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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大致经历了“适应计划体制”——“适应市场体制”——“适应WTO规则”的三个阶段。显然，不同阶段农业

支持政策的目标、内容、效果存在巨大的区别，全面考察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历程、分析农业支持政策演变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并针对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

对的主要问题，确定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未来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农业经历了土改、人民公社化等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形成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农业支持政策逐渐向工业反哺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加快提高农民收

入等方向演变，揭开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篇章。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支持政策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前，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借鉴前苏联做法、调整和适应等基础上，实施了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上

升，总额从1950年的2.74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50.66亿元。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具有计划性、被动性的特点。首先，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主要是为了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发展服务的，使农业

部门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打上了计划烙印。其次，服从于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积累和赶超战略的大局，这一阶段的农业支持政策是

被动式的。 

（二）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入世阶段的农业支持政策 

1978年起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及市场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开始了从单一到多样化，从封闭到开放、从适应计划

体制到适应市场体制的过程。1978-2001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农业支持政策，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上升，总额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3亿元。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到入市前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具有市场化、辅助性的特点。第一，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标志，率先在

农业领域实行了自主经营、放开搞活，具有明显的市场化取向。第二，这一阶段的农业支持政策还具有辅助性的特点。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性投入相当有限，整体上对农业

的“取”大于“予”，因此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业发展主要起到辅助性作用。 

（三）第三阶段：入世以来的农业支持政策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在WTO农业规则约束及以工补农和城乡统筹理念确立的背景下，我国实施了变革性的、针对性明显的农业支持政策。

2002-2010年，我国政府清理和修订了不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出台的农业支持政策符合WTO要求。2004-2012年间连续出台了9个与农业发展相关的1号文件，2006

年取消了农业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倾向从原先的“多取少予”转向“少取多予”。经过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上升，总额从2001年的1456.73亿

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97亿元（2006年以后的统计数据口径变化）。 

2001年入世以来，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具有反哺性、主导性、制度化的特点。首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

乡发展的实力和基础。其次，农业支持政策的主导性日益强化。最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渐成体系，用于支持农业的资金有专项化趋势，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有

制度化发展趋势，一个覆盖面广、专项管理、制度强化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逐渐形成。 

二、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一）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1.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明显提高。尤以粮食、棉花、水果和肉类为主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明显。 2.农业部门结构优化。我国农业部门结构渐趋优

化，以生产结构优化为例，种植业比例由1952年的85.9%下降到2009年的50.71%。林牧业产值比重上升，尤其是牧业产值提升速度显著。3.农村经济结构优

化。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中农业产业增加值占农村产出增加值得比重有所下降，而非农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农村经济结构渐趋优化。 

（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 



1.农民收入稳步增长。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0元，2009年增加到5153.17元，净增加了5019.57元，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7.6倍，农

民收入稳步增加。2.农民收入结构优化。1978-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构成发生变化，家庭经营纯收入在1990年之后波动下降。非农收入比重的上升意味着

农民不再单纯依赖农业收入，农民收入结构渐趋优化。3.农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10元上升至2009年的3993.45

元，实际增加了5.74倍左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三）农村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日趋改善 

1.义务教育进展明显。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开展明显，初中程度劳动力明显增加，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状况明显改善。2.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善了农村医疗服务水

平。2004-2008年，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等增加了2396个；补偿支出受益人次增加了5.09亿人次，新农合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医疗服务水平。3.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

高。2000-2008年，我国农村社会救济费从8.73亿元增加到32.68亿元，占民政事业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4.0%提高到15.2%，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4.农村基础设施

得到一定改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91年的1536.60亿元上升至2010年的36725.00亿元，以堤防保护面积、水库数量、灌区数、堤防长度等为代表的农村基础设施

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三、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1.农业发展面对日趋紧张的资源与环境约束。2000-2008年间，我国耕地资源从12824.30万公顷下降至12171.60万公顷；人均当地水资源量从2193.90立方米/人下降

至2071.10立方米/人。日趋紧张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影响着农业的发展。2.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城乡基础设施供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3.农业

各项投入仍显不足。在农业科研投入方面，明显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适当标准。在技术推广和人才投入方面，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也有明显的差距。

4.农业经营组织形式落后于市场发展形势。农业组织化程度低， “小农户”面对“大市场”局面，竞争乏力。 

（二）农村发展仍然落后 

1.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发展不足。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水平只有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投入水平（10%左右）。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到公共

产品和服务的供给。2.农村公共服务存在差距。我国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金融保险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停滞不前，人、财、物投入不足，

管理水平低下，与城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3.社会管理需要创新。我国农村地域广阔，整个农村地区社会管理手段单一，方式方法落后，由于征地、资源开采、贫困等

引发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需要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  

（三）农民增收仍然困难 

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78-2009年间，城乡收入相对差距从2.57:1扩大到3.33：1。2.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有所缩小但减贫难度更大。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把贫困标准提高到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庞大，而且处于减贫难度更大的区域。3.农业规模经营难以推进。时至2008年我国户均耕地

规模在10亩以下的份额为85.38%，农业规模经营的推进十分艰难。4.农民非农化进程缓慢，农民工权益被侵害问题依然存在。2000-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从36.22%上升至51.27%，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农民非农化进程缓慢；同时，农民工受歧视问题、工资待遇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及文化教育问题等依然存在。 

四、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未来取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二五”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为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应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入手。（一）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二）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三）把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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