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쟐쪵ퟶ뫃맺볒헾닟탔솸쪳쫕뒢뫍볠맜릤ퟷ뗄춨횪

国粮检〔2015〕20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财政厅（局）、物

价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中储粮有关分公司：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工作的

有关批复精神，强化最低收购价和国家临时存储粮食(以下统

称“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工作的“四个共同”机制，严格

落实收储企业执行政策的主体责任，强化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和农业发展银行的监管责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各环节职责分工

中储粮各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业发

展银行省级分行要依据各自职责和分工，共同合理确定收储

库点（含委托收储库点和租赁社会库点，下同），共同组织

好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入库，共同对收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

的数量、质量、库存管理及销售出库等负责，共同落实好国

家政策性粮食收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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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点环节。按照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有关规定确定国家政策性粮食的收储

库点。中储粮直属企业会同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

分支机构提出委托收储库点建议名单，并逐级上报。中储粮

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负责审核委托收储库点和租赁库点

的仓储设施是否符合条件，清杂、检验、烘干设备、安全设

施（保障）、收购信息系统等是否齐全；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负责审核库点的收购资格、工商注册、仓储单位备案、统

计制度和质量制度执行、销售出库管理暂行办法执行、安全

生产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在收储及销售出库等方面存在违规

行为等；农发行分支机构负责审核委托收储库点是否在农发

行开户、核实企业提供的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企业信用报告》

真实性（主要包括：企业近三年有无不良记录、企业在农发

行的资产抵押情况、企业对外担保情况）。中储粮有关分公司、

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共同组织对

收储库点进行空仓验收和资质审核，留取影像资料，对启动

前库存粮食进行登记封存，锁定已验收的空仓仓号；在收购

启动前要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布已确定的

收储库点名单。

（二）启动环节。收购开始前，中储粮直属企业会同地

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分支机构张贴规范统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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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告，公布受理举报方式，并将有关情况上报中储粮有

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

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时，中储粮有关分

公司会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及

时提出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执行时间的建议；当市场粮价回

升到最低收购价之上时，及时通知各委托收储企业及其库点

停止最低收购价收购。国家临时存储粮食按照国家规定的收

购时间启动收购。

（三）收购环节。中储粮和中粮、中纺、中航有关分公

司及其直属企业负责具体组织收储库点按照政策规定开展收

购活动，制定相关制度和措施，加强对收购业务的全过程管

理和业务指导，监督和管理各收储库点根据收购情况和粮食

入库进度合规使用收购资金，并将收购资金及时结算给直接

售粮人，不得将收购资金挪作他用，不得给售粮农民“打白

条”。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承贷企业要根据收购情况和粮食入

库进度及时将收购资金预拨给委托收储库点或直接拨付给售

粮人，保证收购资金兑付。农发行分支机构负责及时向承贷

企业提供收购资金，对收购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进行信贷监

管，确保库贷挂钩。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对收储库点执行收购

价格政策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

做好收购的组织协调和监管服务工作，强化对收储库点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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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执行粮食质价政策和粮食统计制

度、兑付售粮款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组织有关部门检查国家

粮食收储政策执行和储粮安全等情况，及时受理群众举报，

查处违规行为。

在收购过程中，如出现收储矛盾突出、不能满足农民售

粮要求等情况，由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农发行分支机

构和中储粮直属企业共同研究提出建议，报送省级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农发行省级分行和中储粮分公司商定解决办法，

确保不出现“卖粮难”。

（四）验收环节。国家政策性粮食验收工作由中储粮有

关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

行共同组织。收储库点收购入库的粮食，数量由中储粮直属

企业会同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分支机构共同验收；

质量由中储粮有关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

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共同指定符合资质条件的质检机构（包括

中储粮分公司质监中心、粮食部门所属质检机构）验收。质

检机构出据正式的验收报告，并对验收结果负责。验收报告

一式四份，由验收单位和被验收企业（库点）分别留存，须

保存至粮食拍卖销售出库。严格验收程序和质量检验，严禁

委托被检企业及其收储库点扦样、送样。建立“谁验收、谁

扦样、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建立验收争议解决机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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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解决验收争议。

（五）储存和出库环节。严格落实粮食收储企业储粮安

全的主体责任。中储粮及其他中央粮食企业要加强对其直属

企业及收储库点内部监管，全面落实国家政策性粮食管理到

货位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全力确保国家政策性粮食安全储

存。实行驻库监管员制度，中储粮直属企业要向每个收储库

点（不含三家辅助央企）派驻监管员，张榜公布，备案管理，

切实将收储库点的管理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国家政策性粮食

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收储库点所在地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农发行分支机构也要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人。

委托收储企业及其库点要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性粮食出

库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确保国家政策性粮食按要求

正常出库。如出现“出库难”问题，属于中储粮直属企业及

其租赁库点的，由中储粮有关分公司负责协调处理，有关情

况应及时向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

通报；不属于中储粮直属企业及其租赁库点的，由地方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会同中储粮直属企业、农发行分支机构负责协

调处理。对委托收储库点拖延阻挠出库、提高并额外收取出

库费、提供质价不符信息等违规行为，由地方粮食、价格等

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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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价格主管部门依照《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价格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和

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等有关规定承担起监督检查职责，加强对

收储库点政策性粮食收购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严肃

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受理并核查处理群众投诉和举

报案件，对典型案件进行通报。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

强对市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工作的督促指导。农业

发展银行对粮款支付违规企业要给予信贷制裁。

对政策性粮食收储库点在收购、验收、储存、出库过程

中因违规收购、数量短少、质量不符等造成损失的，属中储

粮直属企业及其租赁库点的，由中储粮有关分公司负责协调

处理和赔付，由中储粮分公司、农发行分支机构和地方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追缴收购资金和已拨付的费用利息补贴；

属中粮、中纺、中航等中央粮食企业及其租赁库点的，由该

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负责协调处理和赔付，由所属企业总部

或分支机构、中储粮分公司、农发行分支机构和地方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共同追缴收购资金和已拨付的费用利息补贴；属

其他收储库点的，特别是 2013 年国家临储玉米分贷的地方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中储粮分公司、农发行分支机构和地

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追缴收购资金和已拨付的费用利息

补贴，造成的损失用当事企业的保证金和其他担保资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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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赔付不足以弥补损失的，由中储粮分公司、农发行分

支机构和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追缴。对

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还要按照《粮食

流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违规企业属于中储粮直属企业的，中储粮分公司要追究

直属企业有关人员的责任；属于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由地

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属于中粮、中纺、

中航等中央企业的，由该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追究有关人员

责任；属于社会企业的，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将其列入

黑名单，限制直至禁止其从事政策性业务。涉嫌违法的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三、做好组织协调和保障工作

（一）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

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建立国家政策性

粮食收储监管工作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会商解决

收储和监管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二）强化监督检查和巡查工作机制。政策性粮食收储

执行主体承担落实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管理的主体责任，在

此前提下，要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要求，落实各级地

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监管责任。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要会同农发行分支机构和中储粮系统，以及价格、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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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等部门对辖区内所有政策性粮食收储企业及其库点进行

全方位的巡查检查，形成监管合力。同时，按照国务院关于

推广“双随机”抽查要求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组织好对粮食

收购政策执行情况的随机抽查，将监督检查工作延伸到每个

收储库点，层层传导压力，全面加强粮食收购活动的事中事

后监管。要制定并实施收购检查工作方案，强化人员、物质

装备和工作经费等保障措施，规范使用执法文书，完善检查

工作日志，详实记载检查的时间、对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

等内容，将企业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情况纳入企业守法诚

信评价体系，实行分类监管。

（三）加强层级监督，规范执法行为。省级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要结合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强对基层粮食行

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的层级督查，指导和督促

市、县两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严格落实粮食购销市场的监管

责任，直接组织对重大举报案件的核查处理，严格做到规范

文明公正廉洁执法。对因失察或执法出现严重偏差而发生重

大违规事件的，要依法追究相关执法人员责任。国家有关部

门将适时对重点地区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

（四）落实经费保障。执行最低收购价和国家临时收储

政策支出的监管费用从中央财政按年对中储粮总公司包干的

保管费用补贴中列支。中储粮有关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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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根据本省监管工作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具体经费管

理使用办法，确保监管经费足额到位，专项用于国家政策性

粮食收购和库存监管，严禁挪用。财政部将会同国家有关部

门对监管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截留、挪用国家政策

性粮食监管经费的，将依据党纪政纪严肃追究单位主要负责

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 家 粮 食 局 财 政 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2015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