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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9418.htm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

２日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同意国家体改委《关于改革棉花流

通体制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关于改革棉

花流通体制的意见 根据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领导

同志的指示，经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对棉花流通体制改革

提出以下意见：一、积极推进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现行高度

集中的棉花流通体制，对发展棉花生产、保护农民利益、保

障各方面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

深化，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近

两年我国棉花产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出现了产需大体平衡，

供略大于求的好形势，为推进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

条件。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是产棉区农民收入

的主要来源和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必须

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要有利于稳定棉花生产和提高质量，

有利于调整纺织工业结构，有利于促进纺织工业企业和棉花

经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改革的

最终目标是：放开经营，放开市场，放开价格，逐步建立起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内外贸相互联

结、高效畅通的棉花流通新体制。在实施步骤上采取“先行

试点、逐步推进”的方法，争取在二三年内基本完成。一九

九三年拟增加放开试点省，一九九四年根据试点情况和产需

形势，能一次放开就一次放开，不能一次放开就再选择若干

省扩大试点。一九九五年基本建立起棉花流通新体制。二、



一九九三年度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现行棉花

购销政策不做大变动的情况下，积极完善和扩大棉花放开的

试点；同时，在非试点省（区、市）也要划出一块搞市场调

节，也可选择少数县（市）进行棉花放开试点；改革、完善

对棉农的奖售办法；有计划地建立棉花交易市场；进一步完

善棉花储备制度；为全面推进改革摸索经验，奠定基础。三

、建议在山东、河南两省初步试点的基础上，一九九三年度

增加江苏省作为棉花放开试点省。试点省在以下几个方面可

以有较大突破： （一）改革现行合同定购办法，实行市场调

节，由政府指定的经营企业根据国家指导计划，用经济办法

同棉农签订合同。 （二）在试点省实行棉花供需直接见面。

纺织工业企业和棉花经营企业，通过批发市场或其他形式签

订经济合同进行棉花交易，逐步建立新的供需关系。 （三）

棉花收购和供应价格，由国家定价改为由买卖双方协商议价

。 （四）改革棉花由供销社统一经营的办法，开放棉花市场

，允许棉花上市交易。供销社棉花经营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

，充分发挥优势，搞活经营；同时，允许省内具备条件并经

过批准的其他企业经营棉花。 （五）将原有的棉花财政补贴

改为价格调节基金，由地方政府掌握用以调控价格，扶植生

产，稳定市场。国家对试点省的财政补贴仍按国家合同订购

任务完成情况核拨，其中国家调出棉花的补贴，一九九三年

度仍按调出任务完成进度分期核拨。具体办法由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商业部与试点省人民政府商定。四、为了减少试

点中体制运行的矛盾和摩擦，必须处理好试点省与其他省（

区、市）之间的关系。试点省和非试点省（区、市）都不得

直接到对方农村设点收购棉花，防止“棉花大战”发生。试



点省承担的国家调出任务，省政府必须保证完成；调入省（

区、市）政府，也要确保按计划完成调入任务。价格以当时

国家确定的供应价为指导，由调出调入双方协商议定。试点

省在棉花价格放开以后，必须制定最低保护价或在棉花播种

前公布预期价格，以指导生产，保护棉农利益。试点省必须

加强对棉花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维护好市场秩序。 具体

试点方案，由省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五、非改革试点的产棉省（区、市）也要逐步推进棉花流通

体制改革，在以县（市）为单位完成国家合同定购任务以后

可以开放棉花市场，允许自由买卖。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确

定。六、改革对棉农的奖售办法。各产棉省（区、市）一九

九三年度对棉农的奖售政策保持不变，但奖售兑现形式可由

实物改为返还平议差价，作为价外补贴，直接付给棉农。同

时将奖售棉农的化肥、柴油由平价改为议价，实行保量不保

价。具体实施办法由地方政府研究确定。七、试办棉花交易

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棉花市场体系。当前棉花市场建设的

重点，是在试点省和产棉省（区、市）建立区域性棉花批发

市场。这类批发市场要由省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兴办

，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具体管理形式由各地因

地制宜确定。兴办棉花批发市场一定要搞好规划，尽可能利

用现有设施。避免一哄而起和重复建设。市场建设要规范化

，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管理者与经营者分开的原则，

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实行平等竞争，防止垄断。棉花

批发市场实行会员制，凡经批准的农、工、商企业均可申请

成为会员进入批发市场。所有棉花批发市场都必须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制订管理办法和交易规则，并报经省（区、市）人



民政府批准实行。棉花国家批发市场的建立由国务院另行研

究决定。八、逐步建立健全国家和省（区、市）两级棉花储

备制度。国家棉花储备规模由国家计划管理，所需储备资金

由银行安排贷款，利息由中央财政垫付，费用仍按现行规定

执行，即储备棉花的保管费用，由省（区、市）财政负担大

部分，企业负担小部分。国家储备棉的调用权在国务院，不

经批准，任何部门和地方不得擅自动用。地方棉花储备规模

由地方确定，所需资金由地方安排解决，调用权归地方。储

备棉主要用于国家和地方调节市场供求、平抑价格。棉花供

大于求、市场价格低于最低保护价时，按最低保护价收购，

增加储备。棉花紧缺、市场价格过高时，按最高限价卖出储

备棉，抑制棉价上涨。储备棉的吞吐一般经过批发市场进行

，收益分别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掌握。棉花储备业务要与正常

的棉花经营分开。九、棉花质量关系产、供、需各方利益，

在改革过程中，质量标准和检验、监督工作只能加强，不能

削弱。对进入市场交易的棉花，各级纤维检验机构要加强质

量监督，逐步推行公证检验制度。试点省要会同有关部门在

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十、为了稳定全局，避免生产上出现

大的波动，一九九三年度国家对棉花的财政补贴不变。国家

仍按棉花合同定购任务完成情况核拨棉花收购加价款和奖售

物资平议价差款，按调出省净调出数量核拨奖售粮价差款。

财政补贴由商业部按收购进度陆续下拨，统一对财政部结算

。各省对棉花的财政补贴要严格管理，严禁弄虚作假。十一

、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是一件大事，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

级人民政府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继续抓好棉花生产

，切实加强对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领导，充分准备，周密部



署。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有关省体改委要做好

协调工作，保证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