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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

化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做好化肥的生产和流通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化肥生产和流通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

和问题，主要是现行的管理方式不能适应市场供求形势的变

化，生产和经营企业亏损严重；经营环节较多，费用较高；

价格形成机制不灵活，难以发挥调节市场的作用；进口代理

机制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必须进一步深化化肥流通体

制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国家宏观调

控下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化肥流通体制，以促进化肥生产

和流通的健康发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改革化肥

流通管理，做好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 国家对化肥流通的管理

由直接计划管理为主改为间接管理为主，发挥市场配置化肥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取消国产化肥指令性生产计划和统配收

购计划，由化肥生产和经营企业自主进行购销活动。鼓励化

肥生产和经营企业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化肥生产企业既可

以与化肥经营企业直接签订购销合同，也可以实行销售代理

。 取消指令性计划后，为避免市场的盲目性，国家计委仍应

会同有关部门搞好全国化肥的总量平衡和宏观调控，进行必

要的省际间产需平衡衔接，协调大型化肥生产企业和缺肥地

区的供需关系。 二、拓宽化肥流通渠道，扩大企业经营自主

权 化肥生产企业可以将自产化肥销售给各级农资公司和农技



推广站、土肥站、植保站（以下简称农业“三站”）及以化

肥为原料的企业，也可以设点直接销售给农民。农业“三站

”经营的化肥可以从各级农资公司进货，也可以直接从化肥

生产企业进货；可以将化肥供应到技术服务项目，也可以直

接销售给农民。保留现行允许农垦、林业、烟草、军队在本

系统内销售化肥的做法，其化肥来源可以委托农资公司代购

，也可以从化肥生产企业自行采购。赋予中国化工进出口总

公司化肥内贸经营权。除上述单位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

从事化肥批发业务。 通过适度竞争，促进化肥经营单位加强

内部管理，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强化服务功能，

从单一经营型向服务经营型转变。同时鼓励化肥生产、经营

企业打破系统和行业界限，通过发展工商联营、组建集团等

多种形式的联合，优势互补，共同做好化肥产销工作。 三、

改进化肥价格管理方式，建立政府指导下市场形成价格的机

制 化肥出厂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国家计委只对

大型氮肥企业（合成氨年生产能力在３０万吨以上）生产的

化肥制定中准出厂价和上下浮动幅度，供需双方可在浮动幅

度内根据淡、旺季及市场情况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中准出厂

价根据化肥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放开

化肥零售价格，必要时省级物价部门可以对部分品种规定最

高限价。 四、加强化肥进口管理，改进化肥进口代理办法 各

种贸易方式和渠道进口化肥均纳入进口配额管理。国家经贸

委根据总量平衡、资源配置和优化品种结构的要求，安排全

国化肥进口，中央进口化肥计划下达给供销总社和有关部门

，各部门不能对进口化肥指标自行调剂。 适当增加化肥进口

代理渠道，除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外，赋予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集团公司化肥进口代理经营权。进口化肥代理手续费，

不得高于国家计委核实的标准。外经贸部应加强化肥进口代

理企业的业务指导和协调管理。有关银行要积极筹措资金，

为进口单位及时发放贷款。 五、建立救灾化肥储备制度，增

强宏观调控能力 化肥是常年生产、季节使用的产品。国家通

过中准出厂价加浮动幅度的指导性价格政策，使化肥保持合

理的淡、旺季价差，以鼓励生产、经营企业和农户淡季储存

化肥。国有商业银行对所需贷款应予以支持。全国化肥市场

如出现大的波动，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应对措

施上报国务院，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为解决救灾用肥的应急

需要，建立中央救灾化肥年度储备制度。每年雨季来临之前

，通过收储和进口，准备５０万实物吨救灾备用化肥，当年

救灾如有剩余，秋播前应予销出。储备资金由中国农业银行

安排，每年给予半年的贴息，由中央财政和使用救灾化肥的

地方财政各负担一半，具体贴息办法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另

行制定。救灾储备化肥继续由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负

责经营，救灾化肥的收购和出库价格由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

门确定。 六、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支持化肥生产和流通 有关

部门应优先保证、均衡供应化肥生产所需石油、天然气、煤

炭、矿石、电力等原材料和能源；铁路、交通、港口等单位

应优先保证化肥及其原材料的运输，并对有经营资格的单位

调运农用化肥和磷矿石实行优惠运价。对化肥生产、经营和

国内短缺品种进口继续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国有商业银行在

规定的企业资产负债比例之内，优先安排化肥生产、经营所

需资金，要与生产、经营单位密切配合，加强资金管理，防

止挤占挪用。 七、地方政府要切实做好化肥生产和购销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继续加强对化肥工作的领

导，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好化肥的生产和进口，适时调节市场

供求，保持本地区化肥价格的相对稳定；维护正常流通秩序

，严禁实行任何形式的地区封锁。各级工商、物价、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要加大市场与价格监督管理的力度，严格执法，

取缔非法经营，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化肥和走私进

口化肥的行为，坚决制止哄抬化肥价格、牟取暴利和低价倾

销、冲击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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