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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二季度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农业生产增速回升 供给侧改革待推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要 有 新 思 路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

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而成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而成，，重点关注种植重点关注种植

业业、、畜牧业和副业三大领域畜牧业和副业三大领域，，通过定量指标通过定量指标，，

监测农产品运行的周期性波动监测农产品运行的周期性波动，，描述农产品描述农产品

生产供应的现实情况生产供应的现实情况，，同时预测农产品生产同时预测农产品生产

供应的未来趋势供应的未来趋势。。

景气指数报告内容分为三部分景气指数报告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第一

部分景气指数的变动情况反映农业经济运部分景气指数的变动情况反映农业经济运

行景气程度的变化方向行景气程度的变化方向；；第二部分预警指数第二部分预警指数

采用红采用红、、蓝等五色灯号系统蓝等五色灯号系统，，直观反映农业直观反映农业

发展所处的发展所处的““冷冷”“”“热热””状态区间状态区间；；第三部分通第三部分通

过对农业投入过对农业投入、、农业经济效益农业经济效益、、国际资源和国际资源和

国际市场利用国际市场利用、、农业基础环境等农业基础环境等 88 个指标作个指标作

出定量描述与分析出定量描述与分析，，并对指标的进一步变动并对指标的进一步变动

作出预测作出预测。。

依托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依托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中国中国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跟踪监测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跟踪监测、、前瞻和预警我前瞻和预警我

国农业的运行情况和趋势国农业的运行情况和趋势,,将为农业发展提将为农业发展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有利于宏观监测有利于宏观监测、、企企

业决策和行业研究业决策和行业研究。。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2017 年二季度，中经农业
经济景气指数为 100.9，比一季度上升 0.3 点，农业经济平稳运行；中
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为 80.0，比一季度低 3.3 点，降至“浅蓝灯区”。

景气分析的结果表明，上半年农业生产增速有所回升，夏粮丰

收，为历史第二高位；农产品出口增速回升；粮食进口同比由增转
降；终端食品销售增长有所回升；农业投资增速持续放缓；财政对农
业的支出平稳增长；但受猪肉、玉米、蔬菜和禽蛋等主要农产品价格
下跌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略有放缓。

二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为
100.9，比一季度上升0.3点，农业经济平稳
运行；中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为 80.0，比
一季度低 3.3 点，降至“浅蓝灯区”。农经
预警指数的回落主要与农产品价格下跌，
继而造成务农收入增长放缓有关。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
生产价格连续2个季度同比下跌，且二季度
跌幅达 6.4%，比一季度扩大 4.2 个百分点。
其中，猪、禽蛋、蔬菜和薯类价格跌幅较
大，同比分别下跌 21.3%、16.4%、12.2%和
11.4%。在农产品生产价格下跌的同时，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也增加了农民务农的
生产成本。二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7%，已连续8个季度呈同比上涨态势。

农产品价格下跌以及农业生产成本上
升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二季度，农民经营
净收入增速仅为4.5%，比去年同期低4.0个
百分点，比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低 3.0 个百
分点。目前农村经营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31.7%，务农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
的主要来源之一，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民
收入的影响不容忽视。

短期内我国农产品价格难以出现明显
回升，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判断。

从粮食供求来看，我国粮食从 2004 年

至 2016 年连续 13 年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
获丰收，为历史第二高位。从国际市场来
看，在全球经济低迷和主要农业国家连年
丰收的大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下
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7 年至
2018 年度全球谷物供应有望保持充足；联
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 2017 年 6 月份“粮农
组织谷物价格指数”为 154.3 （以 2000 年至
2004 年为基期），在 2011 年上升到 240.9 高
点之后持续回落，目前处于低位运行态
势。国内粮食的持续丰收与国际粮价的持
续低迷，对国内粮食价格回升形成压力。

从影响此轮农产品中价格大幅波动的
猪肉价格来看，生猪价格连续 19 周震荡下
跌，猪肉价格连续 22 周下跌，仔猪价格连
续17周回落，“猪周期”仍处于价格下行通
道，短期回到上升通道可能性不大。

综合来看，短期内我国农产品价格难
以出现明显回升。因此，期望通过农产品
价格上涨带动农民增收难度较大。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
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增
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
农民的钱包鼓起来了没有，是检验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

在当前农产品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如

何促进农民增收，需要新的思路。
一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

优化种植结构，拓展中高端供给，突出
“优质专用”大宗农产品和“特色优势”其
他农产品的生产供给。重点发展优质稻米
和强筋弱筋小麦，继续调减非优势区籽粒
玉米，增加优质食用大豆、薯类、杂粮杂
豆等。同时，加快生态农产品的发展，促
进农产品供给在品种和质量上满足消费升
级需要，使农业供需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
现新的平衡。

二要加强农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融
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农
民深度参与并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利
用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为农民增
收注入新动能。大力发展产地初加工和精
深加工，提高农产品加工的转化率和附加
值，打造食品加工产业集群，多渠道拓展
农产品消费需求。同时要深度挖掘农业的
多种功能和潜力，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
产业和观光农业，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
镇，使其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三要加快农业生产组织形态的变革。
《经济日报》 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结
果显示，相较于普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使用信息技

术方面有较大优势，且对新农村建设有辐
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加农村公共物
品供给以及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两方
面。鼓励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由家庭经营为
主向多主体、多领域合作经营模式转变，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壮大种
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家庭经营、
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
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

四要加大优势农产品出口力度。促进
农产品出口是增加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
收、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针
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应以
出口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产
品结构，提高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
产品的出口比重，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五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实现农
产品从量到质的改变，最终要靠科技创新
的引领和支撑。加强农业科技基础前沿研
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研发能力，
加大在科研平台建设、农产品培育、技术
推广等方面的投入。同时，要努力将科研
成果与市场化、产业化结合起来，为农业
插上科技的翅膀，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
2017年二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以下
简称农经景气指数）为 100.9，比一季度上升
0.3 点，农业经济平稳运行；中经农业经济预
警指数（以下简称农经预警指数）为 80.0，比
一季度低3.3点，降至“浅蓝灯区”。

指数小幅回升

二季度，农经景气指数（2003 年增长水
平=100）为 100.9，比一季度上升 0.3 点，农
经景气指数小幅回升，农业经济平稳运行。

构成农经景气指数的 6 个指标（仅剔除
季节因素，保留随机因素）中，与一季度相比，
农业生产、农产品出口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增速均有所上升，财政农林水支出、农业投资
和务农收入的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农经景气指数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比
未剔除随机因素的指数值低1.6点。

二季度，农经预警指数为 80.0，比一季
度低3.3点，降至“浅蓝灯区”。

在构成农经预警指数的10个指标中，位
于“绿灯区”的有 4 个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
增加值、谷物及制品进口额、农业生产资料价
格指数（逆转）和农林水财政支出；位于“黄灯
区”的有 1 个指标，为猪料比；位于“浅蓝灯
区”的有3个指标，为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
入、农产品出口额和粮油食品零售额；位于

“蓝灯区”的有 2 个指标，为农林牧渔业固定
资产投资额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从灯号变动情况来看，二季度，在 10 个
监测预警指标中，1 个指标灯号上升，2 个指
标灯号下降，7 个指标灯号不变。其中，谷物
及其制品进口额由“浅蓝灯”升为“绿灯”；农
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由“绿灯”降为“浅蓝
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由“浅蓝灯”降为

“蓝灯”。以上结果表明，农经预警指数的回
落主要受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务农收入增长
放缓的影响。

生产增速有所回升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1987亿元，
同比增长3.5%，比一季度上升0.5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水平高 0.4 个百分点，农业生产
增速有所回升。

从粮食生产来看，2017年全国夏粮总产
量 14052 万吨（2810 亿斤），比 2016 年增产
131 万吨（26 亿斤），增长 0.9%。其中谷物产
量 12948 万吨（2590 亿斤），增产 87 万吨（17
亿斤），增长 0.7%；谷物中小麦产量 12735 万
吨（2547 亿斤），增产 107 万吨（21 亿斤），增
长0.9%。

从肉禽生产来看，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
肉产量 3892 万吨，同比增长 1.0%，增速比一
季度加快 0.8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产量 2493
万吨，增长0.8%，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
分 点 。 生 猪 存 栏 40350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0.4%；生猪出栏32183万头，同比增长0.7%。

上半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347.2 亿

美元，同比增长3.4%，比一季度上升2.4个百
分点。农产品出口连续6个季度保持增长态
势。农产品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与优势农产
品出口量大幅增长有关。数据显示，上半年
占出口份额较大的粮食、肉类、蔬菜和水海产
品出口额（以美元计价，下同）同比分别增长
20.7%、16.4%、11.1%和2.2%。

上半年，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额为
36.5 亿美元，同比下降 3.3%，一季度为同比
分别增长2.2%。其中，玉米和高粱进口额降
幅 扩 大 ，二 季 度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71.8% 和
34.4% ，一 季 度 为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3.9% 和
23.8%；小麦和大麦进口额增速回落，二季度
同比分别增长 40.9%和 65%，一季度同比分
别增长78.7%和83.3%。

从进口量来看，上半年，我国玉米和高粱
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 74.7%和 26.1%；一季
度为同比分别下降 52.5%和 12.8%，降幅有
所扩大。上半年我国小麦进口量同比增长
48.2%，但与一季度相比，增速下降43.5个百
分点，增长的大幅放缓主要受国际小麦价格
上涨和国内夏粮丰收的影响。

上 半 年 ，农 产 品 生 产 价 格 同 比 下 跌
6.8%，连续两个季度同比下跌，处于自 2009
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从构成来看，种
植业和畜牧业产品价格均为同比下跌，跌幅
分别为 1.8%和 16.3%；林业和渔业产品价格
均同比上涨，涨幅分别为9.7%和6.1%。从具

体产品分类来看，猪、禽蛋、蔬菜和薯类价格
跌 幅 较 大 ，同 比 分 别 下 跌 21.3% 、16.4% 、
12.2%和11.4%。

二季度，三大主粮中小麦价格同比上涨
5.5%，涨幅比一季度上升 1.8 个百分点；稻谷
价格同比下跌 0.7%，一季度为上涨 0.5%；玉
米价格同比下跌 2.7%，跌幅比一季度收窄
7.2个百分点。

上半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0.5 个百分点。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的回落主要与仔畜幼禽
及产品畜和农用机油价格的下跌有关。受猪
肉价格持续下跌影响，上半年仔畜幼禽及产
品畜价格由一季度的同比上涨12.3%转为下
跌 0.2%；农用机油的价格同比上涨 13%，但
与一季度相比，涨幅回落3.8个百分点。

二季度，猪料比为 6.21∶1，比一季度下
降 0.94 点，养猪盈利水平明显下降。从周价
来看，猪肉价格从 2017 年 1 月第 4 周开始连
续 22 周下跌，而饲料价格平稳运行，导致猪
料比持续下降。

上半年，反映最终消费的粮油、食品零售
额为 7764 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速比一
季度上升 0.5 个百分点，终端食品销售增长
在持续5个季度放缓后出现回升。食品类商
品零售价格跌幅略微收窄，剔除价格因素后，
粮油、食品零售实际同比增长12.2%，增速比
一季度上升0.3个百分点。

上半年，财政农林水支出为 8060 亿元，
同比增长10.0%，增速比一季度下降0.5个百
分点，但比去年同期高3.2个百分点。

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

上半年，农业生产增速有所回升，夏粮丰
收，为历史第二高位；农产品出口增速回升；
粮食进口同比由增转降；终端食品销售增长
有所回升；农业投资增速持续放缓；财政对农
业的支出平稳增长；但受猪肉、玉米、蔬菜和
禽蛋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农民收
入增长略有放缓。

从未来预期看，我国继续深入推进农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产品产业结构，大
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方
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推进畜禽
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畜牧业绿色发
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
革，多渠道多路径拓展消费者需求，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消化过剩农产品库存的同时减轻

“谷贱伤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农业经济有
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经模型测算，今年三四季度农经景气指
数分别为 101.2 和 101.3，农经预警指数分别
为83.3和83.3，呈稳中有升走势。

针对当前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大、农产品
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和农产品价格下跌影响

农民收入的现状，建议一要继续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二要加快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能；三要长期推进绿色发展，增强农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

除季节性因素外，本轮农产品价格下跌
主要受农产品周期性供需失衡的影响，因此
为避免农产品丰收时节出现“卖粮难”的困
境，应继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源
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民转变生产理
念、因地制宜调优种植结构，实现用地养地相
结合，提高农户种植收益。通过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调整农产品供需结构，实现农产品优
质优价是破解价格暴涨暴跌的关键所在。

引导农民规范生产，加强农业专家和技
术人员与生产一线的结合，切实提高农业技
术指导和服务工作，如采用现场操作、集中办
班和分户指导等形式开展农业种植培训工
作，及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此外，做好农业信息服务，加强信息发布
和监测预警，在农产品价格指数出现异常的
时候，应及时利用储备适度调节市场，同时积
极推动利用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多渠道
帮助农民扩大销路，缓解农产品价格波动对
农民收入的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多以小规模生
产为主，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农民盲目扩
大种植面积导致供需失衡成为农产品价格剧
烈波动的原因之一。加快培育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完善利益分享机
制，有利于带动农民进入市场、提高市场敏感
度、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销对接活
动。加快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支
持新型农业经营体带动农户应用农业物联网
和电子商务等现代化手段。完善激励政策，
采取降低入场费等方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入驻电子商务平台，并建立农业信息监测
分析预警体系，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及
时有效的市场信息服务，进一步激发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农民发展生产的新动能。

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日益紧张，长期
以来的粗放式发展导致环境退化，严重透支
了未来的发展资源。此外，随着劳动适龄人
口减少，农村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替代劳动
的化肥、农药使用日益普遍，种养失衡加剧了
大量尚未处理的畜牧业粪便排放，农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

要在保证粮食总量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前
提下，优化品种结构，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和减
小生态安全压力。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注重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大力发展节水
农业，大力推进
化 肥 农 药 减 量
增效，全面推进
农 业 废 弃 物 资
源化利用，扩大
耕 地 轮 作 休 耕
制度试点规模，
强 化 动 物 疫 病
防控。

更多内容请
关注“趋势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