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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粮食直补政策作为国家近几年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 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易县和高
碑店市调查时发现, 在实施中存在补贴价格相差悬殊、补贴方式不合理等问题, 提出了粮食补贴的重点应是补贴种粮农民 , 并应增加农
村公共财政支出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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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直补政策作为国家近几年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惠农

政策, 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 保证国家粮食供应 ,

增加粮农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据资料显示,2004 年国家对

13 个粮食主产省( 区) 和16 个非主产省的产粮大县的农民实

施了直接补贴, 全国29 个省( 市、区) 安排补贴资金116 亿元 ,

至9 月30 日, 全国已累计向种粮农民兑现补贴资金112 亿

元, 占补贴资金总额的96 %( 金人庆 ,2005) 。粮食直补政策

的贯彻落实, 使近6 亿种粮农民直接享受到国家政策带来的

实惠。据统计,13 个粮食主产省( 区) 通过粮食直补补贴农户

13 892 万户, 平均每户增收74 元( 金人庆,2005) 。为了解河北

省粮食直补政策的落实情况, 笔者对河北省高碑店市10 个

村和易县18 个镇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 粮食直补和农业税

减免政策受到农民的热切欢迎, 对于缓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较多问题。

1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 .1 补贴价格相差悬殊  据国家规定, 对粮食补贴应根据

播种粮食 的面 积进 行补 贴, 补贴 价 格为 山区 120 ～150

元/ hm2 , 平原区180 ～225 元/ hm2 。具体在实施时基本与国家

政策保持一致, 但也存在补贴价格相差悬殊的情况。笔者于

2005 年5 月份在河北省高碑店市周围10 个村庄随机走访了

50 户农户, 发现补贴价格基本是135 元/ hm2 , 不同地区不同

的粮食补贴价格, 使粮食补贴的政策大打折扣, 效果被抵消。

1 .2 不同地区的补贴方式有所不同, 粮补政策实施的初衷

体现不明显 大部分村是以土地的数量为基数进行补贴, 不

论是种粮食的, 还是种蔬菜的甚至是种树的, 都得到了同样

的粮食补贴金额。有的村竟简化到按人口进行补贴, 对粮食

的补贴效果体现不明显。同时, 补贴资金与农业税相抵情况

普遍存在 , 政策落实效果大打折扣。由于对粮食直补政策的

宣传力度不够, 很多农民以为粮食补贴就是对农民和农村的

补贴。还有很多农民即使知道有粮食补贴, 但并不知道还有

良种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等其他补贴形式。

1 .3 补贴金额较小, 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不明显  尽管

国家对实施粮补政策投入巨大, 但全国平均每人不足20 元

的粮食补贴( 112 亿元除以6 亿受益农民) , 很难发挥较大作

用。调查表明, 人均8 ～10 元的粮食补贴, 并未发生农民种

粮积极性大幅增加的现象。农民普遍反映国家惠农政策体

现了国家对农民的关心 , 但粮补政策仅是杯水车薪, 对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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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生活困境不能起到根本作用。反之, 农民对减免农业

税反映强烈, 因为该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的负担大幅减少。

1 .4 粮食补贴被农产品涨价所抵消, 农民实际收益减少  

由于2005 年化肥、农药、种子大幅提价, 粮食补贴的收益已被

农产品涨价全面抵消。据国家权威机构的资料,2006 年化肥

各品种价格上涨幅度250 ～600 元/ t ; 农药上涨3 000 ～5 000

元/ t , 涨幅20 % ～30 % 。据调查,2006 年台安县农业生产资

料及农机具价格尿素上涨19 .8 % , 硫酸钾上涨35 .7 % , 美国

产二铵上涨26 .8 % , 复合肥上涨48 .1 % , 硫酸铵上涨40 .6 % ;

农药平均上涨35 .3 % ; 农膜上涨30 % ; 玉米种子上涨11 .1 % ;

小型农机具平均上涨28 % ; 大型农机具( 主车) 上涨18 % 。农

民们反映“国家给予的惠农补贴, 都让生产资料涨价给吃光

了, 甚至还不够。”

2  对粮食直补政策的思考

2 .1 粮补的对象是补农民、补农村, 还是补粮食 根据国家

文件, 直补的目的是保护粮食生产。粮食是比较效益低的产

品, 动用粮食风险基金直接补贴种粮农民, 目的是补偿低效

公益产品, 增加粮农收入, 鼓励和刺激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

积极性。因此, 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严格来说既不是补农

民, 也不是补农村 , 而是补种粮农民。所以, 目前粮补政策实

施的方式应有所调整, 比如, 在补贴的计算依据上, 粮食主产

区和产销平衡区在正常年景下, 可以按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

补贴, 在粮食趋紧的时期也可以按农户出售粮食的数量补

贴; 粮食销区在正常年景下可以按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

户出售粮食的数量补贴, 在粮食趋紧时期也可以按农户向政

府委托的粮食收储单位交售的粮食数量进行补贴 ; 在那些农

业种植结构以粮食为主的主产区还可以按农户承包的耕地

面积计算补贴等, 确实保证落实国家实行粮食补贴的初衷 ,

将粮食补贴真正落实到种粮大户手中。

2 .2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 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有其

受益面 , 如粮补政策, 其受益群体应是种粮农民。但是在具

体实施时却因农机用品涨价因素使农民很受伤, 笔者不禁要

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 尽管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抑

制农资价格上涨, 保护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切身利益, 然而, 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化肥作为农产品的投入品, 它的上游产品

如煤、电、运等是完全市场化的, 它的后续产品也是放开的 ,

只有中间产品的价格是以大量政策性支撑作背景实行管制 ,

这就决定了这种“管制”在时间和范围上的局限性。尽管近

年来国家出台了诸多对化肥生产企业的优惠政策, 仍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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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结合的形式, 带动了加工、运输、销售等第三产业的发

展,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 , 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技术密集生产在农业生产中的比

重, 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而且可以有效地激发农民学科技、学

技术的积极性, 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生产的习惯和经营

观念, 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经营水平。

3 .5  可改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  由于有些农村地区大面积

的耕地被改为林地和草地, 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集中到面积

十分有限的土地上。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确保农村经济发展

和生态建设所取得的成果? 以温室塑料大棚生产为主体的

设施农业投资风险小, 土地生产率高, 经济效益大, 回报率

好, 有长远而广阔的市场潜力优势, 其种植规模不断扩大, 设

施农业在这些地区的农业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3 .6  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设施农业与农业高新技术

相结合, 增加了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对推动农业现代化的

实现有重要意义。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率已达70 % ～80 % , 而我国仅为40 % 左右, 说明我国与发达

国家农业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 但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5] 。

4  农村设施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制约农村设施农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 ①农村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 农民收入低, 购买力差, 是目前制约农村设施农业

发展的主要原因; ②设施水平低 , 增产增收幅度小; ③总体水

平特别是科技水平低; ④农产品开发周期长, 生产经营利润

微薄; ⑤设施空间狭小, 机械化程度不高; ⑥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不健全。

5  发展设施农业,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措施

5 .1  强化政府在设施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当前最

迫切的任务是加强政府在设施农业中的主导作用, 做到以点

带面, 加大设施农业在农村的推广力度。政府应当把发展设

施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

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来抓 , 制定切实的

政策措施加以扶持。

5 .2 因地制宜发展农村设施农业  在布局上, 要充分利用

农村各地区的气候特点 , 力求降低能耗和成本 , 根据具体情

况进行布局; 在种植结构上要做到优化选择, 不盲目种植; 在

设施的建设规模上, 应根据农民的经济能力, 尽量做到设施

既能满足生产条件, 经济成本又不高的要求。

5 .3 加强设施农业的相关科研工作  设施农业要快速发

展, 必须有科技创新作为支撑。农业科技部门要加强对设施

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成果转化, 开发推广高效生产模式、配套

技术及专用优良品种, 提高设施农业技术的转化率和覆盖

面。完善农民培训体系, 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和管理水平。

设施农业是依靠科技进步而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 , 是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转折, 是农业规模化、商品化、

现代化的集中体现。设施农业的发展在增加农民的收入同

时也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 是解决“三农”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和推动生态环境建设的高效生产模式。所以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 , 设施农业发展更应受到政

府扶持, 特别是在一些生态环境恶劣、人口密集的农村得到

大力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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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原材料涨价的幅度; 虽然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

前”补贴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但农民并没有直接享受到其

中的实惠。因此, 探索创新农资补贴机制 , 让农民真正得到

实惠 , 是大势所趋。笔者建议将“农资补贴”直补给终端环

节———种粮农民, 按照涨价部分将这部分资金补贴给农民。

这样做 , 一是环节少 , 操作简便, 便于监督; 二是成本低, 可

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 ; 三是让农民看到真金白银的实惠,

进一步调动种粮积极性。

2 .3  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  调查发现, 影响农村粮食

产量主要是浇水灌溉。据易县农户反映 , 由于目前该县地

下水水位普遍偏低 , 打一口深150 m 的井 , 需要资金17 万～

19 万元, 而筹措资金的困难成为制约的重要因素。调查表

明, 目前该村有村民900 人 , 人均0 .053 hm2 地 , 每年的粮食

补贴为120 元/ hm2 , 则每年收到国家的粮食补贴为5 760 元,

如果国 家 投资 建 一口 井 , 每 年 产量 至 少 可增 加 1 500

kg/ hm2 , 粮食按1 .2 元/ kg 计算 , 则可增加收入1 800 元/ hm2 ,

减去增加浇水增加的成本900 元/ hm2 , 可增加纯收入900 元

/ hm2 , 远远大于国家的粮食补贴收入。所以建议将粮食直

接补贴改为农村公共设施投资或改为农村公共设施贷款,

让农民用每年的粮食收益归还, 以增加粮食的增产收效。

2 .4  一种可行思路 , 变粮补为农业保险  将粮食直补方式

改为农业保险 , 减少因自然灾害等对农民造成的损失 , 从而

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险体系。虽然农业保险钱不多, 但可

以解决广大农民的一些后顾之忧。而且有以下好处: 一是

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险体系 , 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生活的

环境质量, 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是可提高农民参保

意识, 大大缓解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三是减少了自然因

素等不确定因素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 使农民丰年有收入 , 灾

年有保险。有条件地区还可以扩大保险范围 , 设立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等保险, 大范围解决农民的老有所养、病有所

医的问题 , 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 促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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