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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黑龙江全省玉米收入比去
年减少 200 亿元。”黑龙江省财政厅经
贸处副处长王军坦言，虽然新出台的
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综合考虑了农民
的合理收益，但较大幅度的价格下降，
对农民影响还是不小。以绥化市为
例 ，绥 化 目 前 玉 米 购 销 价 格 为 每 斤
0.65 元至 0.71 元，比去年临储价格少
了 3 角钱。因为水分、含杂等原因，农
民实际卖出的潮粮价格只有每斤 0.52
元至 0.56元。

“1 斤少卖几毛钱，摊到总数上，
不是个小数目。”绥化市庆安县欢胜
乡永华村农民李发说，前些年玉米临
储收购，看着价格不错，于是自己一
口 气 流 转 了 120 亩 地 ，“ 挣 了 几 年
钱，今年价格下跌，加上政府给的 2
万多元补贴才基本持平。”

吉林榆树市天雨机械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丛建去年刚花几十万元购买
了一批机械，专为种植玉米服务。说起今
年的收益，他给记者算了笔账，“一公顷

地，种子900元，化肥2700元，农药除草
500元，机械作业 2700元，再加上租金
9000元，成本总计1.58万元。”按照目前
每斤玉米 0.75 元的市场价，1 公顷 2 万
斤玉米的销售收入才1.5万元。“如果不
是拿了补贴，今年肯定要亏。”

丛建所在的广龙村共有 1.6 万亩
耕地，流转面积占 70%，几乎全部种上
了玉米。这几年租金随着玉米价格一
路上涨，今年初涨到 600 元至 700 元
一亩。“前两年想多流转点地不容易，
得沾亲带故才让你租。”

但从今年下半年秋粮上市后，土地
流转开始遇冷。租金下降了，一些合同
到期的大户在犹豫要不要续租，有的打
算直接退地。“一亩地租金700元，这样
的价格，根本赚不到钱。”丛建感慨，租
地来种，拿了补贴也只够付租金等费
用，这还不算上农民自己的劳动成本。

虽然秋粮刚收，营口村的土地租
金已经从年初的 600 元一亩，下降到
300元一亩。即使这样，杨成发续租的

决心还在动摇。“今年就挣了自己家里
的承包地那点钱，明年有没有补贴还
不一定，就算租也不能这个价钱租，不
能花 300元租个赔钱地。”

如果不租地，自己家的 60 多亩地
还是得种。种啥呢？这成了杨成发眼
下最大的难题：“继续种玉米吧，怕明
年价格更低，白忙活；种别的呢，不懂
市场，也怕没效益。”

丛建的心里也在犯嘀咕，合作社
购置的机械都是用来种植玉米的，改
种其他的，机械只能闲置，几十万投入
打水漂了。“思来想去，明年还是得种
玉米，再调几十亩种种水稻。”

“多年临时收储政策让东北农民
获益不少，靠种玉米就足以保障家庭
收入，日子过得挺滋润。”宾县县委宣
传部部长马哲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
使农民直接面对市场，完全适应需要
一定的时间。“当务之急是引导农民摆
正心态，调整种植结构，并主动寻找市
场，这是个大课题。”

农 民 种 地 亏 损 怎 么 补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李华林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第一年。在东北三省一区实行多年的玉米临储政策改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这

一被外界称为“玉米市场化”的改革举措，在年终岁末迎来玉米收购旺季，新的玉米收储制度实施情况如何备受社会关注。

严冬季节，《经济日报》记者深入黑龙江宾县、肇东市、庆安县，吉林榆树市等玉米主产区调研，针对玉米市场化改革给农民收入、玉米购

销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与变化，采写一组《农民种地亏损怎么补》《玉米收购的担子谁来扛》《玉米“一粮独大”正在改变》系列

报道，详细介绍东北地区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创新经验，客观分析玉米收购新政在落实中还需完善的不足之处，以飨读者。

身 材 敦 实 、 皮 肤 粗 糙 ，
额头上的抬头纹一道深过一
道，37 岁的杨宝臣看上去比
实际年龄更老成。杨宝臣是
黑龙江省宾县常安镇营口村
的农民，常年靠种地养活一
家 7 口人。他告诉记者，自
己家种了 92 亩地，其中 70 亩
是 流 转 来 的 ， 全 部 种 上 了
玉米。

“去年玉米每斤能卖 1 元，
今年虽然还没卖，但市场价已
经只有 0.7 元了。”说起玉米价
格 的 走 低 ，杨 宝 臣 并 不 太 担
心，因为他刚刚拿到了政府发
放的 1.5 万多元玉米生产者补
贴。今年行情虽然没有去年
好，但如果按照每亩生产玉米
1000 斤计算，加上补贴，相当
于 1 斤还多卖 0.15 元，每亩收
入又增加了一些，“挣个两三
万元没有问题。”

像 杨 宝 臣 这 样 的 情 况 ，
在黑龙江比较普遍。

2016 年，国家发改委按
照 “ 市 场 定 价 、 价 补 分 离 ”
的原则对东北三省一区玉米
收储制度进行改革，将玉米
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
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
制，这意味着实行多年的托
市收购画上了句号。

今 年 进 入 市 场 的 玉 米 ，
前期价格不甚理想，11 月，
黑 龙 江 的 收 购 价 格 在 每 斤
0.68 元至 0.70 元。“农民收益

面临损失。”黑龙江省粮食局局长朱玉文说，要
保障农民种粮收入，托住农民种粮信心，及
时、精准、合理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是关键。

早在今年 6 月，财政部就出台了 《关于建立
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在体现“优
质优价”、对各省区亩均补贴水平一致的前提
下，中央财政将玉米生产者补贴资金拨付至省
级财政后，由各省区制定具体的补贴实施方案。

为督促地方落实玉米种植补贴，黑龙江省
粮食局调控处处长缪新宇最近忙得近乎脚不沾
地。“黑龙江是全国第一产粮大省，种粮收入是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价下跌损害了农民收
益，补贴下发得越快，农民越早得到安慰。”

今年黑龙江补贴面积共计 9661.57 万亩，按
照 省 政 府 要 求 ， 全 省 统 一 补 贴 标 准 ， 每 亩
153.92 元，补贴总额 148.72 亿元，缪新宇说，
到 11月底，补贴资金基本已发放完。

吉林省则对市县补贴额度的核定，是按照
各市县玉米产量和播种面积各占 50%的权重来
测 算 ， 依 照 这 一 算 法 ， 榆 树 市 每 亩 能 补 贴
160.07 元。榆树市副市长高洪洲说，这既可以
让补贴资金向优势产区倾斜，同时又兼顾了玉
米生产者的利益。

“以往种植补贴都是给承包户，今年是谁种
地，谁拿钱。”高洪洲说，玉米生产者补贴明确
了补贴对象为实际种植者，与承包户相比，实
际种地的人直接面对市场风险，承担种地损
失，给他们补贴能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兜里有钱，卖粮不慌。拿到补贴的农民，
面对走低的玉米市场价格，内心从容不少。营
口村杨成发刚拿到了 1.5 万多元的玉米补贴，用
他的话说，足以过个好年。自收完粮后，杨成
发将玉米全部搬上玉米篓子，等着自然风干。

“不着急卖，储粮架通风好，不霉变，明年卖干
粮可以卖个好价钱。”

“宾县农民一手拿着补贴，一边科学储粮、
伺机卖粮。错开卖粮高峰，能最大限度收获利
益。”宾县粮食局副局长邹本伟说，补贴虽不能
让玉米回到临储价格，但农民至少不会亏损，
算起来还有盈余，对稳住农民种粮信心有很大
帮助。

粮价下跌如何保证农民合理收益
李华林

补贴在手

，卖粮不慌

临储政策取消，玉米价格下跌，农
民收益受损，这地，该如何种才好？

朱玉文认为，就眼前看，玉米收储
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
收入，但从长远说，把玉米推向市场，
对粮食生产者还是有诸多利好。首
先，粮食在市场流通后，价格随行就
市，产销区不再倒挂，可以顺价销售。
其次，有利于优质优价，东北的玉米品
质好，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更利于
农民长远的经济效益。另外，改革可
以引导农民适时调整种植结构，改种
收益更好的经济作物，促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不创新没有
出路。”绥化市庆安县洪光现代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于洪光说，临储把玉米
价格抬高，地租也跟着上涨，现在市场
化收购让玉米价格回归实际，地租大幅
下降，对合作社来说，也是件好事，“成
本减少了，关键在于怎么去经营。”

善于经营的于洪光，在今年玉米
价格下跌的形势下，却几乎没有受到

什么影响。除了租地种玉米外，洪光
合作社还利用玉米秸秆就地转化，搞
饲料加工，仅这一块今年就挣了 100
万元。此外，合作社还办起养殖场，养
殖肉牛 90 头，既节约了成本，延长了
产业链，还弱化了风险。

“种粮人面对市场要想办法，怎样
才能更有效益？”于洪光选择了继续流
转土地，进行多元经营，“明年计划种
黏玉米，市场价位每斤 0.5 元，一亩能
卖 1800 元。再加工青贮饲料，一吨能
卖 500 元。还调整点地种旱稻、苜蓿，
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除了调整种植结构，转变经营方
式也是实现种地效益最大化的另一途
径。高洪洲说，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
型经营主体不应该只局限于土地流
转，应探索多种经营模式，比如依托社
会化服务，采取土地托管、代耕代种
等，既能带动广大普通农户“精耕细
作”，也能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榆树市就出现了以土地托管为主
业的联合社。田丰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理事长陈卓说，联合社每年年初
与农民签订土地委托服务合同，农民把
土地交给联合社，由联合社统一提供播
种、机耕、施肥、收割等服务。待新粮上市
时，以当地同类耕地粮食亩产量为标准，
高出部分归联合社所有。“我们的收益就
来自高出产量部分、托管服务费和农资
销售。”

与常见的需要承担高额土地租金
的合作社不同，“土地托管”服务模式
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权及经营权的情况
下，对社员土地进行耕、种、管、收甚至
销售等一条龙服务。“最大的好处是，
地 还 是 农 民 的 ，我 们 也 没 有 租 金 压
力。这几年联合社每公顷地能分红上
万元。”陈卓说，被托管土地的农民，既
能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又能从土地中
增收。由于联合社统一采购农资，统
一使用机械，种粮成本大幅下降，农民
每公顷地能多收 2000元。

政府扶持，市场引导，让农民的利益
在农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能得到合理的
保护，是深化农业改革的题中之义。

转换思路，面向市场

收益减少，流转遇冷

今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
以来，玉米价格一路下跌，
给农民带来损失。应该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保护种粮农民
利益，托住农民种粮积极
性，《经济日报》 记者就此
采访了农业部农研中心宏观
经济研究室主任习银生。

记者：目前我国玉米价

格下跌幅度很大，您认为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

习银生：玉米价格下跌
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
目前我国玉米处于阶段性供
大于求的格局，玉米库存创
出历史新高，目前仅临储结
余库存就超过 2 亿吨，相当
于国内一年的玉米产量。其
次，国家取消了玉米临储收
购，改为实行“市场化收
购+补贴”的收储新机制，
国家对玉米价格的托市作用
消失，市场各方主体对玉米
价格的预期大幅降低，在供
大于求的情况下，玉米价格
下跌是必然的。再次，今年
新玉米上市以来，进一步增
加了市场供应量，而且今年
全国玉米产量仍大于当年消
费需求，产大于需格局将进
一步加剧，玉米社会总库存
仍将进一步增加，这对玉米
市场价格走势构成了沉重压
力，是最近玉米价格大幅下
跌的直接原因。

记者：玉米价格下跌将

对农民收入产生冲击。应该

采取什么措施弥补价格下跌

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呢？

习银生：玉米价格大幅
下跌对农民收入影响是很大
的，平均每亩玉米收益比去
年将减少 200 元以上，计算
人工成本的话大部分农户基
本不挣钱，种粮大户甚至会
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情况。弥
补玉米价格下跌造成的损
失，可以从多方面来考虑。一要增加对玉米生产者的补
贴力度。今年国家财政对东北产区第一批玉米生产者补
贴 300 亿元已经下发到各地方，每亩补贴在 150 元左
右，第二批 90 亿元的补贴也已下发。二是农民要提高
市场意识。应该种植品质较好、降水快、易保存、适销
对路的优质品种。主动跟市场对接，产前就要为产品找
好销路，避免盲目生产，同时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节
本增效措施，尽量降低生产成本。下游加工企业要采用
订单或产业化的方式与农民建立比较紧密的协作关系，
保障优质原料供给。三要灵活把握销售时机。不易保存
的玉米应适时出售，有仓储条件的农户，可以根据市场
行情灵活把握销售策略。四是要调整生产结构，适当减
少玉米种植，选择效益较好的其他作物进行生产。

记者：玉米价格下跌将会对我国粮食市场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

习银生：玉米价格下跌最直接的影响是玉米市场本
身，首先会直接减少农民收益，并有可能会引导农民减
少玉米生产。其次，玉米价格下跌会降低下游企业生产
成本，有利于增加消费。第三，玉米价格下跌有利于消
化现有库存，实现玉米供求关系由供大于求向供求基本
平衡转变。第四，玉米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国内外玉米
价格倒挂，减轻玉米及替代品进口压力。

玉米价格下跌对粮食市场会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
我国对水稻、小麦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玉米价格下
跌并不会对水稻、小麦市场产生明显冲击和影响。但
是，由于玉米与水稻、小麦有替代关系，玉米价格下跌
可能会相应减少水稻、小麦的饲用消费，对水稻、小麦
价格走势有间接影响。

当然，玉米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玉米价格下跌也不是
永恒的，决定价格走势的还是供求关系和经济周期，如
果玉米供求关系改善，宏观经济回暖，玉米价格在市场
化以后也可能会出现上涨。

多措并举托住农民种粮积极性

—
—

访农业部农研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习银生

本报记者

刘

慧

玉米收购，对东北农民是一

个巨大的话题。由于连续多年的

临储收购，这里的绝大多数农民

已经习惯了只种玉米，甚至就会

种玉米。玉米的每一个丰歉，都

直接关系着他们一年的收益；玉

米价格的每一点涨跌，都直接影

响到他们一年的收入。而今年，

当他们再一次收获丰收年的时

候，遇到了临储收购的正式改

革。“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方式，

让他们不得不面对玉米收购价

格下跌的现实。

尽管在记者采访时，许多农

民还仍然有些不情愿，甚至想不

通，但玉米收购改革已经到来。这

是一道必须跨过的关口。

现在的问题是，在跨越这

道关口的时候如何保证农民合

理收益？记者所到之处，大家思

考的、处理的也都是这一问题。

按照中央政策，今年的“市场化

收购+补贴”方式，能够基本保

障农民收益不受大的损失，各

地也都按照这一要求兑现或正

在兑现给农民的补贴。不过从

整体上看，今年刚开秤的玉米

收购价已经由去年的 1 元一斤

跌至 0.7 元左右，收益减少不可

避免。几个采访对象向记者表

示，收入比去年减少了近一半，

“种粮不赚钱，要靠补贴钱”。

但“种粮不赚钱，要靠补贴

钱”并不是玉米收购改革的目

的。不可否认，短期看，玉米价

格随行就市，对种粮农民的收

入影响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改革的

目的不是价格下跌，而是理顺

价格形成机制。从长远看，短痛

是为了培养更有竞争能力的现

代农业，使农民由埋头种地逐

渐向看着市场种地转变，逐渐

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样既

能不断提升农产品供给水平，

也能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

不过在眼前，及时到位的

补贴成为稳住农民种地信心的

关键。手里有钱，心中不慌。今

年财政部出台的新玉米生产者

补贴制度在使玉米价格反映市

场供求关系的同时，综合考虑

了 农 民 合 理 收 益 等 多 方 面 因

素，保证农民不亏损。在记者采

访的黑龙江、吉林，大部分地区

补贴已发放到农民手中，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粮价下跌给农民

带来的损失。

左图 黑龙江宾县常安镇营

口村营口屯农民杨成发家的科学

储粮仓。本报记者 刘 慧摄

下图 农民售粮车在吉林天

裕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门前排起长

龙。 本报记者 李华林摄

吉林榆树市五棵树镇互助村农民李小龙今年种了 2

垧地玉米,产量 5万多斤,收入 2万多元。图为李小龙在中

粮生化能源(榆树)有限公司销售玉米。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