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村改革

1 9 9 5 年粮食棉花生产形势分析

陆 学艺

我国农业至今还是以粮棉生产为主的农业
,

每年的播种面积和农业产值中粮棉要占

75 %和 70 %以上
。

粮食
、

棉花的生产是重点
、

是大头
,

特别是粮食
。

多年的经验是
,

粮棉丰

收
,

则天下太平
,

若粮棉出了问题
,

则社会不安
。

1 9 9 3 年 n 月到 1 9 9 4 年 8 月
,

不到一年时间
,

市场粮食价格三次暴涨
,

特别是大米价

格
,

从 0
.

70 元 /斤猛涨到 1
.

40 ~ 1
.

50 元 /斤
,

由米价带动
,

玉米
、

小麦的价格也跟着上涨
。

从地区看
,

这次粮价上涨
,

是 由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的
,

然后 向北方内陆地区传递
。

1 9 9 4 年秋收后
,

粮价才基本上稳定下来
。

这次粮价的大涨
,

引起了国内外普遍关注
,

各种

议论很多
。

人们不禁要问
,

1 9 9 3 年粮食生产首次突破 9 0 0 0 亿斤大关
,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

平
,

1 9 94 年 的粮食生产也是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
,

而且帐面库存有 2 0 0 0 亿斤以上
,

怎么

粮价会这样超常规的疯涨
。

1 9 9 3 年冬天粮价初涨
,

国家干预
,

管住了
,

1 9 9 4 年这么暴涨
,

却

又没有管住
,

这是为什么呢 ?

粮价暴涨
,

说到底还是由于粮食有效供给不足引起的
。

不是说这几年粮食年年丰收
,

怎么又说供给不足 ? 这要从农业生产的波动说起
。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
,

农民生产

积极性高涨
,

从 1 9 7 9 年到 1 9 8 4 年
,

农业连续 6 年丰收
,

粮食从 6 0 9 5 亿斤
,

增加到 8 1 4 6 亿

斤
,

6 年增产 2 0 5 1 亿斤
。

粮食确实多了
,

使我国从粮食进 口 国一下变成了粮食纯出 口 国
。

但从 1 9 8 5 年后
,

粮食生产连续徘徊了 5 年
,

到 1 9 8 8 年粮食只产 7 8 8 2 亿斤
,

出现了供给不

足的困难
,

当年市场粮价猛涨
,

国家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

重新强调农业和粮食的重要地

位
,

加以多方的调整
。

经过 80 年代后期的努力
,

1 , 9 0 年获得农业丰收
,

当年产粮 8 9 2 4 亿

斤
,

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解决了供给问题
。

可是从 1 9 9 1 年以后
,

粮食生产实际又在新的水平上徘徊了 4 年
。

请看下列数字
:

项项 目目 粮食总产 (亿斤 )))

111 9 9 0 年年 8 9 2 444

111 9 9 1 年年 8 7 0 777

111 9 9 2 年年 8 8 5 222

111 9 9 3 年年 9 1 2 999

111 9 9 4 年年 8 8 9 0



改 革

这 4 年粮食生产徘徊
,

可是这 4 年全国人 口纯增 5 6 0。万人
,

工业生产增长约一倍
,

需

用的粮食大幅度增加了
。

1 9 90 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 39 1 公斤
,

到 1 9 9 4 年降到只 占 37 1 公

斤
。

从多年的经验看我国现在每年新增人 口 1 4 0 0一 1 5 0 0 万
,

工业生产每年增长 15 %左

右
,

每年大约需要增产 1 50 亿斤左右粮食
,

才能保证供给
,

低于这个增产数目
,

就要靠进

日
、

靠挖库存粮来平衡
。

如果说 1 9 9 1 年
、

1 9 9 2 年库存还有的可挖
,

1 9 9 3 年
、

1 9 9 4 年继续挖

库就拮据了
,

特别是南方的好大米
,

则 已经紧缺了
。

所以
,

这次市场粮价陡升
,

尽管还有别

的种种原因
,

但有效供给不足则是主要原因
。

粮价陡涨
,

带动了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
。

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
,

直接影响到

城镇中下层收入特别是贫困人 口的 日常生活
,

引起社会的不安
。

这次粮价变动
,

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这 只无形的手起的作用
,

问题是影响了一小部分

人的生活
,

社会有诸多议论
。

但这次粮食和农副产品涨价对农民
、

对农业却有一定的好处
,

主要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

有关部门估算
,

1 9 9 4 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可达 1 2 0 0 元
,

比 1 9 9 3

年增加了 30
.

1 %
,

实际增加 5 %以上
,

特别是对 以务农种粮为主的农业地区有好处
。

全国

率先 实行包干到户的安徽省凤 阳县 小岗村
,

1 9 9 4 年由于粮食调价
,

每人年纯 收入可达

1 5 00 元
,

人均增加 50 0 多元
,

这是近几年增收最 多的
。

务农种粮的农民增加了收入
,

调动

了他们种 田的积极性
,

将促进今年的农业生产
。

这只无形的手起到了配置资源的作用
。

据

有关部门统计
,

一

去年秋冬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 3 0 0 0 多万亩
,

而且投入的 良种
、

化肥 比往年

多
,

播种质量也好
。

据农资部 门信息
,

去冬以来
,

各地销售的农机
、

化肥比往年有较大的增

加
,

小型拖拉机 已供不应求
,

说明农民是在积极备耕
。

据四川等省农经部门的调查
,

外出打

工的农民
,

那些 :30 多岁有老婆孩子的农民今年不想外出了
。

他们经过算帐
,

一亩地两熟
,

通常有 1 5 0 0 斤左右产量
,

每斤稻谷 和小麦平 均以 。
.

80 元 /斤计
,

有 1 2 0 0 元收入
,

扣 除

5 00 一 6 0。元 的物质投入和税
、

费
,

每亩有 60 。元左右的纯收益
,

一个壮劳力平均耕种 5

亩
,

则有 3。。。元收人
,

接近外出打工的年收入
。

所以有一部分农 民准备不再外出而转为务

农种田了
。

这些资源和生产要素转 向农业
,

转向粮食生产
,

再加上国家重视
,

强调要增加投入
,

增

加农贷
,

所以 1 9 9 5 年的粮食增产已有了相当的保证
。

相 比之下
,

1 9 9 5 年的棉花生产却十分令人担忧
。

我国的棉花生产 1 9 8 4 年曾有过 1
.

25

亿担的最高产量
,

19 8 5 年降到 8 2 8 0 万担
,

以后是长期徘徊
,

1 9 9 1 年恢复到 1
.

1 亿担
,

1 9 9 2

年和 1 9 9 3 年 又连续两年减产
,

1 9 9 3 年只有 7 5 8 0 万担
,

1 9 9 4 年有恢复性增长
,

农业部门估

计为 8 5 0 0 万担
。

但直到 1 9 9 4 年底
,

国家 只收购到 6 0 0。多万担
,

至今大约有 30 %左右的

棉花 (2 0 0 0 多万担 )还在农民手里
。

历年来棉花的商 品率在 95 %以上
,

国家收购量在 90 %

以上
,

1 9 9 4 年只收购到 70 写
,

是非常不正常的
。

有关方面早在棉花上市前就开了棉花收购

工作会议
,

国务院专门发 了《关于切实做好 1 9 9 4 年度棉花收购工作的通知 》
,

各个产棉省
、

地
、

县的主要负责人都亲 自抓收购工作
,

开了各种会议
,

动用了各种宣传舆论工具
,

可 以

说
,

一切能想到的和能用的方法全用上了
,

但棉花就是收购不上来
。

什么原因
:

问题出在棉

花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政策上
。

1 9 9 4 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棉花的收购价格
, “ 3 27

”

标准级皮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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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提到每担 5 40 元
,

但还是低于 1 9 9 3 年的市场价格 (6 0。~ 70 0 元 )
,

更低于 1 9 9 4 年棉花

的市场价格 (每担 70 0 ~ 80 0 元 )
。

有人问
,

国家定的粮食收购价格也低于市场价格
,

为什么国家定购的粮食收得起来
,

而棉花却收购不起来呢 ? 因为国家定的粮食收购价格低
,

而定购粮只有 1 0 0 0 亿斤
,

只占粮

食总产的 11 %
,

粮农卖低价的定购粮
,

当然也有意见
,

但大部分粮食可以到市场卖高价
,

农民把这部分定购粮当作皇粮国税
,

也就忍痛卖了
。

而棉花却规定 1 00 %要卖给国家
,

现

在国家定价与市场价格相差太大
,

棉农吃亏太多
,

就不愿意卖了
。

至今棉农还在等待国家

提高棉花收购价格
,

等待国家调整棉花的收购政策
。

往年的棉花大战
,

或者是收购部门和棉农之间打
,

或者是 甲地和乙地的政府收购部门

之间打
。

1 9 9 4 年的棉花大战却由国家直接出面
,

明文公布 收购价格
,

明文提 出不准提高

收购价格
,

不准开放棉花市场
,

不准多头经营等等
,

走到了收购大战的第一线
。

但因棉农失

利太多
,

棉花还是收购不上来
。

是不是再顶一阵
,

棉农终于要把棉花卖给国家
,

不一定
。

第

一
,

现在的棉农 已经不是 70 年代
、

80 年代初期的农民
,

他们家里 已经有余粮余钱
,

他们有

力量把棉花藏起来
,

待价而沽
。

第二
,

全国市场 已经放开了
,

棉花现在成了稀缺物资
,

许多

用棉的工厂和单位等着要棉花
,

国家事实上已经不能垄断收购市场
。

再顶下去
,

不仅不能

把低价的棉花全部收上来
,

而且
,

要直接影响到 1 9 9 5 年的棉花生产
。

现在 已到了要调整棉

花政策的时候了
。

第一
,

要调整棉花收购价格
。

现在市场上小麦每斤 。
.

8 元左右
,

稻谷每斤 1 元左右
。

多

年的粮棉比价
,

是一斤皮棉八斤小麦
。

因为这些年北方棉区
,

小麦比较容易稳定高产
,

而棉

花的用工多
、

病虫害多
、

风险大
。

为了要调动农民种棉花的积极性
,

有些要调到 1 : 9 ~ 1 :

10 才合适
,

所以现在的棉价必须调整
。

第二
,

要调整棉花的收购政策
。

棉花是商品
,

最终是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的
。

目前实

行的供销合作社系统独家经营的体制
,

弊病很多
。

多了砍
,

少了赶
,

棉农意见很大
。

10 多年

来
,

棉花生产所以大起大落
,

与这种体制有直接关系
。

棉农和用棉企业都盼着改革
。

当然
,

现行的棉花购销流通体制是多年形成的
,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

要改也难
。

需要周密计

议
、
逐步改革

。

1 9 9 5 年要定 出改革的方向
,

先搞试点
,

如仿照粮食购销体制逐步改革的方

法
,

国家只定购一部分
,

掌握必要的棉源
,

其余放给地方
,

放给市场
。

可在几个产棉大省
,

搞

几个改革棉花收购体制的试点县 (市 )
,

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

逐步放开
。

从多年的经验看
,

当年的棉花价格
、

棉花政策应该在上年的秋播前就定下来
,

农民好

据以筹备棉花生产的安排
,

北方棉农要把来年的棉田留出来
。

现在 已经晚了一点 (1 9 94 年

在大秋增播了 3 0 0 0 多万亩小麦
,

其 中有一部分就占了棉田 )
,

但现在还有余地
。

如果在清

明春播前出 台新的棉花政策
,

以调动广大棉农生产棉花的积极性
,

那末
,

今年种植 9 0 0 0 万

亩
、

生产 9 0 0 0 万担棉花的计划还有可能实现
,

否则
,

这个计划就有落空的危险
。

农时不可

误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