在的问砚

粮食生产成本连年上升
,

经济效益

下降
。

近几年
,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

涨
,

加大了粮食生产成本
,

使种粮经济效益

下降
。

据宁夏永宁县 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

资料推算 以 年价格为 肠 农 民 购

买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价 格 指 数 年 为

肠
,

年为 肠
,

平均每年递增

肠
。

由于价格上涨因素
,

年农 民 购

买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人均 比 年 多 支 出

元
。

出售粮食的价格 指 数
,

年为

呱
,

年为 肠
, 一 年市 场 粮

价上涨幅度较大
,

价格指 数 为 。肠
,

平

均每年递增 呱
。

由于农用生产资料 大 幅

度上涨
,

加大了粮食生产成本
,

使种粮效益

下降 年主要粮食作物小麦
、

水稻的每

亩生产成本 物质费用与人工费用之和 分

别为一 元 和 元
,

比 年 增 加

元和 元
,

增长 肠和 肠
,

平均每年递增 帕和 肠
。

其中物质费

用 由 年 的 元 和 元 上 升 到

元 和 元
,

增 长 了 肠 和

肠
,

平均每年 递 增 肠和 肠
。

物

质费用增加尽管有投入增加的因素
,

但大部

分是农用生产资料上涨所致
。

农产品内部比价失调
,

种植业结构

失衡
。

年以来国家多次调整了粮食收购

价格
,

使粮食价格与其它农产品价格相比有

所上升
。

但 年以后
,

随着部分农产品价

格放开
,

粮价虽然也有提高
,

但是与其它农

产品价格横向相比较则明显下 降
。

从 每

公斤粮食与蔬菜
、

西瓜
、

水果
、

肉类等交换

盘的变化说明这一点
。

见下表

单位 公斤

歉⋯⋯⋯⋯⋯⋯⋯⋯
力 习屯

与
年相 比

十

蔬 菜

西 瓜

水 果

猪 肉

一

一

一

蛋 类

一

一

一
。

年市场粮食价格上升幅度较大
,

粮

食与其它农产品比价虽然比上年上升
,

但与

年相比都是下降趋 势
。

这 种 粮 果
、

粮

菜
、

粮肉比价下降
,

实质上是种粮的经济效

益在下降
。

如果再从农民出售的主要农副产

品价格纵向变化情况看
,

粮价指数上升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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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低于其它农产品
。

下表是以 年价格指

数为 肠的儿种出售农产品价格指数 变 化

情况
。

焉焉焉
一

」」

平均每每

飞飞 年递增增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呱呱

粮 食食
搪 料料 几

,,

选选啤
·· ,

果果用瓜瓜水水 早 一一
, 。

猪 肉肉 ,

事一丙丙
隆隆 类类
鱼 类类类类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各年度农民出售粮食

的价格指数基本上都低于出售其它农产品的

价格指数
。

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比
,

粮食

价格都处于
“

谷底
” 。

种粮比较效益偏低
。

粮价与其它农

产品之间价格不合理
,

其根本间题是粮价本

身偏低
,

而不是其它农产品价格偏高
,

农民

种粮获利太少
。

从宁夏永宁县 年农产品

成本核算中可以看出 资料来源 于 县 农 经

站

亩利润 小麦 为 元 水 稻

元 大豆 元 玉米 元
。

而

经济作物
,

甜 菜 元 苹 果 。元

蔬菜平均为 元 西瓜 元
。

以利

润最高的水稻与蔬菜
、

西瓜相 比 为

和
,

经济作物的亩利润基本上 都 高

于粮食作物
。

每个工 日所创造的利润 小麦为

元 水稻 元 玉米 元 而经济

作物
,

甜 菜 元 蔬 菜 元 西 瓜 达

元 水果在盛果期还要高得多
。

投入产出率 每 元物质 费用

所创造的纯利润
,

小麦 元 , 水稻

元 , 玉米 元 , 蔬菜 元 西瓜一

元 甜菜为 元
。

通过亩利润
、

每个工 日创造的利润及投

入产出率三方面的数据比较
,

可以看出
,

在

种植业内部
,

种粮要比种经济作 物 的 效 益

差
。

如果种粮与生 产
、

林 果
、

工 副 业
、

商

业
、

运输
、

饮食服务业等其它行业相比
,

则

比较效益的差距就更大
。

谷贱必然伤农
。

粮价太低
,

而农用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过快
,

从而造成了农民不愿种

粮
,

将优质土地改种其它经济作物
,

特别是

改种果园的在逐年增加
。

永宁县乡村果园面

积从 年底的 亩 增 加到 年 底 的

亩
,

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帕
,

四年中共

增加 亩
,

平均每年新增 亩
,

水果与

粮食争占耕地的矛盾 日趋明显
。

据 年在

宁夏永宁县胜利乡东位村调查
,

该村已建成

果园 亩
,

占全村耕地面积 的 呱
,

所 建

果园 肠 以上属一类田
。

由于种粮地少
,

合

同粮靠在市场晌买来完成
。

合同定购粮价与市场价 格 相 差 太

大
。

年
,

合同定狗粮价与市场价每公斤

相差 。 元
,

仅此一项
,

永宁县农民就少收

入 万元
,

户均少收入 元
。

由于 合 同价

与市场价相差较大
,

农民不愿多交合同粮
,

造成了征粮工作难做
,

干群关系紧张
。

征粮

难
,

并不是农民手中没有粮
,

而是合同定购

粮价太低
,

农民不愿交售
。

粮食产量越高
,

种粮县财政负担越

重
。

粮食调拨价是以合同定购价为基础
,

而

调拨经营费大部分又是由调出县负担
,

同样

存在价格偏低的问题
。

永宁县每年由粮食部

门向外调拨各类粮食 万吨
,

按 年完

成成本计算 完全成本二生产成本 社会成

本 省区间调拨价 中价
,

每吨 小 麦引

元
,

亏 本 元
,

水 稻 元
,

盈 利

元
。

县市间调拨价
,

每吨小麦 元
,

亏本 元
,

水 稻 元
,

亏 本

元
,

全县调出粮贴本达 万元
。

粮 食 产

量越高
,

向外调拨越多
,

县财政贴本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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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造成了高产量
,

穷财政
。

近几年
,

国家

对县财政的补贴在逐年减少
,

愈加大了产粮

县的财政负担
,

负担过重只好把有些再转加

给农民
。

高产穷县的帽子何时能摘掉
。

工农产品剪刀差扩大
,

农产品提价

带来的实惠基本被抵销
。 “

六五
”

期间
,

农

民出售农副产品的价格指数 以 。年价格

为 肠 年为 肠
,

平均每年递增

帕
,

而胸买主要农用生产资料的价 格 指

数 年为 肠
,

平均每年递增 肠
。

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中多

收入 元
,

扣除农用生产资料涨价 和 购

买生活消费品涨价多支出部分
,

年平均得到

实惠 元 价格上涨的 帕为农 民 所

得
。 “

七五
”

前三年中价格上涨明显加快
,

以 年价格为 肠
,

年主要农 用 生

产资料价格 指 数为 肠
,

年 平 均 递 增

肠
,

增长速度大大高于
“

六 五
”

期 间
。

每个农民平均每年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因价格

上涨要多支出 元
。

由于价格 上 涨
,

人

均出售农副产品多收入与购买生产资料和生

活消费品多支出相抵后
,

每年仅多收入

元
,

涨价使农民得到的实惠由
“

六五
”

期间

的 肠下降 为 年 的 肠
,

下 降 了

个百分点
。

二
、

粮食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现行粮食购销体制的弊端
。

现行粮

食合同定购制度的基本点是
“

稳住一块
,

搞

活一块
” , “

逐渐缩小合同定狗
,

扩大市场

议胸
”

的双轨制度
。

其目的在于扩大市场
,

对粮食的供求起调节作用
。

使粮食生产适应

于商品生产发展的要求
,

调动农民发展粮食

生产的积极性
。

但是
,

随着农用生产资料价

格
,

其它农产品价格和种粮成本的上升
,

市

场粮情发生了根本变化
。

在 生 产 上
“

双 轨

制
”

维持着高低不同的两种价格
,

即市场价

和合同定购价
。

这种差价相当于农民向国家

交纳税赋
。

由于合同定购价格相对稳定
,

农

民所交的税额
,

主要是市价和交售数量的函

数
,

这种不确定的税额跟粮食的市价和交售

数量成正比
。

当市场供求紧 张
,

价 格 越 高

时
,

农民生产粮食的税额就越多
,

种粮积极

性就会被挫伤
。

当市场供求趋缓
,

收购价和

市场价趋近时
,

税额也趋小
,

对农民的刺激

度提高
,

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
。

由于
“

双轨

制
”

保持了统购统销的基本功能
,

同时粮食

价格和其它农产品分属不 同的价格体系
,

由

不 同的机制控制着价格的浮动
,

导致二者比

价关系不合理
。

国家财力的不足和为保护城

市消费者利益而对粮价的限制
,

使粮无法和

经济作物价格一起浮动
,

粮食始终处于价格

的
“

谷底
” 。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夭
,

粮食

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成为商品
,

无法在流通领

域实现其价值
,

生产粮食是收益 最 少 的 产

品
,

从而影响了粮农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

抑

制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

同时也抑制了粮食供

应的扩大
,

影响了粮食销售
。

粮价改革势在必行
。

粮价不合理使

粮食的生产
、

消费
、

流通都难以走出以低价

为园心的循环圈
。

粮价偏低
,

使粮农生产积

极性不高
,

不愿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 农

村干部征粮困难
,

工作难做
,

国家收购任务

难以完成
,

使农民把大片优质土地改种经济

作物
,

使产粮县财政负担加重
,

它助长了消

费
,

使供需
“

天平
”

更偏于供应的
“

短缺
” ,

使城乡差别
、

工农差别加大
,

要使粮食价格

更接近其价值
,

必须对现行价格进行改革
。

三
、

对核 价格改革的思考和设想

首先
,

价格改革是一个复杂 的 系 统 工

程
,

其风险是相当大的
。

粮食生产的比较效

益低是影响粮食生产的核心 问题
,

改革必须

从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 着 手
。

要 从 生

产
、

流通
、

消费等各个环节考虑
,

逐步进行

改革
,

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
,

最 终 放 开 粮

价 现对粮价改革及配套措施提出以下建议

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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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提高粮食统购价格 和 统 销 价

格
,

保障粮食生产者正常的经济效益
。

由于粮价提高
,

受到国家财力
、

居民经

济承受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制
,

因此
,

目前粮价难以大幅度提高
,

要做到完全等价

交换
,

还需要一个过程
,

这一过程可以继续

以
“

双轨制
”

作为过渡措施
,

分地区
、

分品

种逐步提高粮食的合同定钩价格
。

适当缩小

和压减统销数量和范围
,

从而减 少 定 购 数

量
,

扩大市场流通范围
。

另外
,

现在居民的

商品粮定额有一部分是吃不完的
,

甚至出现

浪费现象
,

可以考虑核实调减部分确实吃不

完的城市居民口粮供应标准
。

有的集体单位

和饮食单位粮食平价供应也可以取消
。

粮食

部门可增供议销粮
,

通过这方面 来 调 节 需

求
,

减少合同定购任务
,

缩小计划流通的比

重
,

扩大 自行流通的范围
,

使农民能在自行

流通中
,

增加粮食生产的收入
。

在提高粮食定购价的同时
,

适当提高对

城镇居民的供应粮价格
。

长期以来
,

我国的

统销价格一直不变
,

城市人 口主食支出占生

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实际在下降
。

有人认为
,

城镇居民拿惯了低工资
,

吃惯了 低 价 农 产

品
,

加上收入水平不高
,

对农产品涨价的承

受能力低
,

在国家财政不增加补 贴 的 情 况

下
,

粮食统销价格不宜调整
。

我们认为
,

这

是一种在价格问题上偏向城市
,

歧视农村的

思想
。

目前除粮食以外
,

其它农副产品销价

绝大多数都有调整
。

肉
、

蛋
、

鱼
、

菜
、

瓜果

类更是
“

大踏步前进
” ,

消费市场上的工业

用品也争相调价 所有这些
,

城镇居民都在

经济上
、

心理上承受了
,

为什么就承受不了

粮价的适当调整呢 定购价与统销价同时调

整
,

国家不需要增加补贴或少补贴
,

这样做

对粮食生产有利
,

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利
。

统

销价提高的幅度可按城市中等收入水平居民

的状况来确定
,

以 年以前主食支出占生

活消费支出比重为基础
,

以不增加主食支出

所占比重为限
。

有计划地对粮食生产增加投入
,

改

善生产条件
,

稳定农用生产资料价格
,

降低

粮食生产成本
。

粮食生产县财政收入低
,

国家可适当增

加补贴
,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及粮食生产

自大包干以来
,

由于资金不足
,

许多地

方忽视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
,

致使近年

来水利工程安全可靠性差
,

设备陈旧
,

排灌

不畅
。

淌水难的间题 日趋严重
,

国家应从长

远打算
,

增加一些投入
,

改善水利设施
。

另

外
,

还要加强对农用生产资料的统一管理
,

严格控制乱涨价现象
,

较长时间 地 稳 定 价

格
,

缩小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
,

降低粮食

生产成本
。

理顺农产品内部比价
,

调整种植业

结构
。

在耕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
,

要使种植业

内部结构协调发展
,

必须根据各种农作物的

经济效益及农产品的需求出发
,

制定合理的

比价
,

使各种农作物之间的利益平衡
,

只有

这样
,

才能避免作物之间大起大落
。

在制定

农产品价格时
,

应考虑平均利润
,

使生产者

无论种植何种作物都能得到平均利润
。

这种

平均利润基础上制定的价格
,

要考虑到生产

成本
,

土地情况
、

投入上的差别 等 各 种 因

素
,

尽量定得合理
。

给产粮县一定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

自主权
,

粮食调拨费用由调入县负担
。

前面已提到
,

粮食产盈越高
,

产粮县财

政负担越重 粮食调拨价以合同定购价为墓

础是不合理的
,

目前国家对粮价主要是统
,

考虑地方情况不足
,

不利于地方根据自己的

特点发展生产
。

我国各地生产条件不同
,

农

产品价值差别很大
,

所以
,

收购价也应有差

别
。

今后国家制定农产品价格时
,

主要做好

宏观控制
,

应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
,

允许地

方根据自己的特点调整作物之间的价格
,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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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商品生产中自由竞争
,

恢复商品生产

的本来面 目
。

产粮县的工业企业一般较少
,

财政收入

相对也少
,

在粮食生产 中
,

贴 补 多
、

盈 利

少
,

何时才能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我们认

为
,

可根据产粮地区粮食生产成本
,

适当提

高粮食调拨价格
,

在粮食调拨过程中的经营

费用由调入县承担
。

在调拨过程中
,

加强管

理
,

采取各种有效承包方式
,

减少调拨过程

中的浪费和损失
,

调 入县也增加不了多少负

担
,

这样可以使产粮县增加一些财政收入
,

尽早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

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

从根本上解决

农产品价格问题
。

通过提高定购价格来缓解粮食生产中的

矛盾
,

是在 目前国家不可能取消定购粮
,

而

又达到稳定粮食生产的过渡性措施
。

作为长

远的战略
,

应该是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合同粮

数量
,

全面开放粮食市场
,

开展多渠道
、

大

范围的粮食经营活动
,

拉开粮食的质量
、

地

区
、

季节差价
,

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商品化程

度
。

粮食既然是商品
,

就应当与其它商品等

价交换
。

应按价值规律办事
,

等量的劳动消

耗所得的产品之间的价值应是相等的
,

应该

获得等量的报酬
。

而等价交换的最好办法是

放开粮价
,

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

实行有计

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
,

逐步缩小牌市差价
,

最终放开粮价
。

可先利用三至五年时间进一

步减少合同定购比重
,

扩大议购比重
,

使牌

市差价缩小
,

再选择一个适当时 机 放 开 粮

价
,

最好选择在全国粮食丰收年份
,

并在稻

谷收获后进行
。

在放开粮价后
,

消费者负担

会加重
,

但应想到
,

粮农也是商品生产者
,

应该和其他商品生产者所处的地位相同
。

决

不能牺牲粮农的利益来补贴消费者
,

要做好

消费者的思想工作
,

相信广大消费者是会理

解和承受的
。

在放开粮价的过渡时期
,

如果

没有别的好办法
,

国家财政还是要拿出一些

钱
,

尽管负担重
,

牵涉面广
,

但为了长远的

战略
,

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
,

给农民创造发展商品生产的宽松条件
。

改
“

合同定购
”

为
“

义务定购
” 。

“

合同定购
”

本身就是指 令 性 计 划
, “

合

同
”

两字使农民首先考虑 自身利益
,

没有一

种责任感
。

而
“

义务定购
”

首先说明交售粮

食是农民应尽的义务
,

是农民应 承 担 的 责

任
。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其基本性质是生

产资料公有制
,

土地归国家所有
,

农民承包

土地
,

只有使用权
,

而不拥有所有权
。

为了

保证国民经济发展
,

农民有义务交售粮食
。

只要工作做好
,

农民也是乐意接受的
。

国家

收的义务粮可在全面放开粮价后
,

对市场粮

价进行调节
。

全面放开粮价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制定一个长期稳定地行之有效的政

策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分地区
、

分

步骤进行 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控制
,

对粮价实行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 加

强市场管理
,

严防哄抬粮价和欺行霸市
。

总之
,

通过采取综合措施
,

要促使种粮

的经济效益与农村工副业的收入水平接近
,

使种粮的农户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得到平衡
,

从而保证粮食生产得到稳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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