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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

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本报告回顾了 2022 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情况，对 2023 年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指出未来我国农业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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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稳中有进 粮食高位攀升

2022 年是“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是我国进

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国经济克

服疫情多点散发影响，在下半年呈现复苏态势，

农业农村继续高质量稳步发展，再一次体现了压

舱石的重要作用。

农业农村基础地位进一步稳固。各地有效应

对疫情和自然灾害影响，农业农村经济总体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202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1%，达到8834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

元的7.30%，与2021年相比略微上升。2022年前三

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累计值 98005.1亿元。其

中，农业总产值 51942 亿元，林业总产值 3991.5 亿

元，牧业总产值 26709 亿元，渔业总产值 9896.2 亿

元，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粮食生产持续高位攀升，顺利实现稳产保供

目标。2022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75 亿亩，比

上年增加 1051.9 万亩，同比增长 0.6%，粮食总产

量达到 13730.6 亿斤，比上年增加 73.6 亿斤，连续

8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面对全球粮食危

机，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中国人的饭

碗端得更牢。启动国家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大豆油料扩种成效明显，扩大粮豆轮作规模，

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超过 1500 万

亩；夏收油菜籽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花

生、油葵等其他油料作物呈稳产态势。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到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建

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占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

种业振兴行动开局良好，已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

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稳粮扩油

提质增效，优化调整国家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繁

基地，供种保障率由 70%提高至 75%；农业机械化

水平稳步提高，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超过 72%，

其中小麦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7%以上，基

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畜牧水产、设施农业等机械

化水平提升显著；农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进

一步健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2%。

农产品价格波动广受关注。2022 年四个季

度，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年同期=100）分

别为 93.3、99.3、108.2、105.7。其中畜牧产品价格

波 动 最 大 ，生 产 者 价 格 指 数 分 别 为 74.7、88.3、

115.4、125.2。猪肉价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

势。2022 年 1 月至 3 月，瘦肉型白条猪出厂价格

从每公斤 18.95 元下降至 15.73 元，3 月份之后猪

肉价格持续上涨，10 月份达到峰值，为每公斤

34.41 元，12 月份回落至 24.79 元。

重要农资价格上涨态势明显。玉米价格处

于历史高位，其他主要原料价格高于 2021 年同

期水平，推动了配合饲料、浓缩饲料产品出厂价

格同比增长。豆粕价格持续走高，2022 年 2 月份

以 来 ，豆 粕 期

货 开 盘 价 均

超 过 4000

元/吨 。 前

三季度化肥

如 氯 化 钾 、

尿素、磷酸二铵的价格总体呈现上涨趋势。2022

年 9 月份国产氯化钾、国产磷酸二铵和国产尿素

的 价 格 分 别 为 每 吨 3954.8 元 、3776.16 元 和

2745.71 元，比 1 月份分别上涨 28.32%、17.74%和

20.52%。11 月份有所回落，分别为每吨 3604.30

元、3589.30 元和 2695.15 元。

农产品贸易保持“大进小出”格局

受全球极端天气和俄乌冲突等影响，2022 年

世界农产品市场震荡加剧。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食品价格监测数据显示，国际粮食需求持

续坚挺，但粮食供应减少，国际市场各类粮食价

格均保持高位。

2022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金额达 3343.2 亿

美元，同比增长 9.9%。其中进口金额 2360.6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4%；出口金额 982.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5%，出口主要集中在水产品、蔬菜、瓜果

和茶叶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农产品贸易逆差

达 1378 亿美元，比 2021 年略有扩大。总体来看，

我国农产品贸易仍然呈现“大进小出”格局，以国

际市场作为补充，满足了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

不同品种粮食进口数量大多较 2021 年同期

呈下降趋势。2022 年，除稻米进口量显著增长，

小麦进口量略有增长，玉米、大豆进口量均有所

减 少 。 其 中 ，玉 米 进 口 量 2062 万 吨 ，同 比 下

降 27.3% 。 大 豆 进 口 量 9108 万 吨 ，同 比 下 降

5.6%。但由于国际大豆价格不断上涨，我国大豆

进口额与 2021 年同期相比仍增长 14.4%，达到

612.4 亿美元。我国进口大豆主要来自巴西和美

国，巴西份额约 2/3，美国份额约 30%。

农业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

农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一是高质量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根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2 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合格率超过 97.6%，绿色、有机和地理标

志农产品数量累计超过 6.3 万个，农业绿色食品

的品牌效应不断扩大。

二是农业产地环境保护效果显著。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利用率和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的提高有效推进了农业产业环境的治

理，分别达到了 88%、80%和 78%。截至 2022 年第

二季度，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系数提升至 0.57。

据统计，2021 年全国化肥施用量为 5191 万吨（折

纯量），较 2015 年减少 13.8%，并连续六年保持化

肥施用量下降，施肥结构得以优化；全国农药使

用 量 为 24.8 万 吨（折 百 量），较 2015 年 减 少

16.8%，连续六年保持负增长，同时低毒微毒农药

占比达 85%；全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

盖率达 46%；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超过 90%。

数字化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城乡数字鸿沟

进一步缩小。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全面提

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相关报告，

截至 2022 年 6 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达 58.8%，较 2021 年 12 月提升 1.2%。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2022 年开通 5G 基

站 80 多万个，实现全国“村村通宽带”和

“县县通 5G”。

农产品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农产品

网络零售增长显著。2022 年，全国农村

网 络 零 售 额 达 2.1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 5313.8 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比 2021 年提

升 7.3个百分点。农村电商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

平持续提升，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土地流

转、农资电商、农机服务线上平台、线上农业技术

服务等新兴模式也促进了数字信息与技术在农

业生产要素流通领域的进一步应用。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

镇居民。2022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133 元，同比增长 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4.2%，高于经济增速 1.2 个百分点，名义增速和

实 际 增 速 分 别 快 于 城 镇 居 民 2.4 个 和 2.3 个 百

分点。

从收入构成看，全年四类收入均有增长。其

中，工资性收入 8449 元，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份额约 42.0%；经营净收入 6972 元，占比约

34.6%；转移净收入 4203 元，占比约 20.9%；财产

净收入 509 元，占比约 2.5%。

随着农村物流体系和商业设施不断完善，农

村居民消费支出克服疫情影响，在波动中逐渐恢

复。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6632元，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比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高 2.7 个百分

点，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高4.2个百分点。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这项任

务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脱贫地区的产业发展和

脱贫人口的就业情况。

2022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比上一年增加 5.4%，达 1650 亿元，其中 55%以

上用于产业发展。全国 832 个脱贫县都已结合

自身资源条件，培育出主导产业。为保障脱贫群

众就业增收，各地有关部门加强就业培训，开发

公益性岗位，取得良好效果。超过 65.7%的监测

对象已消除返贫风险。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

模达 3278 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22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各级

部门的责任，夯实了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

现代化转型进入关键阶段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向现代化转型进入关键

阶段，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重点要聚焦以下环节。

一是深刻把握和践行大食物观。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随着生活水

平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

生显著变化，单一的饮食结构成为过去，食物来

源更为多样和丰富。这要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

同时，实现肉类、果蔬、乳制品、水产品等各类食

物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的营养和健康需求。全方

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不是对耕地草原森林海

洋等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是在生态文明建设

框架下的资源高效利用，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生

态保护。践行大食物观，需不断完善以农村土地

制度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和机制，并采用

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和加工技术，实现物质需求

和自然资源的平衡。

二是加速重塑城乡关系。受传统工业化影

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完全破除，制约

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是最

直接的表现，虽然城乡收入比呈现缩小趋势，

2022 年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

2.45∶1，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绝对值

仍达到 29150 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

要素流动。城市繁华和农村繁荣不能分割，乡村

振兴战略从本质上看，就是从战略高度理顺工农

关系和城乡关系。要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意

味着改变资源从农业、农村向城市以及工业的单

向流动格局，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

等要素的双向流动。未来要以县域发展为中

心，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

要在县域范围内实现农村地区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基本公

共服务提标扩面，提升乡

村 价 值 ；另 一 方 面 要 优

化县域空间和产业规

划布局，加速要素双

向流动，实现以工补

农、以城带乡，以城

镇辐射带动农业农村走

向繁荣。

三 是 充 分 发 挥 农 村 集 体

经济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重要

作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建设农业

强国的核心任务之一。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已形成多种发展形式，经营活动包括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源使用权入股、承担财政

投入的乡村建设项目等。各地还在进行由强村

公司整合多村资源的探索，鼓励抱团发展。随着

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活

动延伸到规模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总

体而言，目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展现出强大活

力，对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兴旺、农户增收方面的

作用越发明显。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需

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集体经济

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农村经营体

制统分结合的优势，要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统”的

功能，为共同富裕夯实基础。

2023 年增长态势不变

结合 2011 年至 2021 年各产业就业人口、社

会固定资本投资、农民工就业等情况，根据我国

135 个部门投入产出结构建立预测模型。考虑

到国内国际发展态势，用模型设定不同的模拟方

案对报告结果进行简单平均，预测 2023 年农业

农村发展趋势如下。

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农业拉动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0.73 个百分点。预测结果显示，农业增

加值持续增长，预计 2023 年农业增加值增速为

9.8%，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农业增加值占比有

所提高，达到 8%左右，比 2022 年农业增加值占比

略高；以主要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业（谷物磨制

品、饲料加工品、植物油加工品、糖料及糖制品、肉

类加工品、水产品加工品、蔬菜水果加工品、乳制

品、茶叶）增加值将继续增长，增速为 2.0%，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1.7%。预计 2023 年农产品贸易额

达到 387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其中农产品

出口额为 11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9%；农产品进

口额为 2774.5 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为 1674.5

美元，同比增长 21.5%；食用油籽、食用植物油和

畜产品进口额占国内农产品进口额的比重将超过

60%，预计水产品进口比重将进一步增加。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预计 2023 年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将 超 过 4.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1.2%，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 5.31 万元、2.24 万元，同比增长 7.7%、11.3%。

2023 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将保持增长态势，预计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67 万元，同比增长 8.8%；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3.3 万

元和 1.72 万元，同比增长 8.6%和 3.4%；从居民消

费支出的类别来看，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和

医疗保健支出同比增长速度均超过 15%。

综上，我国农业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

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

多措并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需

以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坚定不移

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定推进农田建设和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
全。保障粮食安全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要条件，

要继续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

保证高标准农田建设数量的同时，进一步推进高

标准农田的改造提升。更新改造农田基础设施，

探索高标准农田管护模式，防止地力下降，保证

“粮田”为“良田”。加强耕地质量监测与调查，推

广保护性耕作，推进耕地休养生息，着力提升耕地

质量。推进种业振兴一方面要持续进行种质资源

的精准识别与保护，完善重要种子产品资源库；另

一方面要继续聚焦良种繁育，有效保障良种供应，

全面提升良种化水平。在技术创新上，要着力开

展“卡脖子”技术攻关，力争在前沿技术领域取得

突破，加大对原始育种创新成果的保护，推动我国

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转变。

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保障农产品
供给。完善农产品贸易战略布局，拓

宽贸易渠道，发挥区域市场的重要作

用。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及“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和地

区的农产品经贸关系，打造包括

仓储和物流运输环节的贸易全链条，

不断拓展农产品贸易空间。在进口方面，要拓

宽进口渠道，推动农产品进口市场多元化，以分

散风险，避免供应链断裂，保障重要农产品供

给。在出口方面，要培育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

提升农产品贸易条件。通过推动生产规模化、标

准化，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要坚持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提供公共服务支持企业打造农产品品牌

并进行国际营销，以质量为基础，以品牌为引领，

推动优势农产品出口，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拓展

增值空间，增强我国农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市场影

响力。

立足农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
服务。实践证明，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通过扩大生

产规模和规范作业促进先进农业绿色技术的使

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需切实完善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有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

接。更好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农业生产中的作

用，一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服务水平，通过加大

农业投入科技含量、提升农民专业素养以及建设农

业基础服务站点等方式为农业提供更加先进和多

元化的服务模式。二要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

增强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户既

能参与农业生产过程又能保证农业生产效率。三

要持续加强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投入，农业社会化服

务旨在为广大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提供高效的服

务。为保证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应提供足够的资

金支撑，确保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康发展。

加大数字乡村建设投入，完善商品服务网络
体系。数字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突破口，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因

此，一要加大数字乡村建设投入力度，提升乡村

信息基础设施。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需加大

基础设施投入，信息基础设施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迫切需要补齐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短板，建立

和完善乡村信息化服务体系，加快缩小城乡数字

鸿沟。同时，加强农民互联网能力教育培训，推

进数字普惠金融和土地流转等活动的线上交易，

拓展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场景。二

要构建高效的现代商品服务网络体系。搭建农

村物流信息平台，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核心完

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促进供应链全流程体系

信息化、可视化，降低配送损耗及成本，降低流通

环节产生的交易成本，避免要素配置和产品流通

的效率损失。

促进非农就业和返乡创业，保障收入持续稳
步增长。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条件。一方面，应继续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

非农就业，加大对农民特别是脱贫农户的技能培

训力度，强化就业指导服务，促进农村劳动力非

农就业。另一方面，应创造条件促进返乡创业，

扭转城乡之间要素单向流动的格局。目前全国

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 1000 万人。通过吸

引创业人才、强化创业服务、建设创业园区，以及

土地、税收优惠支持等手段，促进返乡创业。除

保证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还要促进

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增长。需

提升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水平，落实农业农村各

项补贴政策，保障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需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一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营制度，创

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并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

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来，搞好农

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让广大

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二是提升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能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加大财政支持，多部门联手对农村集体经济活动

实施税收优惠。一方面，切实减免农村集体资产

转移和变更时涉及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以及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过程中的税费，并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负担的公益性、福利性开支和社会保障

支出实施税收抵扣政策，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轻装上阵。另一方面，加大创新金融支持政策，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融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