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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富：七大措施确保粮食持续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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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9日，在第三届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秦富研究员总结我国粮食七连增的经验，结合粮食增

产定量测度的启示，提出了确保粮食持续稳定增产的七大政策建议。 

    一是高度警惕并避免粮食持续增产后可能出现的周期性徘徊。我国粮食已经连续7年增产，但明显具有恢复性、脆弱性、替代性特征。七连增

后出现长时期徘徊减产的可能性在增大，更需花大力气继续增加对粮食生产的各种投入和支持。 

    二是坚定不移守住两条“红线”。我国粮食七连增中四成左右来自于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必须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定不移地守

住耕地面积18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亿亩这两条“红线”。 

    三是继续稳定完善强农惠农支持政策。增强政策的系统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 

    四是高效利用科技进步的增产作用。七连增中各种投入的贡献约为26.5%，在未来粮食投入水平很高、耕地面积有限、劳动力持续转移的情况

下，更需坚持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发展道路。 

    五是充分发挥主产区的突出贡献。特别是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大规模开展高产创建，发挥产粮大省、产粮大市、产粮大县的突出作用，把

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的规划具体落实下去。 

    六是努力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制定粮食政策时，应正确认识和对待农产品价格上涨，粮价上涨影响通货膨胀的作用中对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的传导是主要因素。应在一定幅度内合理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七是大力强化农业基础建设。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2004-2009年间因灌溉面积增加和抗灾能力增强对粮食增长仅贡献11.6个百分

点。政府应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优先投资领域，大幅度提升农业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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