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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补贴是“三农”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农业补贴主要有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

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虽然这些惠农政策起到了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作用,但是现行补贴

政策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补贴的资金总量不足、补贴范围小、补贴结构不尽合理和资金分散降低激励效

果等。为充分发挥农业补贴政策的支持和导向效果,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 

[关键词] 农业补贴；补贴政策；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Chuangye Qi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Qi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Agricultural subsidy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ree rural" policy.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al 

subsidy mainly include direct subsidies for grain, fine varieties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comprehensive 

direct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al materials. Although these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farmers have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grain production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ubsidy 

polic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otal subsidy funds, small subsidy scope, unreasonable subsidy structure, and reduced 

incentive effect due to fund dispersion.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our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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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

基础。同时农业也是弱质产业,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因素

的影响,容易引起粮食供给减少、价格上涨,这不仅会影响农民

的生活水平,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学界普

遍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可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解决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提高了农民

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减轻了农民负担。 

1 我国农业补贴实施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农业补贴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国

农业补贴制度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这一阶段,我国的农

业补贴主要采取的是直接财政补贴的形式,旨在促进农业生产

和农民收入的增长。1984 年,我国开始实施大规模农村改革,

取消了集体经济组织,引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开始

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流转。1985,年,国家又颁布了《红头文件》,

取消了粮食收购计划,允许农民自由销售粮食,同时还实行了对

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的政策。 

第二阶段：19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国家开始实

行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农业补贴政策。1993

年,国家实施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了农村

市场化。1995年,国家开始实行“小宗经济”和“三农小额信贷”

等政策,更好地支援了贫困农民。在农业保险方面,国家开始实

行了“农业保险试点试行办法”,部分农户得到了保障,使得农

业生产收成更加稳定。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

发展较快。2004 年,国家开始实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

允许农民通过自发组织的方式合作经营,进一步推进了农业市

场化。农业补贴方面,国家开始实行了“农业生产者补贴政策”

旨在更好地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的发展。 

综上,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单一的财政补贴,到多种形式的农业补贴,再到多元化的农业

补贴,不断完善和创新。这些政策的实行,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

和现代化进程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1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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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良种补贴指国家通过建立良种推广示范区,对农民

选用农作物良种并配套使用良法技术进行的资金补贴,目的是

支持农民积极使用优良作物种子,提高良种覆盖率,增加农产品

产量,改善产品品质,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

化管理、产业化经营。 

1.2粮食直补政策 

粮食直接补贴是国家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和促进农民增收,给种粮农民的一项政

策性补贴。补贴对象是所有种粮农民,补贴程序一般是省财政下

达粮食直接补贴资金后,县财政局根据各乡镇粮食播种面积和

近三年粮食平均产量的各50%比例分解到乡(镇)乡(镇)再根据

各村种粮面积和粮食产量分解到户,公示无异议后报财政局审

核,财政局审核后将资金拨付给各乡镇惠农资金专心。 

1.3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农资综合补贴是指政府对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

肥、柴油、种子、农机)实行的一种直接补贴制度。在综合考虑

影响农民种粮成本、收益等变化因素,通过农资综合直补及各种

补贴,来保证农民种粮收益的相对稳定,促进国家粮食安全。其

资金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通过粮食风险基金专户下拨。补贴依

据和标准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从二轮承包耕地面积或确权耕地

面积中选定一种类型作为补贴依据。 

1.4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 

农机具购置补贴,又称农机购置补贴,是指国家对农民个

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作业服

务组购置和更新农业生产所需的农机具给予的补贴。目的是促

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补贴标准：农机购置

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原则上

在省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补贴额的调整工作一般按年度

进行。补贴对象: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

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

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1.5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为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市场供

应实施的粮食价格调控政策。是为解决“工农”问题,实施工业

反哺农业而采取的重要手段。一般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受市场

供求影响,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

控,必要时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种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

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粮价格低干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

时,国家委托符合一定资质条件的粮食企业,按国家确定的最低

收购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作为粮食最低价收购政策的补充.我国

于2007年开始实施临时收储政策。粮食临时收储政策覆盖的品

种范围不包含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稻谷和小麦.而是以玉米

等非主粮品种为主。 

1.6政策性农业保险和灾资金补助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政府通过保费补贴方式依托保险公司对

种植、养殖业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直接

物化成本保险。农业保险补贴的险种涉及种植、养殖、林果业

等。主要农产品都包含在内。具体补贴险种和补贴金额因时因

地而异。 

2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不足 

2.1补贴的资金总量不足 

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力度,涉农专项资金逐年增

加,但管理上却没有跟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如项目过多,相互协

调沟通不够,使用分散,资金导向功能不强,管理滞后,跟踪问效

机制不畅等等。政府事权划分不清,缺少与之相适应的财力匹配

机制。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财政的逐步确立,各级政府

将承担更多的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财力需求越来越大。 

2.2补贴范围小 

我国大多数农民可直接领取的补贴种类较少。主要是以下

几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

补贴。农民拿到的补贴不算太高。虽然我国农业补贴总金额不

算低,但是奈何我国耕地面积广阔,农民人数过多,人均拿到的

补贴金额不高。 

2.3补贴结构不合理 

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已实施的“绿箱政策水平不高,多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未用足。“绿箱”支出结构中,大部分偏向政府般服务,对农民直

接支付明显不足。二是“黄箱”补贴结构失衡,多数特定产品

AMS(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突破上限,非特定产

品“黄箱”政策使用不充分。在中国向WTO的通报中,特定产品

AMS主要由价格支持和财政支付性补贴构成。对于大部分产品来

说,财政支付性补贴是AMS中较为固定的组成部分,年度间变化

大的是价格支持水平。因此,特定产品“黄箱”的补贴空间主要

在于价格支持水平的高低。 

2.4补贴管理机制不健全 

在实际的农业补贴实施中,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和

农业补贴方式的非直接性,导致补贴利益渗漏严重,农民不能获

得实实在在的增收。主要体现在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

有效的协调机制,难以提升财政农业补贴的整体效果。另外,我

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

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中间环

节过多,往往会发生一大部分不必要的资金支出。 

3 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 

自从实行财政农业补贴政策以来,不仅我国的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而且也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但近年来,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困难风险增大,

要保持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就必须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

民生,全面强化惠农政策,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促进农民增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3.1清理整合,优化涉农专项资金结构 

在总结现有涉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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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统筹、高效、科学、协调的目标,理顺资金渠道,减少交叉重

复,规范资金用途。要对现有涉农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清理,打破

现有的各类涉农专项资金条块分割的局面,按照“该撤销的撤销,

该压缩的压缩,该保留的保留,该增加的增加”的要求进行清理

整合。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使用分散的涉农专项资金进行归

并,或按资金用途重新进行分类。对不符合公共财政支持方向或

已经完成目标任务的涉农专项资金,要予以取消或转变用途。在

整合的部署上,坚持强化集中,突出重点。 

3.2搭建平台,统筹安排涉农专项资金 

一是以规划为引导推进涉农专项资金统筹安排。根据农业

农村发展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自然资源条件,制定支持农业农

村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规划引导涉农资金的集中投入。二是以

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为平台推进涉农专项资金统筹

安排。把投向相近,目标相同,来源不同的涉农专项资金归并整

合,做到“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水龙头放水”集中财力

解决制约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及重点项目发展的瓶颈问题。三

是以重大专项资金为平台推进涉农专项资金统筹安排。继续以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为牵引,引导社

会资金的投入。 

3.3创新机制,完善涉农专项资金管理。 

要按照“资金分配规范、使用范围明晰、管理监督严格、

职责效能统一”的要求,对涉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进行清

理、修订和完善,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涉农专项资金,研究

制定统一的管理办法,做好各项管理制度的衔接,避免相互矛盾

抵触,进一步完善涉农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体系。 

3.4强化监督,规范使用涉农专项资金。 

进一步完善涉农专项资金监督机制。在过程上,要加强涉农

专项资金全过程的监督,在方法上,要加强涉农专项资金日常性

的监督,在监督体系上,要加强涉农专项资金多渠道的监督,逐

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涉农专项资金监督体系,做到

资金范围延伸或拓展到哪里,资金监管就要跟踪到哪里。继续推

行项目资金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招投标和县级财政报账制,

严把涉农专项资金“事前、事中、事后”三关,全力打造资金管

理“绿色通道”,确保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4 结语 

农业补贴作为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

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其合理的政策能够有效帮助国家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因此,针对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应进行

合理调整,充分发挥农业补贴政策的支持和导向效果,进一步完

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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