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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政首，农为邦本。我国持续按

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思路，不断完善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如今，农业税全面

取消，农民种地还能领到农业补贴，享受

各类支持保护政策。

种粮直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

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业四项补贴形成

并完善，有力支持了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同时，农民减负工作由重点“治重”

“治乱”转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有

效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阶段。2012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将农民负担监

管领域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

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延伸，严格

禁止各种不合理收费和集资摊派。

“重农固本，国之大纲”。近年来，党

和国家对“三农”的补贴和支持力度日益

增强，范围不断拓宽，手段日益多样。

2016 年，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原农

业部和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将农业三项

补贴调整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

标是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适度规模经

营，原农业四项补贴中的农机购物补贴

继续单独存在。此后，由价格补贴到收

入补贴，从刺激生产到保护耕地，我国学

习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不断完善。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

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决定着全面小康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

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走

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着力推动城乡基础

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

政投入向农业农村倾斜，社会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

资源要素城乡双向流动和均衡配置，“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快

形成。

近年来，各级党组织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作为

重要任务，从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入手，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农民的获得感更充实。得益于“多予、少取、

放活”，亿万农民积极性被持续调动，农业农村发展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现代农业取得重大进展，粮食

生产实现十七连丰；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农

民收入增速实现十一连快；农村事业欣欣向荣，乡

村面貌焕然一新。

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所有成绩归结起

来，最根本的在于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

作的领导，实行正确的“三农”路线方针政策，正确

处理好土地和农民问题，为农村改革掌舵引航、指

引方向。如今，我国正在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

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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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的全面取消，极大减轻了我国

农民的负担。但要促进农民增收，光有

“少取”还不够，还要创造条件“多予”。

2004 年 的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中 共 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

意见》 明确提出，对农业要采取“多予、

少取、放活”的方针。此后很长一段时

期，围绕这一方针，我国不断稳定完善和

强化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业农村发

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暮色田园。2020年

5月15日，湖北秭归县

沙镇溪镇长春村八组

村民挑着秧苗走在田

坎上。

(新华社发)

2020年河南夏粮丰收图景。 （新华社发）

多予少取惠“三农”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中国农业博物馆 4 号馆一块展板上展示了 1982 年至 198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2020 年和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

聚焦“三农”工作。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摄

间接补贴转为直接补贴

对农业给予支持保护是世界各国为

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通行做法，特别是

发达国家为本国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始于 20世纪 50年

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

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

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

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1979年至 1980

年，财政用于农用塑料薄膜的补贴超过 16

亿元，对当时农业的增产增收发挥了不小

作用。

1980 年至 1992 年，政府进一步放开

农产品价格中的国家定价，对一些农产品

运用国家指导价进行管理。通过放松农

产 品 价 格 管 理 ，让 农 民 在 市 场 交 换 中

受益。

1992 年以后，为稳定农产品市场价

格，我国对粮、棉等农产品实行较大力度

的价格和流通干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手

段是以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当

时这类流通干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保护性补贴效果。

随着对农业补贴研究的深入以及各

地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新的问题开始

显现。由于农业补贴的中间环节过多，

造成损失较为严重，加之补贴的间接性，

农 民 实 际 获 益 较 少 ，种 粮 积 极 性 受 到

影响。

位于河南省北部的滑县是中原经济

区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省第一产粮大

县。1999 年，滑县的粮食产量达 99.5 万

吨，突破100万吨似乎指日可待。然而，进

入新世纪后，滑县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却

连年下滑。到2002年，粮食总产量已下降

到90万吨。

滑县遇到的情况并非个例。当时，由

于农业生产尤其是种粮的效益越来越低，

大量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农村的耕地大量

抛荒，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2002年起，安徽等省份开始悄然试行

一系列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政策。在

天长市和来安县，每种1斤粮食，政府直接

补贴种粮的农民 0.055 元。此后，种粮直

补在全国实行，我国农业补贴从流通性补

贴逐渐转变成生产性补贴，由间接性补贴

转向直接性补贴，这种转变走向适应了我

国农业的发展趋势。

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形成

2004 年起，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

贴、农资综合直补和农机购置补贴“四补

贴”政策。当年，中央投入资金 116 亿元。

自此，全国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连年增

加，创造了粮食生产十七连丰的奇迹。“多

予”的政策方针有效提高了农民经营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

此后，农业补贴政策经历了资金增

加、内容丰富、范围扩大、领域拓展、管理

创新的快速增长与巩固完善过程。

为有效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调动地方

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促进粮食稳产增

产，2005 年国家出台了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促进油料生产的

有关意见精神，2008年国家又出台了产油

大县奖励政策。政策惠及数千个产粮

（油）大县。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相较于每

亩百余元的补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良

种良法等科技推广更受农民青睐。以技

术服务补助为主要内容的补贴政策也随

之出台，主要包括农民培训补助、动物防

疫补助和农业生产关键技术补助。

此外，国家还出台了以农业保险补贴

为主要内容的灾害损失补助政策。2007

年，中央财政启动了种植业、养殖业保险

试点。2011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资金 91 亿元，带动提供风险保障

5500 多亿元，覆盖农户 1.6 亿户次。2012

年农业保险已经覆盖了玉米、水稻、小麦、

棉花、油料作物、糖料作物、马铃薯、青稞、

天然橡胶9个种植业品种，能繁母猪、育肥

猪、奶牛、牦牛和藏系羊 5 个养殖业品种，

补贴扩大到全国范围。2014年，继续完善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增加农业保险

品种。

2016年，财政部、原农业部印发了《关

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

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将农作物良种补贴、

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三项

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

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

模经营。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和“三项价格支持”为主体，涵盖畜禽良

种及规模化养殖的补贴、化肥淡季商业储

备利息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多种补

贴项目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

从增产导向到竞争力导向

当前，我国农业补贴的规模和力度还

在继续加大。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稳定种粮农民补贴，让种粮有合理收益。

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提高农

机装备自主研制能力，支持高端智能、丘

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加大购置补贴

力度，开展农机作业补贴。

总体来看，包括农业补贴在内的农业

支持政策促进了我国粮食等大宗农产品

生产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但也要看到，主要农产品价格倒挂、贸易

争端频发、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结构性

改革等对我国以增产为导向的农业支持

政策带来压力。

2016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

善的主要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

村经济研究部《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农业政

策体系》课题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农业正

处于艰难转型阶段，农业支持政策应从增

产导向转向竞争力导向。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农业基础竞

争力仍然不足，劳动力职业化程度、农业

机械化水平、农业科技等还有很大进步空

间。在 WTO 规则允许的框架下，我国的

农业补贴政策应该进一步创新，改进补贴

方式，完善补贴结构，完善财政支农资金

的增长机制。

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是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的两大核心问题，农业的未来在科

技。政府还要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和帮助

农业高科技创新，如设立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风险基金、采取贴息的方式引导金融机

构或企业加大投资农业高新技术等。此

外，还应加强对农民科技培训补助的支持

力度。

党的惠农政策不断延伸。完善农业

补贴政策正与粮食收购政策、农产品目标

价格制度、农业投资政策、地方政府激励

政策等协同发力，逐渐适应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解

决我国农业竞争力不足的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