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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的构建和演变( 1955—1993 )*

———以河南省为个案

田 锡 全

〔摘要〕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是统购统销体制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粮食消费和人口

迁移的一种方式。从计划供应时期河南的情况来看，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不同

类别的粮食供应转移证管理制度的严密和完善，都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经由中央与地方各层级粮政

部门之间的互动和调适，一个内部种类繁多、构造复杂的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体系得以构建起来，并

在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实行以及城市非农业人口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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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of Transfer Certificates for the
Supply of Grain ( 1955 － 1993 )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Tian Xiquan
Abstract: The system of transfer certificates for the supply of grain was the product of the monopoly system of uni-

fied purchases and sales． It was also a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grain consumption and population migra-

tion under China’s planned economy． Based on the situation in Henan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the system

of transfer certificates for the supply of grain was constantly evolving，whereas the system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grain were undergoing a long process of improving．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and adjustments of the grain adminis-

trative departments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a complex system of transfer certificates for the supply of grain

was established，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for the supply of grain and in the

control over th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areas．

粮食供应转移证是计划供应时期用于城乡

居民迁居或短期外出迁转粮食供应关系的凭证，

是随着 1955 年后半年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办法和

农村粮食三定政策的出台，作为整个粮食票证

制度的组成部分开始配套实行的。在农村粮食

统购制度和城镇非农业人口粮食统销制度先后

于 1985 年、1993 年取消之后，粮食供应转移证

制度则继续实行至 2001 年 4 月，存在时间达 46

年之久，是 统 购 统 销 制 度 中 最 晚 取 消 的 部 分。

鉴于学术界对于民用类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的

关注明显不够①，加之现有的粮食票证制度研

究中存在着重 “票”轻 “证”的明显倾向，多

数研究 均 关 注 粮 票 制 度，而 对 于 粮 食 供 应 证、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粮食计划供应制度与当代

中国城市社会变迁研究 ( 1953—1993 ) ” ( 13BDJ021 )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学兵的《当代中国史上“粮油关系”的兴替》一

文，论及与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有关的户粮关系一体

化、转移证制度在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终结后继续维持

近十年时间的原因等问题。参见张学兵: 《统购统销

与计划经济 秩 序》，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2012 年，第

79—97 页。刘彦卿、肖心建对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

移证和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的签发对象、签发程序有

所介绍。参见刘彦卿、肖心建: 《中国粮票史话》，

香港东方文化中心，1996 年，第 196—199 页。田锡

全曾对军用类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的演变情形做过探

讨。参见田锡全: 《计划供应时期军用粮食票证的制

度演进———基于河南省的个案考察 ( 1953—1993 ) 》，

《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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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应转移证等诸多购销、供应凭证的制度

演变情形则语焉不详。因此，本文将以计划供

应时期的河南省为个案，对粮食供应转移证制

度的构建与演变情形进行探讨，以揭示其在粮

食计划供应制度实行以及城镇非农业人口控制

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丰富整个粮食票证制度

和统购统销制度的历史图景。民用类粮食供应

转移证的适用对象分为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

两类群体，具体包括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

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以及粮食供应临时转移证

和专用转移证等类别，下面兹分类予以论述。

一、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的

构建与演变

计划供应时期城镇非农业人口的流动分长

期性迁居和短期外出 ( 到达地点固定) ，与此相

应的粮食供应关系迁转遂分为长期性迁转和临

时性迁转，使用的分别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

移证 ( 以下简称 “市转证”①) 、非农业人口临

时粮食供应转移证以及各类专用转移证。由表

1 可知，计划供应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粮

食或饲料转移证有市转证，市镇牲畜饲料供应

转移证，民航义务工复员、转业、调动粮食供

应介绍证，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介绍信，人事

部专家司介绍信，以及各种军用粮食供应介绍

证等种类，其中前两种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其

余的属于临时转移证或专用转移证。与市转证

相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使用的种

类繁多的临时转移证和专用转移证，出现得相

对较晚，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在河南等

省份实行，至 70 年代在各省市普遍实行起来。

因市转证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种，以下首先对市

转证制度演变及其地方实践情形作一介绍。

在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出台之前，因城

镇粮食计划供应制度执行得比较宽松，尚不存

在粮食供应转移证。至 1955 年 8 月 25 日，国

务院发布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决定

对市镇居民的口粮及其他用粮对象实行定量供

应，并且开始发放各种粮食供应凭证，制定票

证管理制度，市转证即作为各类粮食供应凭证

中的一种开始配套使用。具体使用办法为: 市

镇居民迁居的，应凭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向原

发证机关领取粮食供应转移证，凭证至迁入地

区办理粮食供应手续。迁出时如有存粮，可以

携带或卖给国家粮店，领取地方粮票或全国通

用粮票。未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地区的居民迁居

至已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市镇的，可凭原居住

地人民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所发证件及迁入地

的户口证件，办理粮食供应手续。② 如系整户迁

居，应缴销原领粮食供应证; 如系家庭部分人

员迁居，应核减其供应数量，并由粮食部门根

据迁居者的供应等别、供应标准、供应数量和

供应起讫日期签发粮食供应转移证。迁居者凭

粮食供应转移证和户口证件，向迁入地办理粮

食供应手 续。③ 市 转 证 印 制 权 限 归 各 省、自 治

区、直辖市粮食厅、局④。

上述规定显然比较笼统，对于市转证的格

式、签章主体、签发机构、粮食供应关系衔接、

节约粮迁 转 等 诸 多 环 节 均 没 能 作 出 明 确 规 定，

在具体 实 行 中 容 易 发 生 混 乱 现 象。实 行 之 初，

即有迁居者因签发机构不明确致使粮食供应关

系未能顺利迁转。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粮食

部于当年 12 月初发出 《关于居民迁移办理粮食

供应转移手续的通知》，规定迁居的市镇居民，

只要持有迁出地的县、区、乡人民委员会、街

道办事处或粮食部门签发的粮食供应转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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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央和地方粮食部门的相关文件中将市镇居民粮食

供应转移证简称为“市转证”的做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建国以来重要文 献 选 编》第 7 册，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1993 年，第 118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关于实行市镇粮食定量供

应暂行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 ( 1955 年 8 月 25 日) ，

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J105 － 4 － 402。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

制使用暂行办法》 ( 1955 年 9 月 5 日) ，河南省南阳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52 － 4 － 145。从河南的情况来

看，市转证的印制权限几经变动，由最初下放到各

县 ( 市) 级粮食局，后归属于各专 ( 专区、地区) 、
市 ( 地级市) 级粮食局。参见河南省粮食厅: 《关于

认真贯彻执行粮食供应转移手续的通知》 ( 1956 年 9
月 12 日) ，河南省唐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47 － 1 －
2 － 39。



表 1 计划供应时期河南省非农业用粮、用料供应转移证一览表

名称 适用对象 启用时间* 类型 适用范围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 非农业人口 1955． 8 通用

职工价购粮供应转移证 转回地方的部队在编职工 1963． 3 专用

复员、转业、退休军人粮食供应介

绍证
部队复员、转业、退休人员 1964． 6 专用

在编职工调动、退休、退职粮食供

应介绍证
部队退职、退伍人员 1964． 6 专用

退役军人、在编职工粮食供应介绍

证
军事系统退役军人、在编职工 1971． 1 专用

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在编职工

休假 ( 探亲) 供应介绍证

军队 ( 武警) 官兵、文职人员、在编

职工
1989． 12

专用、

临时

民航义务工复员、转业、调动粮食

供应介绍证
转业、复员的民航义务工 1980． 11 专用

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介绍信 跟随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的家属 1986． 6
专用、

临时

人事部专家司介绍信 跟随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的家属 1988． 7
专用、

临时

市镇牲畜饲料供应转移证 市镇牲畜 1956． 7 通用

全国

河南省百人以上粮食供应转移证
省内专、市间非农业人口及各项建设

事业民工集体转移
1961． 4． 1 临时

社教工作队粮油供应临时转移证 参加点上社教工作队的非农业人员 1964． 9
专用、

临时

面上社教工作队粮油供应临时转移

证
参加面上社教工作队的国家工作人员 1964． 12

专用、

临时

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
非农业人口集体临时外出超过 3 个月

者 ( 出省 50 人以上，省内 5 人以上)
1973． 3 临时

注销被逮捕人粮油供应关系通知书 被逮捕人犯 ( 包括农业人口) 1983． 4 专用

河南

资料来源: 根据河南省档案馆、河南省南阳市档案馆、河南省唐河县档案馆、上海市闵行区档案馆馆藏相关

档案资料整理而成。另参阅上海市粮食局编: 《上海市市镇粮油供应政策文件摘编》，1981 年，第 136—137 页;

河南省粮食购销公司编: 《市镇粮食供应文件选编》，1990 年，第 198—204 页; 河南省革委会粮食局编: 《粮食

供应政策选编》，1977 年，第 411 页; 河南省粮食购销公司编: 《市镇粮食供应政策选编》，1984 年，第 155—
156 页。

* 说明: 文件中有明确启用时间的，具体到年月日; 没有明确规定启用时间的，仅具体到文件下发的当月。

迁入地的粮食部门即应凭粮食供应转移证和户

口证件，办理粮食供应手续①。《通知》中对粮

食系统以外不同层级行政机构也可以签发转移

证的规定，使得签发权限过于分散，未能很好

解决上述存在问题。1956 年 4 月，粮食部制发

了统一的市转证式样，名称为 “粮食供应转移

证明”，并对其签发事项作了规范: 转移证的上

端必须统一加盖市、县粮食局公章; 一般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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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关于居民迁移办理粮食供

应转移手续的通知》 ( 1955 年 12 月 1 日) ，河南省

档案馆藏，档案号 J105 － 4 － 402。



区级以上粮食机构 ( 即区粮管所) 签发，也可

下放到基层粮店或街道办事处签发，签发单位

必须在证的下端加盖本单位戳记和经办人员私

章; 必须凭公安部门的户口迁移证签发粮食供

应转移证①。至此，市转证的管理工作开始走上

规范化，不过仍存在签发权限分散的问题，导

致实行中出现各种乱象。

此后，市转证式样、签发权限在 1963 年发

生比较大的变化。针对之前七年多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是年 5 月 13 日，粮食部制发了新的市

转证式样及填发说明，将名称由之前的 “粮食

供应转移证明”改为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

证明”，制式由之前的单页 凭 证 改 为 单 页 两 联

( 左联是存根，右联是凭证) 。市转证由市、县

粮食局指定基层粮食部门签发，不准委托集体

伙食单位或其他非粮食部门签发。新市转证最

迟在当年 9 月 1 日起使用。② 至此，市转证的签

发权限开始统一，整个市转证制度架构开始稳

定下来。

关于 市 转 证 的 签 章 主 体，虽 然 粮 食 部 在

1956 年 4 月已明确规定 “转移证的上端必须统

一加盖市、县粮食局公章”，各地在实际执行中

仍出现诸多乱象。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在 60 年代

前半期。对于四川省粮食厅城镇粮食供应管理

处 1963 年 7 月 11 日请示在新印制的市转证上

可否套印市、县粮食局公章的问题，粮食部在

当月 23 日 的 批 复 中 指 出，可 以 在 市 转 证 上 套

印，并请各地转知有关办理单位，对市转证上

套印的市、县粮食局公章视同加盖市、县粮食

局公章办理③。次年 4 月，粮食部又对 “市、县

粮食局公章”的具体含义作出说明: 指上级颁

发给市、县粮食局的行政公章，而不是任何业

务专用公章④。

粮食供应关系衔接问题是在六七十年代逐

渐完善起来的。粮食部于 1962 年 5 月 25 日规

定: 市转 证 上 必 须 填 明 迁 出 地 停 止 供 应 日 期

( 包括领取在途使用的粮票数量) ，以便迁入地

衔接供 应; 不 管 是 按 破 月 计 算 或 按 整 月 计 算，

到达地都必须根据转移证上所填的截止供应日

期衔接供应; 凡是由于迁出地粮食部门未按规

定填发转移证或填写有误的，只要公安部门准

许办理落户，可以先行借给一部分粮食，再与

迁出地粮 食 部 门 联 系 补 办 粮 食 供 应 转 移 手 续;

从迁出地停止供应日至公安部门准许落户前这

一段时间的口粮，应该由迁入地粮食部门予以

补供⑤。其中 “不 管 是 按 破 月 计 算 或 按 整 月 计

算”的规定，意味着既可以按破月计算，也可

以按整月计算。这一做法在一年后即发生变化，

粮食部规定此后粮食供应 “采用整月转移的办

法，不破月转移”。签发单位必须把迁移者的粮

食定量数量，按整月结算清楚，当月粮食定量

数量以内的粮食未购完的，应当发给粮票，带

到迁入地使用。⑥ 市转证上填 写 的 停 止 供 应 日

期，商业部于 1979 年 3 月 6 日规定 “不得早于

签发日期”。对迁移者丢失 粮 食 供 应 转 移 证 明

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粮食部门应及时取得联系，

共同协商，在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原签发单位

可根据原 粮 食 供 应 转 移 证 明 的 存 根 出 具 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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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关于加强市镇粮食供应业

务工作的几项规定》 ( 1956 年 4 月 24 日) ，河南省

档案馆藏，档案号 J105 － 5 － 536。
河南省粮食厅: 《关于转发粮食部下达的“市镇居民

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式样的通知》 ( 1963 年 5 月 25
日) ，河南省唐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47 － 1 － 12 －
162。
《粮食部关于在〈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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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年，第 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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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号 J105 － 10 － 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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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地粮食部门凭此办理衔接供应手续，保证

迁居者的口粮供应。① 对于因故未能如期落户的

迁居者，从迁出地停止供应日期至户、粮关系

落下 这 一 段 时 间 的 口 粮 补 供 问 题，粮 食 部 于

1979 年 8 月 2 日规定: 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且理

由正当的，一 般 可 全 部 补 供; 超 过 三 个 月 的，

哪些应该补供，补供多长时间，由省级粮食部

门规定，但补供的时间一般不要超过一年，并

须经县级以上粮食部门审查批准; 个别特殊情

况，需要补供的数量超过一年的，由省级粮食

部门审定②。另外，早在 1958 年 3 月，河南对

移民 ( 包括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途中所需

粮食已作出明确规定: 不分年龄大小，一律按

每人每天平均一斤二两面粉计算，其价格按照

当地销售牌价作价③。
“文化大革命”时期，市转证管理制度的变

化主要表现在城镇居民节约贮存的粮食跨省迁

移办法的规定上。针对城镇居民节约贮存的粮

食在跨省迁移时不能兑换全国通用粮票 ( 因全

国通用粮票含油，储粮户一般都没有存油) ，携

带粮食长途运输不方便的问题，商业部于 1975

年 3 月 7 日 规 定，城 镇 居 民 节 约 贮 存 的 粮 食、

粮票一律归个人所有。跨省迁移时，可由迁出

地粮食部门在市转证备注栏填写节约贮存粮食

( 包括地方粮票) 数量，加盖县或相当于县级以

上粮食部门公章转出。迁入地粮食部门在办理

粮食供应关系的同时，应做好思想工作，动员

迁入户将节余的粮食继续贮存起来。节约贮存

的粮食跨省转出后，原则上应按迁入地供应的

粮食品种和比例供应。④ 其后，有些省市针对贮

存粮跨省迁转中遇到的问题，出台了相应举措。

比如，当年 12 月 3 日，为解决市镇居民在办理

节约贮存粮跨省转移手续时到区、县粮食局加

盖印章的 不 便，上 海 市 粮 食 局 规 定，由 各 区、

县粮食局统一刻制 “储粮转移专用章”，分粮管

所编号下发并指定专人 ( 配票员) 保管，启用

时必须按实际转移数验收粮票、核对票券收发

登记表无误后，予以盖章外转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粮食计划供应制度

取消这十六七年时间内，市转证实行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是其被不法分子利用，将农业人口充

作非农 业 人 口 转 出，导 致 吃 商 品 粮 人 口 增 加。
市转证被伪造、盗窃、倒卖等现象在全国各地

屡有发生。为堵塞漏洞，市转证管理工作更趋

严密和细化。如河南省在 1979 年 7 月将市转证

的印制权由县 ( 市) 级粮食局上收到地 ( 市)

级粮食局，签发实行两级复核制，即市镇居民

迁出，先经粮店注销购粮证，填发 “定量供应

转移单”，之后由粮管所或中心粮店审核无误后

签发市转证，再经县粮食局复核无误后加盖县

粮食局行政公章方能生效，并取消了空白证加

印或套印县粮食局公章的规定⑥。到 1987 年底，

市转 证 的 签 发 权 限 也 由 基 层 店、所 上 收 到 县

( 市) 粮 食 局⑦。1989 年 “农 转 非”实 行 计 划

与指标双向控制后，伪造、盗窃、贩卖、涂改

市转证案件不断增加，一些农业人口非法成为

市镇定 量 供 应 人 口，给 国 家 造 成 较 大 的 损 失。
为此，商业部于 1991 年 12 月提出对 1989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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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关于城镇居民节约储存的粮食跨省迁移时如

何处理的通知》 ( 1975 年 3 月 7 日) ，山东省革委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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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迁入迁出的市转证进行一次清查，逐张逐人

核实、登 记 造 册、认 真 鉴 别，发 现 有 疑 点 的，

要及时与迁出、迁入地粮食部门联系查证。为

防止伪造、加强防范，商业部还决定于 1992 年

6 月 1 日在全国使用新的市转证。市转证签发、

接收等办理权限也由基层粮管所上收到县级或

相当于县 级 粮 食 部 门。① 1992 年 3 月 5 日，商

业部发 文，对 新 版 市 转 证 的 签 发 和 接 收 权 限、

办理要求、保管、发放、建档制度、印制权限

等作 了 详 细 规 定，新 版 市 转 证 样 本 也 随 文 附

发②。随着新版市转证在全国范围内启用，河南

省对 市 镇 居 民 迁 移、干 部 职 工 调 动 同 时 实 行

“粮食关系准迁证”办法。这一办法实行不到一

年，自 1993 年 4 月 1 日起，居民迁移不再办理

粮食关系准迁证，办理市转证还是按以往规定

执行。③ 鉴于不少地区发生新 版 市 转 证 被 盗 事

件，商业部粮食管理司于 1992 年 9 月 11 日下

发通知，要求各级粮食部门切实加强领导，提

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市转证被盗

后，应及时上报商业部和省 ( 市、区) 粮食局，

及时通知各地经办单位，并在 《中国商报》刊

登声明宣布作废④。

改革开放时期，粮食部或商业部还对市转

证实行中遇到的诸多新问题进行了规范，涉及

国营农场职工、科技干部、工人退休 ( 以及退

职、退养) 、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和子女、离婚

双方、华侨农 ( 林) 场安置的归侨和难侨、劳

改犯人、收容劳教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诸多

用粮对象的粮食供应迁转问题。这些做法使得

整个市转证管理制度更趋严密和强化。

二、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的

构建与演变

计划供应时期，农业人口粮食供应转移证

也分为长期迁居类转移证和短期在外类转移证

两大类。长期迁居类转移证即农村粮食供应转

移证启用于 1955 年 8 月，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的派生物，也是整个粮食票证制度的组成部分

之一。国务院于 1955 年 8 月 25 日发布的 《农

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第 26 条，对农业人

口迁转粮食供应关系规定如下: 农村居民迁居

外地的，应凭户口转移证件至国家粮站办理粮

食供应的转移手续。如系缺粮户，应凭农村缺

粮户粮食供应证向国家粮站换取粮食供应转移

证; 如系余粮户或自足户，可将剩余粮食卖给

国家粮站，领取粮食供应转移证。⑤ 粮食部随后

于 9 月初发文，对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的签发

机构作 了 具 体 规 定: 由 县 级 人 民 委 员 会 编 号、

盖印，发给基层粮食供应单位，由基层粮食供

应单位加盖负责人及填写人名章后填发⑥。当年

10 月 18 日，河南省粮食 厅 颁 发 《河 南 省 一 九

五五年度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应用证、票、表格

使用管理细则》，对于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的式

样、印制权限作了补充规定: 农村粮食供应转

移证的式样为复式两联，其印制权归地区专署

粮食局或县粮食局。另外，农村粮食供应转移

证式样也随 《细则》附发。⑦

针对 粮 食 供 应 转 移 证 签 章 不 统 一 的 问 题

( 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须加盖县人民委员会 公

章⑧，市镇粮食供应转移证须加盖市、县粮食局

公章) ，粮食 部 于 1957 年 9 月 7 日 下 发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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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从当年 11 月起，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一律

加盖市、县粮食局公章或 “市、县粮食局供应

转移专用章”，以便和市镇粮食供应转移证的盖

章办法取 得 一 致①。这 一 规 定，后 来 又 发 生 变

化。1965 年 8 月 3 日，粮食部发文提出，农村

粮食供应转移证 “可以仍由县级人民委员会或

县级粮 食 局 编 号、盖 印，两 者 均 属 有 效”。另

外，迁居户口粮供应时间的衔接，可以按月转

( 例如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口粮) ，也可以破月转

( 例如两个半月或两个月零二 十 天) 。② 对于农

村人口转移粮食供应关系时粮食的作价问题，即

农业人口迁出时把粮食卖给国家，到迁入地区又

向国家买回这部分粮食，粮食部于 1966 年 5 月

16 日规定: 购进和卖出都按统销价格作价③。

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涉及的一项重要管理

工作是 “农 转 非”人 口 的 粮 食 供 应 关 系 迁 转。

在 1964 年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居民转

为市镇居民应签发何种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国

家粮政部门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引发了不少乱

象。为此，粮食部于 1964 年 9 月 25 日下发通

知，对 “农转非”人口粮食供应转移问题作出

规定: 农业人口转为市镇粮食定量供应人口的，

一律签发 “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迁入地粮食

部门应当根据迁出地粮食部门填写的开始供应

时间，正式供应粮食。对于农村按市镇粮食定

量办法供应的人口，转移粮食供应关系时一律

签发 “市镇粮食供应转移证明”。④ 之后，针对

群众来信中反映 “农转非”人口户粮关系转出

后，迁入地公安部门同意落户，而粮食部门不

同意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粮食部于同年 11 月

2 日发文提出， “农转非”人口凡已正式落户

者，粮食部门应根据入户证明和粮食供应转移

证明，办理粮食供应手续。虽经公安部门批准

落户，但不符合本省 ( 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

委员会有关农村人口转为市镇人口规定精神者，

粮食部门可以提出意见，并应积极主动会同公

安部门研究处理。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意见不

一致，不要放下不管，应迅速请示当地人民委

员会决定。⑤ 1973 年 11 月 16 日，商 业 部 发 文

强调，农业人口迁移时，一律签发 “农村粮食

供应转移证”，不得签发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

移证”。如有个别特殊情况，符合政策规定，经

过正式批准，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吃商

品粮的，由迁入地粮食部门审查后，凭公安部

门的落户证明和原住地签发的粮食供应转移证

办理粮食供应手续。迁移时，应将原生产队分

配口粮所余部分卖给国家，不应带到城镇，以

免重复供应。⑥

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流动的扩大，“农

转非”人口的粮食供应关系迁转日益凸显其重

要性。县以上各层级粮政部门 ( 包括县级) 会

同同级公安、教育、人事等部门，对调整工作

的科技人员家属、三线地区军队企事业单位职

工家属、跨省调动的国营农业企事业职工家属、

长期两地分居的老工人夫妻、女民办教师转正

前所生子女、恢复非农业户口的老市民、自理

口粮户口人员，以及大中专院校招收的农业户

口统 招 生、委 培 生、收 费 走 读 生 等 诸 多 人 员

“农转非”过程中的粮食供应关系迁转问题，作

出了相应规定。1991 年，在河南省办理 “农转

非”粮食关系，除具有正常手续外，还要持有

河南省 “农转非人口许可证”⑦。

改革开放之后，对于 “农转非”人口和回

城知识青年在农村数量较多的节余粮的迁转办

法，商业部在 1979 年 3 月 6 日发文规定，迁出

·77·2019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关于变更农村粮食供应转

移证盖印问题的通知》 ( 1957 年 9 月 7 日) ，河南省

档案馆藏，档案号 J105 － 18 － 551。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农村居民粮食转移关系

的补充通知》 ( 1965 年 8 月 3 日) ，《粮食供应政策

选编》，第 389—390 页。
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 《当代中国粮食

工作史料》上卷，1989 年，第 577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关于农村居民转为市镇居

民签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的通知》 ( 1964 年 9 月 25
日) ，河 南 省 南 阳 市 档 案 馆 藏，档 案 号 52 － 10 －
567。
粮食部: 《关于处理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粮食供应关

系的通知》 ( 1964 年 11 月 2 日) ，河南省唐河县档

案馆藏，档案号 47 － 1 － 14 － 179。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关于农业人口迁移办

理粮食供应转移关系问题的通知》 ( 1973 年 11 月 16
日) ，《粮食供应政策选编》，第 391—393 页。
《焦作市志 ( 1987—2000 ) 》下卷，第 718 页。



地粮食部门可以按本人口粮兑换给三个月的粮

票 ( 跨省的应换给全国通用粮票) ，也可以按当

地有关规定自带一部分现粮，其余部分应动员

他们卖给国家。实行议购的地方可按议价收购;

未实行议购的地方可按超购价收购。① 另外，由

于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的

余粮较多，在迁居时转移供应粮食的数量增大，

有的一户转移粮食达几千斤、上万斤，而粮食

实行购、销、调包干以后，有些地方对转移过

多的粮食负担不起。因为转移供应粮食数量的

多、少问题，迁出、迁入两方粮食部门甚至发

生矛盾，影响迁移居民的粮食供应。也有少数

农户利 用 转 移 供 应 办 法，变 相 贩 运 粮 食 牟 利。

为此，商业部于 1982 年 12 月 10 日发文，对农

村居民迁居转移供应粮食的数量以及有关事项

作出规定: 农村居民迁居时，当年分配口粮的

剩余部分允许按现行办法转移供应。这部分粮

食，迁入地在销售包干数内应如数供应，不实

行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的划拨结算。当年分

配口粮剩余部分以外的粮食，粮食部门不予转

移，由迁居人自行处理: 如愿自带的，粮食部

门可发给自产余粮证明，办理自运手续; 不愿

自带的，可以超购价或议价卖给国家，也可以

在农贸市场出售。为了照顾迁居人在路途和到

达迁入地短期内的用粮方便，迁出地区可在当

年剩余口粮部分以外，按分配口粮标准每人兑

换给一个月的粮票。凡包产到户后没有分配口

量标准的，县粮食局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核定

一个标准，作为计算迁转口粮的依据。但稻谷

产区每人每月最高不得超过 50 斤原粮，杂粮产

区每人每月最高不得超过 40 斤原粮。②

三、粮食供应临时转移证

和专用转移证的实行

如前所述，除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和市转

证之外，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均使用临时粮

食供应转移证，非农业人口还使用种类繁多的

专用粮食供应转移证。本来在粮食票证体系的

制度设计中，长期迁居者才办理粮食供应转移，

临时外出者在省内携带地方流动粮票、出省携

带全国通用粮票以解决在外用粮问题。在粮食

票证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为解决不迁移户口

的临时调动或短期外出 ( 到达地点固定) 人员

在外用粮问题，减少粮票的发放，遂有了各类

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的实行。

从河南、江西③两省的情况来看，非农业人

口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出现于 60 年代初，最初

都是为了解决集体外出人口在省内临时转移粮

食供应关系的问题。由表 1 可知，60 年代前半

期，在河南省实行的有百人以上粮食供应转移

证、点上社教工作队粮油供应临时转移证、面

上社教工作队粮油供应临时转移证等，涉及省

内专、市间非农业人口 ( 亦适用于参加各项建

设事业集体转移的民工) 、参加社教工作队的非

农业人员等短期外出人员。

国家级粮政部门对非农业人口临时迁转粮

食供应关系作出明确规定是在 60 年代末，主要

针对非农 业 人 口 跨 省 临 时 转 移 粮 食 供 应 关 系。
1969 年 10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粮食部军

事代表发文，对没有迁移户口的机关或城市下

放人员 跨 省 ( 市、区) 的 粮 食 供 应 作 出 规 定:

一律从原住地办理临时粮食供应转移手续，在

市转证上加盖 “临时”戳记，由到达地发给临

时粮食 供 应 证，按 原 定 量 ( 包 括 食 油) 供 应。

为了解决途中需要，出发地酌情在定量内发给

少部 分 全 国 通 用 粮 票。④ 1972 年 12 月 20 日，

商业部发文，对临时转移证的适用对象作出明

确规定: 临时出省支援外地建设和生产实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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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人数在 50 人以上，时间超过 3 个月的，

可以办理临时粮食供应转移关系，不携带全国

通用 粮 票①。之 后，各 省 ( 市、区) 开 始 普 遍

实行非农业人口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并出台

了相应配套举措。

改革开放初期，非农业人口临时粮食供应

转移证管理工作日趋 严 密。1979 年 3 月 6 日，

商业部发文规定，临时出省人员个人平时节余

的粮食 ( 包括地方粮票) 可以在非农业人口临

时粮食供应转移证明上随迁，但集体节余的粮

食 ( 包括集体食堂的) 均不得在临时粮食供应

转移证明上随迁②。针对临时转移证的中转和期

限问题，河南省粮食局在 1983 年 9 月 2 日发文

规定: 持临时转移证人员，在一个地方完成任

务后，应按规定将原证转回原签发单位。如需

再往新地址工作的，应由原单位重新办理粮食

供应转移，旅居地粮食部门一律不得办理 “中

转”。临时粮食供应关系，在一地最长不得超过

一年，满 一 年 者，凭 原 证 回 原 地 换 领 新 证。③

1986 年 3 月 15 日，商业部又专门发文，对跨省

临时转移粮食供应关系的适用对象、迁转方法、

有效期限等作了详细规定，主要是对之前举措

的重 申 和 系 统 化，使 得 非 农 业 人 口 临 时 粮 食

供应转移证的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其中，跨省

临时转移 粮 食 供 应 关 系 的 适 用 对 象 有 所 扩 大，

增加 了 两 类 人 员: 商 业 部 批 准 转 移 粮 食 供 应

关系的人员 ( 如上海交大和清华大学分配到边

远省区工作的毕业生、博士后研究人员配偶和

子女) 和 经 迁 出、迁 入 两 省 协 商 同 意 的 其 他

人员。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实行的非农

业人口专用粮食供应转移证，自六七十年代即

已先后在河南、吉林、新疆等省区出现，种类

繁多，情况比较复杂。相比而言，河南的非农

业人口专用粮食供应转移证地方特色不是很鲜

明，北京的职工工种粮供应转移证、上海的工

差粮转 移 证 明、新 疆 的 兵 团 粮 食 供 应 转 移 证、

吉林的四警转移粮食供应介绍证和高中级知识

分子细粮食油照顾供应转移证明等则颇具地方

特色。多数非农业人口专用粮食供应转移证可

直接迁转粮食供应关系，部分则具有迁转粮食

供应关系申请 ( 或通知) 凭证性质。如新疆实

行的兵团粮食供应转移证、上海实行的粮食供

应转移关系申请单，迁居者需先在所在团场开

具转移证 ( 非农业迁转需加注 “市镇”字样) ，

在劳改、劳教单位开具申请单，然后到迁出地

粮食部门换签市转证，再凭市转证到迁入地粮

食部门办理衔接供应。⑤ 上海实行的工差粮转移

证明、吉林实行的迁入供应人口通知单⑥则兼具

正式迁移证和迁转申请 ( 或通知) 凭证双重功

能。上海职工如在市内调动工作，调入单位凭

工差粮 转 移 证 明 即 可 衔 接 供 应; 如 调 往 市 外，

户粮所在地粮食部门凭工差粮转移证明办理粮

食转移手续，签发市转证至迁入地办理衔接供

应⑦。由表 1 可知，全国范围内使用的非农业人

口专用粮食供应转移证有民航义务工复员、转

业、调动粮食供应介绍证，国家科委科技干部

局介绍信和人事部专家司介绍信等类别，出现

于 80 年代。其中，适用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家属

的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介绍信和人事部专家司

介绍信，还兼具临时粮食转移证性质。

由表 2 可知，计划供应时期，河南的农业

人口粮食 供 应 临 时 转 移 证 主 要 涉 及 临 时 民 工、

农业户口中学生这两类群体，于 50 年代末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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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计划供应时期河南省唐河县农业人口粮食供应转移证一览表

名称 适用对象 适用范围 启用时间*

农村粮食供应转移证 农业人口 全国 1955． 8

民工临时粮食供应凭证 临时民工 河南省 1958． 5

余粮退回证 临时民工 河南省 1958． 5

农村粮食临时供应转移证明
临时外出民工、农业户口高中 ( 包括高中)

以下学生
南阳专区 1959． 7． 1

临时民工粮食转移证 临时民工 河南省 1959． 12． 1

临时民工粮食退回证 临时民工 河南省 1959． 12． 1

农村学生自带口粮临时转移供应

凭证
设在县城内的中等学校中的农业户口学生 河南省 1960． 10． 1

河南省百人以上粮食供应转移证
省内专、市间集体转移的非农业人口及各项

建设事业民工
河南省 1961． 4． 1

50 人以上转移粮食划拨通知书
县与县之间临时抽调搞多种经营的 50 人以

上、时间超过 1 个月的农村社员
南阳专区 1962． 1． 1

农村中学生临时粮食转移证 农业户口中学生 河南省 1964． 1

县内粮食临时转移证
临时外出县内固定地点的农村小学生、国家

机关雇用的临时工、因病住院城乡居民
唐河县 1964． 3

河南省农业人口临时粮食转移证 临时性集体外出的农村临时工、民工 河南省 1972． 4． 1

农业人口学生临时粮食转移证 普通中学、大中专院校招收的农业户口学生 河南省 1987． 10

资料来源: 根据河南省唐河县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资料整理而成。
* 说明: 文件中有明确启用时间的，具体到年月日; 没有明确规定启用时间的，仅具体到文件下发的当月。

在地区级及全省范围内开始实行，进入 60 年代

之后出现在县域内专用的临时转移证。到 70 年

代有更多省份开始使用这类转移证。经过较长

时间的实践之后，河南将其归并为农业人口临

时粮食转移证和农业人口学生临时粮食转移证

两类。对于部分农业人口 ( 来自农村住校的中

学生，到国家企事业当临时工、合同工和参加

大中型工程的民工) 口粮临时转移购销价格问

题，河南 省 粮 食 局 于 1983 年 7 月 2 日 发 文 规

定，在收购时按统购价，供应时由销售单位收

取 4% 的经营管理费，卖啥粮供应啥粮①。从笔

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家级粮政部门很少介入

农业人口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的管理，目前仅

见到一次，即 1975 年 10 月 29 日，商业部同意

辽宁省关于大、中、专院校从农村招收的 “社

来社去”学 员 的 粮 食 供 应 办 法，并 批 转 各 省、
自治区、直 辖 市 粮 食 局 参 考。这 个 办 法 规 定:

“社来社去”学员的口粮继续由所在农村生产队

分配，学员把当年分配的口粮，卖给所在地粮

食部门，开具农村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由学

校所在地粮食部门凭转移证按月供应。②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是统购统

销体制的产物，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粮

食消费和人口迁移的一种方式。从计划供应时

期河南的情况来看，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处于

不断的变动之中，不同类别粮食供应转移证管

理制度的严密和完善，都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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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粮食局: 《关于部分农业人口口粮临时转移购

销价格问题的通知》 ( 1983 年 7 月 2 日) ，河南省南

阳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52 － 14 －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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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农业人口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和专用

转移证均是首先在地方实行，然后由中央粮政

部门介入管理，并在全国范围实行同类粮食供

应转移证。农业人口临时粮食供应转移证的实

行，则几乎完全是地方粮政部门的一种自主行

为。经由中央与地方各层级粮政部门之间的互

动和调适，一个种类繁多、内部构造复杂的粮

食供应转移证制度体系得以构建起来。从总体

上看，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专用转移证和临时

转移证的种类日趋繁多，农业人口临时粮食供

应转移证的种类日趋简化，包括市转证和农村

粮食供应转移证在内的整个粮食供应转移证制

度呈现日益强化的态势。

从实施成效和社会影响来看，粮食供应转

移证制度在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实行和城市非农

业人口 控 制 中 均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具 体 而 言，

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是计划供应制度得以贯彻

实施的一个重要制度环节。无论农业人口或非

农业人口迁居，只有通过办理粮食供应关系转

移手续，才能在迁入地建立起新的长期性或临

时性粮食供应关系。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粮

食供应转移证制度对于保证城乡居民的粮食供

应和粮价稳定，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是计划供应时

期户粮关系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是限制农业人

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制度屏障。在当时，市

镇粮食销量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非 农 业 人 口 的 增 长 速 度 能 否 控 制 得 住。

而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从一开始即与户籍制度

挂起钩来，各级国家粮政部门曾多次重申，户

口是建立粮食供应关系的依据，办理粮食供应

转移手续必须凭户口迁移证才能签发粮食供应

转移证。随着户粮一体化关系的不断强化，粮

食供应转移证制度逐渐成为控制城镇粮食销量

和非农业人口数量增长的制度关键。
1993 年前后，城镇粮食计划供应制度普遍

取消之后，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继续维持了近

十年时间，但它对人口迁移的约束力日趋衰微。

随着中国粮食供求形势由过去长期紧缺转变为

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再加上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化，粮食销售市场进一步放开搞活，

到 21 世纪初取消粮食供应转移证制度的条件已

经成熟。2001 年 3 月 9 日，国 家 粮 食 局 发 出

《关于取消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的

通知》，决定自 5 月 1 日起取消市转证，届时城

镇居民户口在全国范围内迁移，以及农业户口

转为非 农 业 户 口，不 再 办 理 粮 食 供 应 转 移 证。

此前关于市转证的文件和规定，以及印制发放

的市转证同时废止。① 至此，整个粮食供应转移

证制度走向终结。

(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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