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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 

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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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的新情况，继续保证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需要，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国务

院现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业社）的粮食统购统销作如下规定： 

    一、国家对农业社的粮食统购、统销数量，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

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

食不足的为缺粮社。 

    二、农业社在进行社内粮食分配的时候，必须保证完成国家核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和保证不突破国家核定的粮食供应

指标；同时，必须保证农业社社内公用和全体社员的必须食用的粮食。农业社在保证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以及社和社员的

必须食用的粮食以后，如果还有多余的粮食，可以由农业社自己决定卖给国家，也可以根据社员的劳动情况，将多余的粮

食分配给社员。 

    三、在归社统一计算的时候，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产购销数字略有偏高偏低的，一般不作调整。但如果

计算出来的粮食购销数字同实际情况有显著差别，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调整，然后确定。 

    四、已经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但是一九五五年没有进行粮食“三定”的地区，农业社的粮食产购销数字，应该根据农

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的有关条款，直接以社为单位计算和核定。在进行计算和核定的时候，缺粮社的社员口粮用粮量

和牲畜饲料用粮量，可以同余粮社员一样，按同一标准计算，不再区别。 

    五、根据定产、定购数字自1955年起三年不变的原则，余粮社的粮食定购数量，在年景正常的情况下，增产不增购。

1956年在若干地区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害，为了保证这些灾区的粮食供应，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

量以外，适当地增购一部分余粮，但是增购数量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百分之四十。具体增购办法，由省、自治区人

民委员会规定。 

    六、国家向余粮社统购的粮食，原则上由社统一交售，由社统一交售有困难的，也可以由原来的小社或社员分别交

售。国家向缺粮社供应的粮食，可以由社统一购买，可以由社组织缺粮社员集体购买，也可以由缺粮社员自行购买。 

    七、农业社由于缴纳农业税而发生缺粮情况，国家征收农业税的时候，可以改征代金或者经济作物。 

    八、农业社和社员增养生猪所需的饲料用粮，原则上由农业社从增产的粮食中自行解决。如有困难，可以由农业社或

社员作出计划向国家粮食机关申请供应。 

    九、国家对有粮食交售任务的农业社，在春耕前后，可以预付部分粮食价款。预付价款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十、国家对缺粮社供应粮食，必须继续执行什么时候缺粮、什么时候开始供应的办法。缺粮社或社员应该根据国家核

定的粮食供应数量，订出分季的购粮计划，报送国家粮食机关核准；一个季度的粮食供应数量，可以一次购买，也可以分

次购买。 

    十一、本规定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规定执行，本规定没有提到的，按照农村粮食统购统销

暂行办法办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制定具体办法，发布施

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可以指定个别县、区试行其他办法。 

    在没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地区，对农业社的粮食购销办法，由省、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自行规定。 

    对暂时还未实行统一分配的农业社和个体农民的粮食统购统销，原则上仍然按照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的规定办

理，也可以参照本规定有关条款办理。 

    国务院 

    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提供的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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