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领导介绍 机构设置 财经要闻 财经时论 财政与宏观调控 预算制度 税收论坛 国库制度改革 财政体制 财政支出 

国有资产 财务会计 财政史话 外国财政 地方财政 财政科研动态 博士导师 硕士导师 博士后流动站 公开刊物 内部刊物 

     您的位置： 主页 -> 地方财政 -> 正文 

关于浙江省财政支农政策问题的思考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5月14日  林大贤 

摘 要: 面对着中国的入世，农产品市场的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与

挑战。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 本文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对入世后的财政支农政策取向

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个人部分见解。 

关键词: 财政支农 WTO 

我国加入W T O ，符合我国农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但同时也会对国内的农业带来影响。

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与支持政策是W T O 规则所允许的，为了提高浙江省农业的竞争力，更多地参

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我们要尽快熟悉W T O 规则，调整和完善我们的财政支农政策。 

一、财政支农规模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农资金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

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及其他。较长时期以来, 在衡量财政支农规模或国家对农业的支持程度时,

习惯使用以下几个指标: (1)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2)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 的份额。

(3)我国于1993 年颁布的《农业法》中的有关规定:“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下面分别

用以上三种指标,对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支农规模的变化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

的比重呈波段性下降趋势。1978 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978～2003 年间,一直呈波动性

下降趋势, 最高时1978 年这一比重为13.43%,最低时2003 年这一比重为7.12%,下降了6.31个百分

点。 

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 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78～2003 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 的比重由

14.79% 下降到10.26% 。同时,由于农业GDP 比例变化的不均衡,不同年份间变化较大,但总体上呈大

幅下降趋势, 且降幅大大超过财政支农支出比例的降幅。支农支出增长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如果将

《农业法》中所指的“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总投入”理解为预算内财政支农支出, 那么,财政支农支出

增长除个别年份外,均未超过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1992～2003 年,剔除1998 年数据调整,财政支

农支出年均增长10.74%,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41%,后者较前者高出2.67 个百分点。从以上三个

指标很显然的可以看出,我国在财政支农这方面的支出明显不足,特别是入世后农业市场的国际竞争

日趋激烈,要想在竞争中处于不败的地位,必须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不足,地方财政支农意识淡薄 



农业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导致农业抵抗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减弱。在财政资金投入方面,农业抗灾

能力下降主要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老化, 抗灾能力下降给农业带来的影响严重，尤其是我省处于台

风易受影响地带每年的台风会给我省带来严重的损失。县级政府对农业资金投入绝对量呈现出不断

增长趋势,但相对规模却下降,缺乏投入长效增长机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增幅低于财政收入增幅。 

2、政支农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 

财政支农资金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的下降趋势以及年际间的剧烈波动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

发展。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资金补贴过高, 而直接用于生产的补贴资金很少,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

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投入主要以间接支持为主,直接用于农业基础

设施比重小,而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性的水利建设比重较大, 农民直接得到实惠的资金投入比重很

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投资比重和强度低且近年一直呈下降趋势。 

3、财政支农的环节和方式不合理 

我国政府支持农业政策的特点,一是支持流通环节多于生产环节,二是间接支持多余直接支持。

实际上，政府给粮食流通企业大量的补贴,而粮食流通企业仍然有大量的亏损,也没有很好调动农民

的种粮积极性。政府通过拨款建立农口事业单位，并为他们的业务活动提供资金,通过农口事业单位

来为农民提供科技示范、病虫防治、检验检测等服务,而很少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开展业务提供资助。

由于不是直接对农业生产和生产者提供支持, 造成效率低下, 资金使用效果不高。 

三、财政支农政策的目标定位 

要把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放在首位。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内需政策

实施的效果，进而影响整体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我省农产品的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入世以来美日欧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几乎都以“绿色“名义对提高了农产品进口标准,使我省一些传统农产品由于超标而屡遭“红牌”警

告, 造成重大损失。完善能有效提高我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已迫在眉

睫。发挥浙江省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优势。浙江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相对短缺,粮棉油等资源密集型产

品生产优势不足。但浙江省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 水果、茶叶、蜂产品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的生产成本远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 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加入世贸组织后, 随着各成员

国之间关税的减让和配额的取消,浙江省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示。 

四、财政支农政策调整方案 

加入WTO 后，必须按照有关协议和加入W T O 在农业方面的承诺来支持农业发展。因此，必须

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调整。同时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改变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方式和重点。 

1、调整支农政策，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收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给农民购买

农用投入品以补贴。面对加入WTO 的严峻挑战, 为充分发挥我省的比较优势, 我们必须对农业、农

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支持这一调整。例如, 对农民购买农业投入品给

予补贴。有一个行得通的办法是对农民( 作为低收入者) 购买农机具、化肥、农膜、农药、良种等

投入品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 符合WTO 的规范。充分研究运用“ 绿箱”政策， 增加对农业的投



入。所谓的“绿箱”政策是指那些对农产品自由贸易不利影响很小的政府支持农业措施。加大对农

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建立农产品信息服务体系、加大对农业科研、技术推广、良种繁育体系和病虫

害防治的投入。我省要把增收与减负结合起来,深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农业收入支持新体

系。在具体操作上，可考虑以下要点:（1）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构，向农业生产

提供保险, 对农业保险提供保费补贴,逐步使之成为保证农业生产者最低收入水平的保障手段。

（2）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地区实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可以采取现金和粮食直接补贴到农户的做

法。在此基础上，如果政府还有补贴能力的话,可以参照美国的脱钩补贴方式对农民进行补贴。 

2、支持建立农产品质量检验制度 

加大扶持力度，全面提升农产品检测层次与能力。全面提升各级各类农产品检验检测的档次与

层次，拓宽领域，加速构筑起与国际市场相对应的农产品检测网络体系，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农产品

国际竞争的需要。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大对农产品检测体系建设的扶持力度，把所需资金列入年度财

政预算，逐年加大投入。力争使多数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质量安全指标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这对于保证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和我省人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决定意义。加大对农业科研、

技术推广的投入。对于农民使用科技成果和接受技术服务，应当实行低成本政策。 

3、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入世后我省农业财政政策应该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大投入。我省财政支农政策必须涵盖以

下内容:(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投入。要继续加大农村水利、道路交通、农村电网、

邮电通讯、能源及市场信息等设施建设的力度,以间接减少农产品的成本支出，减缓农产品生产成本

的上升速度。(2)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积极扶持龙头企业。 

参考文献 

[1] 李双元,张宏岩.WTO 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方式的转变.农业经济,2002,1. 

[2] 左锋,曹明宏.财政支农资金利用现状分析及政策选择.农村财政,2005,10. 

[3] 朱玲.从浙江实践看财政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农村财政与财务,2005,11. 

 

    文章来源：科技资讯      （责任编辑： XL）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