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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1/2021_2022__E8_B0_8B_

E5_88_922008_c61_451464.htm 岁末的12月22日，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在京召开。 尽管已是第四个粮食丰产年，农民的增收

速度也在加快，但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物价较快上涨，

还是给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些许隐忧：作为“百

价之基”的粮食供求形势明年如何？农产品供求趋紧态势能

否缓解？自2004年以来持续的惠农政策又将呈现怎样的力度

和走势？ 面对2007年GDP与CPI的“双高”并存，人们对明年

的“三农”形势及调控部署倍加关注。 农产品价格上涨成为

焦点 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呈现出一

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有明显的恢复

性质。以1978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基数100，最高点

是1996年，达到550，从1997年开始连续7年低迷，到2004年才

开始回升，2006年也只有508.9。如果把近10年以来的农产品

价格放在一起分析比较，即使以目前上涨后的价格来看，农

产品价格仍旧不算高。目前农产品价格多数低于10年前的水

平，只有玉米和生猪等个别品种略高于10年前水平。 二是农

产品价格上涨与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有关。农产品价格周期

性波动，其根源在于农业生产的两个特点：受自然条件影响

大，产量会因为不可控因素而波动；生产组织规模小，不能

预判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他们一般都是简单地跟随价格做

出生产决定，形成了“价格上涨供应增加价格下跌”的周期

性循环。 三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受世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

传导。去年10月份之后，由于预期全球粮食减产、生物能源



发展对玉米的需求增加、国际投机基金进行粮食期货市场炒

作等因素，国际市场粮油价格全面大幅上涨。玉米价格上涨

最为显著。小麦价格上涨创2000年以来最高涨幅纪录。粮食

价格上涨推动了与粮食有关的食品价格走高，并通过饲料的

传导作用推动肉类和奶类等食品价格上扬。我国去年以来玉

米价格的上涨明显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大豆和植物油，已

经成为我国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两大软肋。 四是农产

品价格上涨与农产品需求拉动有关。在粮食连年丰收的背景

下，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与当前国内粮食需求总量仍存在缺

口有关，也与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化有关。从粮食需求总量来

看，产需仍出现缺口。2004～2006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

为497亿斤、445亿斤和508亿斤，三年累计净进口1450亿斤。

从需求结构看，传统的口粮和饲料粮消费平稳增长，而作为

非食品加工用粮增长较快，整个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2006

年以来玉米价格上涨主要是国内玉米精深加工发展很快

。2004～2006年我国深加工消耗玉米由1650万吨提高到3589万

吨，年均增长29.5%，远高于玉米产量7.9%的平均增长速度。

玉米价格的上涨影响饲料价格，对养猪、养鸡的成本有重要

影响，从而拉动了肉禽蛋等主要副食品价格的上涨。 “三农

”仍在爬坡过坎 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了四个关于“三农

”问题的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以

后，各地把发展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开创了“三农”工

作的新局面。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农民

收入增长仍不稳定，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 一是农

产品供求总体趋向偏紧。从粮食需求总量来看，产需仍出现



缺口。小麦和大米等口粮供求基本平衡。玉米正在从供求平

衡向供求偏紧转化。大豆、棉花、羊毛、食用植物油、天然

橡胶、原木、锯材和木浆等则需要依靠大规模进口才能满足

需求。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价格持

续低迷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农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供求紧

平衡、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农产品价格整体攀升”的

新阶段。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和比较利益低下的矛盾日益突出

；农产品市场波动加剧而风险分散机制匮乏的矛盾日益凸显

；农业生产方式与流通方式落后的矛盾日趋明显。 二是“三

农”投入机制体制不健全。近年来，中央财政实际用于“三

农”的各项支出增长幅度大，今年达到了4318亿元。虽然财

政资金绝对量增长明显，但财政支农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基本

没变；虽然财政支农措施积极，但农村金融方面变化很不尽

人意。在资金投入上，一些地方财政有愿望但财力不足，一

些地方有财力但认识不足，银行有资金但动力不足，工商企

业有积极性但支持不足。 三是民生方面欠账多、城乡差距大

。由于历史欠账多，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落后状况仍然

没有大的改观，农村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城镇。城乡教育资

源差距大，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基本医疗服务城

乡差距过大。有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因为长期得不到安全饮用

水，身体健康受到不良影响。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

区的电力设施还比较落后。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较低。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低、保障力度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刚刚开始建立，标准很低。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

制不健全。中西部省份普遍反映，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

平低，县乡财政困难，工业反哺农业“无米”，城市支持农



村无力。沿海省份也普遍反映，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性障碍

依然存在。总的判断是：在“统筹城乡发展”问题上远远没

破题，治标措施多，治本措施少；临时措施多，长期措施少

。 五是“三农”工作机构不健全。农村工作综合协调机构不

顺，职能不强，机构怎么设，赋予什么职能，没有统一要求

，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队伍不健全、不稳定，实际工作中

很难发挥综合协调作用。 惠农强农任重道远 这几年我国农业

农村变化之深刻、发展速度之快，是几十年来所没有的。农

业农村工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中央的要

求，“三农”工作必须立足于全局、立足于长远，谋划大的

政策举措。 一是稳市场。确保农产品供给充裕和农产品市场

稳定，这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大战略任务。在工业化、城

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产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的趋势性攀升，

将会是长期现象。这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民增收，将

起到积极健康的作用。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是市场对工农

、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必然调整，也是我国农业、农民和农

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必然反映。对待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

问题，不能仅仅从“城里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是要

顺应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理性地对待农产品价格上涨。农

产品供求问题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政府调控责任大。要

兼顾农民和市民利益，妥善处理好农民增收和市民支出有所

增加这对矛盾，坚持政府对农产品市场要进行必要的干预，

平抑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应继续完善稳定农产品供求和市

场的相关政策，特别是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严格保护耕地

和保持粮食播种面积的稳定，努力提高单产、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主要依靠增加国内生产解决粮食供需平衡问题。 二是



强基础。过去近十年期间，国家直接用于支持农业本身的投

入增长并不快。1998年以后，特别建设国债直接用于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的投入很少；从2004年开始，国家从粮食风险基

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但直接

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服务体系的投入仍然不多。在

当前农业发展出现重要阶段性变化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增加

对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在良种、农田水利、农技推广、质

量安全体系、农机化、流通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体系、政策

性保险、规模化养殖方式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三是重民生

。在农村饮水、道路、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职业教育、基本

医疗服务、困难群众利益保护等方面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特

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县乡财政困难，农村低收入人口比重大

，生产生活环境差，饮水困难问题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严重匮乏，农村社会事业欠账较多，需要制定更有力的

扶持政策。 四是抓维权。新时期，农民需要政策激励，更需

要制度公平，在制度上保障农民权益，已成为新形势下国家

与农民关系的焦点。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和农民关系矛盾的焦

点已经由农民负担重、干群关系紧张，转变为农民的土地权

益得不到保障。根据我们去年对2749个村庄的调查，有村民

上访村庄的比例为28.9%，约40%的村上访反映的是土地征用

问题，反映承包地流转的占26%，合计65.4%。改革土地制度

，合理界定国家和农民的土地权利，完善国家、农民、集体

、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缓解因土

地征占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国家和农民土地关系

，成为当前处理农民与国家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 五是推改

革。在完善“少取”基础上，要加大“多予”力度，加快“



放活”步伐，逐步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统一的制度体系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使农民享受同城市居民基

本均衡的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

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 六

是增投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建立“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归根结底要落实在投入上。在

当前国家财力不断增长的前提下，也有条件在增加“三农”

投入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在投入方面，不能满足于在增加

投入上一项一项地要钱，或每个部门都兼顾地要钱，要着眼

于提出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政策举措。如发行支农特别国债

或特别政策性金融债券；建立农村中长期信贷制度；出台化

解农村债务的一揽子政策。 七是促协调。“三农”工作综合

性强，新农村建设的协调任务越来越重，农村工作综合机构

建设刻不容缓。借政府换届和政府机构改革，应当建立一个

强有力的农村工作综合部门，并要求全国成立名称统一、机

构统一、职能统一的农村工作综合部门体系。□（作者为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