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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粮食生产对于 中 国这样
一个人 口 大 国 来说具有特别 重要的 意义 。 李先念作

为长期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人 ， 在粮食生产 、 粮食消 费 、 粮食价格 、 粮食进出 口 以

及粮食储藏等方面进行 了
一

系列探索 ， 为新 中 国 的粮食安全作 出 了 突出 的 贡献 。

［关键词 ］ 李先念 ；
粮食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１ ９ ５７ 年 ９ 月 ， 李先念出席各省 、 市委

国社会经济发展 中 的重大问题 。 １ ９６５ 年 ８书记关于粮食问题座谈会 ， 在发言中说 ： 解

月 １ ９ 日
， 李先念同谭震林召集河北省 、 山决粮食问题 ， 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全党

西省 、 北京市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同志座谈的髙度重视 ， 在于使全党正确认识当前我国

粮食问题时指出 ：

“

粮食工作是个艰苦的工粮食问题的本质 ， 使国家粮食购销和农业社

作 ， 从全国情况和战争形势看 ， 解决粮食问内粮食分配结合起来进行 。

ｐ］

１ ９５８ 年 ４ 月 １ １

题要注意两个问题 ：

一是增加库存 ， 积累储日 ， 国务院颁发 由李先念主持研究提出 的

备 ， 打起仗来 ， 到处可以吃粮食 。 二是还要《 国务院关于改进粮食管理体制 的几项规

考虑城市需要 ， 今天的情况 和过去不同了 ，定 》 。

ｐ ］

１ ９５ ９ 年 ４ 月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

不能把管城市 。 这个工作很艰苦 ， 从 Ｉ ９６０议上的讲话指出 ：

“

粮 、 棉 、 油 、 菜是人民

年 、 １ ９６ １ 年 、 １９ ６２ 年 、 １ ９６３ 年
， 我可 以说生活的基本必需品 ， 是稳定市场的主要力

代理了 粮食部长 ， 天天抓粮食 。

”
ｐ ］ 事实上 ， 量 。 粮棉油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 出 口 物

鉴于中 国财经和农业的特殊关系 ， 李先念对资 。

”ｗ三年困难时期和此后的经济调整时

中 国 的粮食工作
一

直 以来都非 常 的关 注期 ， 李先念为了全国 的粮食供应调运殚精竭

重视 。虑 ，
昼夜操劳 。

１ ９６ １ 年 ４ 月 ４ 日 ， 李先念

出席有关省市粮食调运会议 时发表谈话指
一

、 粮食生产是农业的主要工作出 ： 在粮食问题上要统筹兼顾 ， 万一不能兼

顾时 ， 要挤农村保城市 。 同志们在全国粮食

民以食为天 ，
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 ，

还这个大局上 ， 千万不要算局部账 。 粮食不

是在建国初期 ， 李先念对粮食生产供给都给稳 ， 什么就都乱了 ，

予了
一定的重视 。 但李先念 １ ９５４ 年到 中央经济调整几近结束 、 中 国粮食供应有 了

工作 以后 ， 担任财经部 门的重要领导人 ， 因很大改善的 １ ９６５ 年 １ １ 月 ， 李先念在出席 中

为中国财经问题和农业粮食问题的密切关共中央财贸部党委会会议时讲话仍然念念不

系 ， 自此他对全国粮食生产供给给予了更多忘农业粮食工作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的重视。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 粮食问题是国家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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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问题 ， 是工农联盟问题 。 我们要競競大问题 ， 不能放松 。 十一届三中全会发了两

业业 ， 勤勤恳恳 ， 下苦功夫 ， 把各方面的问个文件 ， 政策作了大的调 整 ， 农村形势很

题
一

个
一

个地摆一摆 ， 千方百计地把粮食工好 。 今年经济作物和副业有较大发展 。 这是

作做好 。 好的 。 但是粮食作物面积不能减少。 在保证
“

文革
”

十年 ， 作为为数不多 的没有被粮食增产的 同时 ， 要因地制宜 ， 广开 门路 ，

运动冲垮的财经高官 ， 李先念为中 国的粮食搞好多种经营 。 还是要大力提倡节约用粮 ，

生产 、 社会经济正常运行耗费了大量心血 。 计划用粮 。

ｐ
°

］

１ ９８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５ 日 ， 李先念致

１ ９７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李先念接见参加全 国计信赵紫阳 、 李鹏并转 中央常委 ： 粮食问题要

划会议的各省 、 市 、 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高度重视 。 我是被粮食问题吓怕了 的 。 陈云

的负责人 ， 在讲话中说 ：

“

我们要真正把农同志说无粮则乱 ， 这是真理 。 何况中 国有十

业放在第
一

位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 争取亿多张嘴巴 。 农业生产要有个长远的打算 。

农业 大 丰收 ， 各行各业都要更好地支援农业投人 、 农业基本建设 、 经营管理方式 、

农业 。

”
ｐ ］发挥农 民务农的积极性等 ， 都要有具体措

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 ７ ９ 年 １ １ 月 ９ 日 ， 李施 ， 并认真落实 。

” ｐ
ｉ

］他的这些教诲和指示对

先念接见出席全国粮食会议代表时指出 ： 粮中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发挥 了长期性的深远

食是国 民经济中最大的事 。 少炼 ２００ 万吨影响 。

钢 ， 不会出大问题 ，
无关大局 。 少 ２００ 万吨

粮食 ， 就要 出娄子 。 粮食工作要抓紧 ， 要成二
、 中国粮食主要依靠国 内保障 ，

年累月 地抓 ， 销售要月 月抓 进口粮食只能作为补充调剂

李先念在长期领导 财经工作的实践中 ，

对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作了多方面的从建国
一直到 １％〇 年 ， 中 国都是粮食

阐述 。 其中要保护耕地 、 少 占耕地 ， 加强农净出 口 国 。
１ ９ ６ １ 年为 了化解 国 内 的粮食困

田基本建设是做好粮食工作的基础 ；
处理好难 ， 中国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进 口 了大批粮

第一 、
二

、 三产业之间的关系 ， 处理好农业食 ， 这是中国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不得 已的办

内部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关系 ， 激发农民发展法 。 对此李先念指 出 ：

“

有
一

段时间 ， 农 民

农业的生产积极性是做好粮食工作的前提 ； 生活困苦 ， 城里人 日子也不好过 ， 还挖了 国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做好粮食工作的根本等 。 家库存 ， 被迫进 口粮食 。 通过这个教训 ， 才

１ ９８ １ 年 ７ 月 ２ ７ 日 ， 李先念会见多哥客人时使我们懂得 ， 农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 ， 粮食

说 ： 中国 的农业一是靠政策 ， 包括所有制 、 是基础 的基础的道理 ； 也使我们深刻体会

价格政策 ， 用政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到 ， 认真总结经验 ， 接受教训 ， 学习辩证唯

来 。 二是靠科学 ， 提高 生产率 ， 要推广 良物法 ， 破除形而上学 ， 是做好一切工作的

种 ， 它可以增产 。 三是靠农 田基本建设 ， 改关键 。

”ｐ ２
］

善农业生产条件 ， 不要破坏生态平衡 ， 做到１ ９６ ０年 １ ２ 月 ３０ 日 ， 毛泽东在中央工

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Ｊ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进 口 粮食的意

李先念对粮食工作的重要性反复强调 。 见 。 对此 ， 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有过

１ ９８７ 年 ６ 月 ９ 日 ， 李先念 出席 中共中央工回忆 ， 他说 ：

“

进 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 当

作会议发表讲话指出 ： 农业生产 ， 粮食是第时不敢设想的 ， 当时
一些人认为吃进 口粮是

一

位 。 解决十几亿人口 的吃饭问题 ， 是
一

个修正主义 。 决定进 口 粮食是 由 陈云 同志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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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总理同意的 ， 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 ，美元贬值后的国际市场问题后在给周恩来等

并且很快就决定了 。 从决定进 口 到第一船进人的简报中指出 ：

“

美元贬值百分之十以后 ，

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 时间 ， 可见事情仍然稳定不下来 ， 国际市场混乱 ， 商品价格

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 。

”

即便在国家决定普遍上涨 。 现从十七种原料和食品 （钢 、

进 口粮食的时候 ， 李先念也是强调粮食问题锡 、 铝 、 锌 、 糖 、 可 可 、 咖 啡 、 大豆 、 椰

主要依靠国 内来解决 。 １ ９６１ 年 １ 月 ２ ７ 日 ， 干 、 花生 、
． 橡胶 、 牛 肉 、 大米 、 羊毛 、 小

李先念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时讲麦 、 棉花 、 玉米 ） 的 国际市场价格来看 ， 比

话指出 ： 在我们这样
一个人 口 众多 的大国 ， 美元贬值前上涨了百分之四 ， 比去年秋交会

国内需要的粮食 ， 只能依靠 国 内生产来平期间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 比去年年初上涨

衡 。 这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的根本立脚点 ，了百分之五十五 。 由于美国 国际收支持续恶

是粮 食分 配工 作 的 基 本 原 则 ， 决 不 能化 ， 财政赤字庞大 ， 美元贬值百分之十 ， 仍

动摇 。

Ｐ ３
］然解决不了问题 ， 美元是否继续贬值还要看

１９ ６３ 年 １ 月 ， 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厅局
一

看 ， 但国 际市场价格仍是继 续上涨 的

长会议上讲话指 出 ：

“

我们这样一个大 国 ， 趋势 。

”ｐ ５
］

绝不能长期靠进 口粮食来弥补国家粮食收支李先念接着又提出 ，

“

在国际货 币危机

的逆差额 ， 否则就会严重影 响 国 家工业化仍在发展 ， 金融货币 市场动荡不定的情况

事业 。

”
ｐ ４

］下 ， 我们拟采取少存现汇 ， 多进 口物资的方

据统计 ， 从 １ ９ ６ １ 年到 １ ９ ６５ 年 ， 我 国共针 。 现在法商在京正与我洽谈转 口 美国粮

进 口粮食 ５４７亿斤 ， 年均 １ ０ ９ ．４ 亿斤 。 同期食 。 其中 ： 阿根廷玉米十万吨 （每吨九十六

共出 口粮食 １ ２ ７亿斤 ， 进出 口相抵 ， 净进 口美元 ） 、 美国玉米四十万吨 （每吨九十三美

粮食 ４２０ 亿斤 ， 年净进 口８４ 亿斤 。 进 口 的元 ） 、 美 国小麦 四十万吨 （每吨 １ ０８ 美元 ） 。

这些粮食尽管 占 我国 当时粮食总量 比例很由于美元贬值 ， 可能每吨要涨五美元左右 ，

小 ， 但它作为中央掌握的大宗粮源 ， 在粮食才能成交 。 这个价格 比去年粮价高峰时要便

的调度和调剂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避宜十美元左右 ， 我们打算买下来 。

”ｐ ６
］

１ ９７３

免了更大范围 内粮食危机的扩散 。年 ６ 月 １ ９ 日 ， 李先念致信余秋里 、 谷牧 ，

“

文革
”

期 间 ， 在李先念主持下 ， 中 国提出
一

要适时抓好进 口粮食 ， 不一定都是小

也曾经大量从国 际进口 粮食 。 但这次进 口粮麦 ， 玉米也行 ；
二是出 口 大米步子要稳妥

食主要是以规避国际货币危机为 目的的 。 从些 。 要达到稳妥 ， 对国 际 市场作精密的分

１ ９ ７２年下半年开始 ， 美国 国 际 收支状况继析 ， 特别是对产米国 收成如何 ， 要调査研

续恶化 ， 人们对美元的信用彻底地失去了信究 。 有了调査研究才能卖出好价钱 。

１

１ ７
１

心
， 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爆发 了美元危机 。１ ９ ７４ 年 ６ 月 ２ ９ 日 ， 李先念在商业部

美国政府于 １ ９ ７３ 年 ２ 月 被迫宣布战后美元《关于 １ ９７３ 年粮食情况简报 》 上批示 ： 粮食

第二次贬值 ， 美元对黄金贬值 １ ０％ ， 即黄工作
一

定要抓紧 。 要兢兢业业做好粮食工

金官价由每盎司 ３８ 美元再提高到 ４ ２ ．
２２ 美作 ， 千万不要大意 。 只要认真安排好人民生

元 。 由于 国际市场上主要粮食品种的交易价活 ， 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 我们是 ８ 亿人 口 的

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 美元贬值意味着以美国家 ， 吃饭是个大问题 。 进 口粮食是靠不住

元标记的国际粮食价格会出现上涨 。的 ， 我们不能靠进 口粮食过 日 子 ， 有这种思

１ ９７ 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李先念等人在研究 了想就危险透了 。

Ｐ８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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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
一

段时间 ， 为了保方面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 价格规定得适 当

障民生 ， 减少并稳定粮食征购 ， 每年进 口 约与否 ， 就更加要直接地广泛地影响到生产 ，

１ ３００ 万吨粮食 ， 保证城镇及经济作物集 中影响到人民 的 消费和 国家的积累 。 过去几

区人民对粮食 日 益增长的需要 ， 以减轻农民年 ， 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物价 ， 总结经验 ，

粮食生产的负担 。 在此基础上农村开始改变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

”
ｐ ２

］他指 出
“

粮

片面发展粮食生产的做法 ， 因地制宜地发展食价格是所有农产品价格的主体 ， 是市场物

多种经营 ，
１９ ７９

—

１ ９８ １ 年减少粮食播种面价的中心 ， 粮价
一

有变动 ， 必然牵动整个市

积 ５０ ００ 万亩 ， 有计划地扩大 了经济作物的场物价 。 因此 ， 对于粮价的调整必须慎重从

种植面积 ， 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开始逐步退耕事 ， 个别需要调整的地方也只能分期分批地

还林还牧 。 由于政策对头 ， 产业结构调整政进行 。

”
Ｐ３

］

策有力 ，
１即 ８

—

１ ９８ ２ 年 ５ 年 间 ， 中 国农业１ 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２ １ 日 ， 李先念致信陈云 、

总产值增长指数 （ 以 １ ９５２ 年为 １ ００ ） 从周恩来 ， 就邓子恢来信反映
一些农业部门和

１ ９７ ９ 年的 ２ ２９ ．６ 增加到 １ ９８ ２ 年的 ３０６ ．６
Ｐ ９

］

，省提出 以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人 ， 刺激农业

由于主要农副产品 的产量大幅度增长 ， 市场生产发展提出 自 己 的看法 ： 粮食价格是基

供应发生 了根本性改观 ， 从而一举改变了 中点 ， 不要说提高 ４ ０％ ， 即令提高 ５％也不得

国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的被动局面 ， 具有 中了
，
工业品必然随之上涨 。 那样 ， 城市人民

国特色的粮票 、 米票 、 布票 、 油票等各种票生活如何办 ？ 对农民 、 对国家究竟有多大好

证也随之被逐步取消 。 １ ９８２ 年全国人均年处 ？ 将是
一

系列问题 ， 必须慎重考虑 。

％

生活 消费粮食从 １ ９ ７８ 年 的 ３ ９ １ 斤增 加 到由 于大跃进的失误和
“

左
”

的思想 指

４５ １ 斤 ； 人均年生活 消费猪肉从 １９７８ 年的导 ， 中国粮食产量 １９ ６０ 年比 １ ９５ ７ 年减少 了

１ ５ ．３ 斤增加到 ２３ ．５ 斤 ； 人均 日 用消费品年２ ６ ．４％
。

？
商品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 ， 导致

生活消费从 ２８ ．８元增加到 ５ １ ． １ 元 。

＾人民的消费水平和身体素质下降 。 Ｉ ９６０ 年

即便在中国粮食生产取得很大成绩的情同 １ ９５７ 年 比较 ， 国家粮食库存减少 ２３６ 亿

况下 ， 李先念对粮食生产的 自给 自足仍然多斤 ， 有些城市和地区 出现粮食脱销 的危险 。

次强调 。
１ ９８８ 年 ４ 月 １ ６ 日 ， 李先念视察河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 ， １ ９ ６０ 年农村

北省石家庄市及栾城县农村时指出 ：

“

农业留粮比 １ ９ ５ ７ 年减少 ３ ７
．
１％ ， 按人 口平均的

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 ， 农业搞不上去 ， 别的什粮食消 费量 比 １ ９５ ７ 年减 少 ３５
．
３％ 。

！＾粮食

么都不好办 ， 什么四个现代化 ，

一个现代化供求严重失衡 ， 这个时期如何做好粮食工作

也没有 。 十亿人 口 的大国粮食靠进口是不行关系到国 民经济的全局 。

的 ，

一

定要重视农业发展 。

”
ｐ

ｌ

］李先念于 １ ９６ 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给毛泽东并

中共中央的信中指 出 ：

“

粮食是稳定市场物

三
、 粮食价格是市场物价的核心价的关键 。 如果 国家不能征购到 必需 的粮

食 ， 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 ，

计划经济体制下 ， 粮食作为基本的生活对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

”
ｐ ７

】

９ 月 ６

物资 ， 对整个价格体系发挥着 中枢作用 ， 李日李先念给 中共中 央和毛泽 东的报告 中指

先念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

一九五六年九月出 ：

“

计划价格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稳定下

二十 日 李先念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来 ，

一

般不动 ， 个别调整 ； 自 由价格允许有

大会上的发言指 出 ：

“

物价政策在国 营商业升有降 。 要保障占职工生活开支百分之六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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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 在现行价格的基作用 。

础上稳定下来 。 这是 目前处理物价问题的一１ ９７８ 年 ６ 月 ７ 日 ， 李先念听取全国物

条重要政策界限 。

”Ｐ８
］“粮食价格 ， 即使在品价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 ：

“

物价问题关系到

种变化或者质量提高的情况下 ， 也不要提高国 民经济各部门 、 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

零售价格 ， 差价由 国家补贴 。 国家在收购大益 ， 调价要慎重 。 市场物价的调整更要慎

宗蔬菜的时候 ， 应 当实行必要的补贴办法 ， 重 。

”
ｐ °

］ 同年 １ 〇 月 ２０ 日 ， 李先念同纪登奎 、

或者采取用粮食 、 化肥和工业品奖励菜农的陈永贵等听取全国粮食会议情况汇报 ， 在讲

办法 ， 以稳定菜价 ， 保证职工生活 的稳定 。 话中说 ： 我 们对人民基本生 活必需品 ， 如

对于占职工生活开支百分之四 十左右 的商粮 、 油等定量供应的部分 ， 要切实保证 。 人

品 ， 主要是三类农副产品和
一

部分以三类农民基本生活必需品调价要慎重 ， 调价时要向

副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品 ， 应当从有利于发人民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 调价后要补上工

展生产和物资交流出发 ， 协商议价 ， 有升有资 。 要把情况告诉人民 Ｐ １
］

， 表现了
一

个共产

降 。 如果把这些商品 的价格统死 ， 就会妨碍党员伟大的民生情怀 。

生产 ， 越统越少 。 只要生产发展了 ， 就会逐
＇

步地 由少到多 ， 由贵而贱 。 在 目前工业品不四 、 粮食储藏工作是粮食安全很

够的条件下 ， 要保证这部分商品价格的稳重要的环节

定 ， 是办不到的 。 当然 ， 我们应当积极地加

强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 。 国营商业和粮食生产是有周期 的 ， 并且粮食生产也

供销合作社应当通过业务活动 ， 吞吐商品 ， 有丰收和歉收的年份 ， 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

便利购销 ， 协商议价 ， 平抑物价 。 国家要在人 口基数的发展中大国 。 这就要合理调剂粮

可能范围 内拿一部分工业品 ， 用奖售
一

部分食生产的时间周期 ， 兼顾丰收和歉收年份粮

物资的办法同农民进行交换 ， 尽可能使三类食供应的持续性 。 建国伊始 ， 中国党和政府

物资的价格不致过髙 。

一

、 二类农产 品收购便加强 了粮食工作 ， 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

价格 ， 应当坚持中央今年
一

月 决定的分两步销 ， 但粮食工作还是常有风波 出现。

“
一

九

走的办法 ， 即今年提高粮 、 油 、 猪 、 禽 、 蛋五六年的经验说明 ， 在丰年的时候 ， 应当预

的收购价格 ， 明年再考虑提高某些经济作物计到以后可能的歉收 ； 在有余的时候 ， 应当

的收购价格 。 经济作物收购价格的提高 ， 必预计到以后可能发生的不足 。 这就是说 ， 应

须慎重从事 ， 不要使粮食价格再成为
‘

盆当逐步地扩大物资储备 ， 以丰补歉 ， 以有余

地
’

。 目前工业品不足 ， 单纯用提价的办法补不足 ， 保证我们的建设事业顺利地前进 ，

拿票子给农民 ， 并不能真正使农民得到好更加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

”
ｐ
２

］

处 。 如果提价过多 ， 反而会使物价造成更大１ ９ ５７ 年 ７ 月 ， 李先念 同陈云主持全国

的混乱 。 第二步如何办 ，
还要看

一

看 。 我们粮食会议 。 李先念讲话指出 ： 今后粮食工作

必须避免陷入这样三个
‘

轮番
，

， 即 ： 粮食必须坚持
‘

三定
７

为基础 ； 坚持增产增购 、

与经济作物之间的轮番提价 ， 农产品与工业统
一

调度 、 先公后私 、 严格控制 销量等原

品之间的轮番提价 ， 工农产品价格与职工工则 。 粮食库存不能再挖 ， 灾荒必须随时准备

资之间的轮番提高 。

”％在经济困难时期 ， 对应付 ， 城市人 口必需的粮食供应应该保证 ，

粮食价格的控制和保持平稳 ， 有利于社会大出 口不 能减少 。

ｐ
３

］这里李先念着重强调 了保

局的稳定 ， 对经济调整 的成功 发挥了很大持库存不能再挖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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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 ， 李先念等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
１ ９８０ 年 １ ２ 月 １ ６

＿

对粮食储备有 了更深刻 的认识。 Ｉ ９６０ 年 ２２ ５ 日 ， 李先念会见联合国粮食理事会主席

月 １ ３ 日 至 ２８ 日 ， 李先念主持全国财贸书记等人时指 出 ： 中国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 但

会议 ， 在讲话中指出 ： 粮食是稳定市场的核还要靠天吃饭 。 要真正解决粮食问题还需要

心 ，

一

定要有储备粮 ， 国家要有储备 ， 公社很长时间 的努力 。

ｐｓ ］

１ ９８８ 年 ５ 月 ？ 李先念视

和生产队要有储备 ， 社员个人也要有点储察湖北时指出 ：

“
三年 困难时期 ， 给我们的

备 ， 年年都要储备
一点 ， 逐年增多 ， 手里有教训太深刻了 ， 也可以说是饿怕 了 。 这些年

粮 ， 心里才不慌 。

Ｍ这对大跃进时期公共食来 ， 我一直非常注意粮食问题 ， 就是吸取 了

堂不顾集体和个人积累 ， 放开肚皮吃饭等做那时的教训 。

”
ｐ９

］

１ ９ ８８ 年他在致关广富的信

法表达 了不满 ， 又对以后粮食工作提出 了中指出 ： 我国是有十亿人 口的大国 ， 谁也养

要求 。不起 。 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 ，

‘

无粮不

１％３ 年 １ 月 ， 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厅局稳
’

。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 ， 睡觉 的时候也

长会议上讲话指 出 ：

“

为了 建设社会主义 ， 要记住 【

４ °
］

， 表达了他对中 国粮食工作的严重

必须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 正常周转大约需要关注 。

３６０ 亿斤 ， 加上战略储备需要就更多了 。 因李先念长期担任党和国家财经工作的卓

此 ， 每年收购 的粮食要大于销售和其他开越领导人 。 他担任 国 务院 副总理达 ２６ 年 ，

支 ， 做到每年都积余一些粮食 。

”Ｍ
１ ９６４ 年长期分管财政 、 金融 、 贸易等工作 ， 为确立

１ ２ 月 ， 李先念在四 川省粮食厅的
一

个报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

上批示 ： 粮食系统要把保管粮食工作作为
一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

项大事来抓 ， 尽快取得效果 。 现在就应认真成效的工作 ， 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

总结前几年的那些好经验 ， 如
‘

四无
’

粮库倾注了 大量心血 。
ｍ这 自然包括李先念同志

要大力提倡 。

ｐ ６
］为 中国粮食工作所做的巨大贡献 。

合理的经营管理有利 于粮食 的运输储

藏 。 Ｉ％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李先念出席全国粮参考文献 ：

食厅局长会议 ， 在讲话中指出 ： 粮食部门经

营管理的中心工作 ， 就是按照经济区域组织［ １ ］［ ６］［３ ７］ 《李先念传 》 编写组 鄂豫边区

商品流通 。 不解决这个问题 ， 网店设置不会革命史编辑部 ． 李先念年谱第 ４ 卷 ［Ｍ］ ？ 北京
：

合理 ， 劳力也花得多 ， 运输储藏等费用也增中央文献出版社 ， ２〇 １ １ ． ２ ４５ ；２８ ２ ；１從

力口 。

ｐ ７
】新中国成立后 ， 经过多年的经验教训 ，［２ ］［３ ］［５］［ Ｉ ３ ］［３ ３］［３

４
］ 《李先念传 》 编

我们已经初步建立 了 比较完备的粮食储备
写组 ；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 李先念年谱第 ３ 卷

制度［Ｍ］？ 北 京 ：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１ ． ３ ８

；
６４

；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发展 中 ＊
３Ｑ １

；

国 ， 粮食问题
－

刻都不能掉以轻心 。 我们要
易 （上 ） ［

Ｍ
］． 北京 ：

心

中 国＾经 济 出 版社 ，

采取各种措施和办法解决中 国 的粮食问题 ，

２４ ＣＸ

保证中国粮食安全 ， 确保
“

中国人的饭碗任［
７
］［

１ ７
］［

１ ８］［ ３０ ］［
３ １ ］ 《李先念传 》 编写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 己手上 。 我们的饭碗组 鄂豫边 区革命史编辑部 ？ 李先念年谱第 ５ 卷

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

。［
Ｍ

］
？ 北京 ： 中 央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４ ４３
；
２ ９７

；

李先念对解决中 国粮食问题的复杂性 、 ３ ６１ ；６ １ ０ ； ６７ ３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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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９］［ １ ０ ］［ １ １］［ ２ １ ］［ ３８ ］［ ３９ ］［ ４０］［Ｍ］ ． 北京 ： 人 民出版社 ， １９８ ９ ．２ １４ ；２ １６ 

—

２ １７
；

《李先念传 》 编写组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 ？ 李先２ ７０ ；２Ｈ
—

２ ７２ ．

念年谱第 ６ 卷 ［Ｍ］ ． 北 京 ： 中 央文献 出 版社 ，［ ２４ ］ 《李先念传 》 编写组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

２ ０ １１ ． ８６
；１ ４ ６

；１３ １
，４ ５６ ；４４ ３ （３ ９３

；４４４ ；４４ ６ ．辑部 ？ 李先念年谱第 ２ 卷 Ｍ］？ 北京 ： 中央文献出

［１２ ］［ １ ４］［３ ５］［３６ ］ 李先念 ． 李先念论财政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６７ ９．

金融贸易 （下 ） ［Ｍ］？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２６ ］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 办公室编 ． 中华

社 ， １ ９９２ ． ２３ ５
；９３

—

９４ ；９３ ；２２ ５ ．人民共 和国 国 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大事辑要

［ １ ５ ］［ １ ６］ 李先念 ？ 建 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 ３ （ １ ９４ ９
—

１９ ８５ ）［Ｍ］ ？ 北京 ： 红旗出版社 ， １ ９８ ７ ．

册 ［Ｍ ］ ． 北京 ： 中央文 献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２ １ ０
；１ ６２ ．

２ １０ ．［ ４ １ ］ 胡锦涛 ． 在纪念李先念同志 １００ 周年诞

［ １ ９］［２０］［ ２５］ 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辰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 ＤＢ／ＯＬ ］ ，ｈｔｔｐ ：／／

鉴１ ９８３ ［ Ｍ ］ ． 北 京 ： 中 央 统 计 出 版 社 ，ｗｗｗ ． ｇｏｖ ． ｃｎ／ ｌｄｈｄ／２ ００ ９
＿

０ ６／ ２ ３／ｃｏｎｔ ｅｎｔ＿

１９８３ ． ４ ８３ ｝４８ ３ ；１ ４９ ．１ ３ ４８ ３３ ６ ．ｈｔｍ ， ２００９
—

０６
—

２ ３ 。

［ ２２］［ ２ ３］［２ ８］［２ ９ ］ 李先念 ． 李先念文选

ＬｉＸｉａｎｎ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ｋｗｉ ｔｈＧｒ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Ｉ ｃＴｓＲｅｐｕｂｌ 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ｑ ｉｎｇ

（ Ｉｎｓ ｔｉ ｔｕ 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 ｆＳｏｃｉ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１ ００８ ３６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ｒａ ｉｎ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ｉｓｏ ｆ

ｇｒｅａｔｓ ｉｇｎ ｉ
ｆｉ 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ｕｃｈａ

ｐｏｐｕ ｌｏｕ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
ｉ
ｋｅＣｈ ｉｎａ ．Ａ ｓ

ａ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ｌｅａ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ｔｈｅ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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