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对河北省粮食直补工作的调查

段云飞

我国目前执行和实施的粮食直补

政策，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

对农民购买农药、化肥、柴油等生产

资料进行综合直补。河北省按照中央

统一部署，自 2004 年以 来，实施并严

格兑现了粮食直补政策，2006 年新增

了农资综合补贴。这一制度安排实施

效果如 何、补贴 效率是高是低、是否

达到了预期目标？带着这些问题，我们

对河北省实施粮食直补政策情况进行

了调研。

粮食直补取得明显成效

2004年以 来，河北省粮食直补数

额逐年增加，到 2006 年已增加 到 7.5

亿 元。2006年，河北省落实综合直补

资金 9.38亿元，亩均 11.7元；2007年

考虑物价上涨、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等

因素，落实综合直补 18.61亿元，加上

粮食直补资金 7.6亿 元，共计 26.2亿

元；2008年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增加

到 52.6亿 元，5年间累计发放 108.36

亿元。按 2008年计算，全省每个农民

平均从粮食补贴中受益 50.45元。

（一）增加了种粮农民的收 入，保

护了种粮农民的利益。2004 年河北省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171元，比上年

增加 318元，增长11.15% ，提高 4.9个

百分点，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4.35

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 来收 入增加 最

多和增长最快的一年。2008 年，河北

省亩均补贴标准 67元，比上年增加 37

元，增长1倍多。直补政策不仅直接增

加了农民收 入，而且间接地刺激了农

民种粮积极性，加上粮食价格回 升等

因素，使得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实行农业 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后，农民

人均纯收 入又 上新台阶，2006年达

到 3801 元，2007年达 到 4293 元，比

2004 年增长 1122 元，年递增 10.7% 。

农民的种粮收益大大提高。

（二）提 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促 进了粮食 生产。2004 年粮食补贴

政 策的出台、粮食直补资金的兑 现、

农业税的减轻以 及 粮价的上扬激 发

了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由过去“想送

田”向“要种田”转变，由“外出赚钱”

向“返乡种田”转变，粮食播种面积增

加，粮食生产在恢复中出现重要转机。

2004 年，河北省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

6003.4 千公 顷，比 上年增加 59.4 千公

顷，扭 转了连续 5年下 滑的局面；粮

食总产量达到 2480.07 万吨，比上年

增加 92.27 万吨，增产 3.86% ，是新中

国成立以 来河北省粮食产量增加 最多

的一年；夏粮、早稻、秋粮季季增产。

2006 年，粮 食播种 面 积 达 到 6271.7

千公 顷，粮食产量达到 2780.6万吨。

2007年，在粮食播种面积没有增加的

情况下，实现了连续四 年增产，其中小

麦、玉 米、稻谷三 大主要粮食品 种产

量均呈上升趋势。

（三）干群关系得到明显改善。过

去农民负担 重，群众对缴 纳税费有抵

触，对基层干部有看法。实行粮食直

补政 策后，不仅 减免了农业税，还发

直接补贴，大大减轻了农村干部的工

作压 力，广大农民群众也切实得到了实

惠，极 大缓 解了农村干群矛盾，密切

了党群关系，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农民对这项“得民心 ，顺民意”的德政

工 程非常满意。

粮食直补政策执行中

存在的问题

（一）种粮比 较效 益持续走低，

在一定程 度上抵 消了种粮 补贴 所激

发的农民 种粮 积 极性。以 河北省唐

山市 2008年的粮食投入产出成本为

例，2007年小麦平均单产为 353.3 公

斤，按 2008年3月份 最高收购价每公

斤 1.74元计算，亩收 入为 614元，扣

除化肥、种子、农药、水电、农机作

业 费 550 元，亩 收 入 为 64 元。2007

年，全市玉 米平均单产 410.9公 斤，按

2008年3月份 最高收购价每公斤 1.58

元计算，亩收 入 649 元，扣除化肥、

种子、农药、水电、农机作业费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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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亩收 入为 449元，即使按 一年两

茬亩收 入也只 有 513 元。粮食与花生

的效益比约为 1 ：2，与蔬菜效益比约

为 1 ：4。特别是随着人力成本的大幅

提高，一个普通壮劳力外出打工一天

也能挣 50—80 元，而唐山市亩均粮

食补贴 为 69元。可见，通过粮食补贴

年度可以 增加的收入太过微薄，农业

比较效益低下，在大的市场经济环 境

下，过低的粮食补贴标准势必 会影响

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资金兑付工作量大，发放成

本高。每项粮食补贴都需要基层财政

部门多次入户，经过对农民种粮情况

的重新核实—印制并填写补贴通知

书—组织宣传—发动部署—张榜

公 示—领取补贴通知 书—打印存

折—设 置兑付点—组 织领取签字

等一系列过程，程序繁杂；农村地广

人散，要把每一笔补贴资金兑现到户，

确保粮食直补政策落实到位，确实非

常不易。由于财政、金融部门之间缺

少必要的信息平台，基层财政所在落

实粮食直补政策时难免造成人力、物

力、财力的重复投入。

（三）依 据 计税面积 与新增面积

予以 补贴，加 大了核 实面 积的难度，

容易造成虚报粮食种植面积的现象。

依 据河北省粮食直补和综合直补实

施办法，补贴面积按农户在农村税费

改革时核 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

扣除其中的按 规定转为非耕地的土

地面积、退耕还林土地面积，再加上

新增耕地的 实际 种植 面 积确 定。在

政 策执 行过程中，出现 了一些问题 ：

一是补贴 面 积 不 实。由于农业税计

税土地面积申报时各村口 径 不一，影

响了农户粮 补领取金额，造成村与村

农户攀比，要求核实面积。二是不能

充分补贴 粮食生产，影响保障粮食安

全的作用。按核 定的农业税计税土

地面积，实际是按农民承包土地面积

计算，农民种效益高的经济作物、蔬

菜、水果同样领补贴，不能充分调动

农民种粮积 极性。三 是增减耕地面

积 不能及时调整，降低了粮食补贴的

效用。由于农户数量巨 大，资金入户

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有些地方

政 府为减少政 策执行成本，直接 按

人均分，或按户均耕地面积均分。有

的农户在承包地上盖厂房、搞企业仍

能领到补贴，而辛辛苦苦 开荒种粮

的农民却领不到补贴，起不到保护耕

地的作用。

完善粮食直补政策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粮食直补政 策的目标。

粮食直补政 策应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

斜，补贴的对象不应是所有的农民，

而应该 限 定 为种粮 农民，特别是提

供商品 粮的农民；补贴的粮食品种不

应是所有的粮食，而重点是粮食主产

区（包括主销区的粮食主产县、市）的

水稻、小麦和玉 米等主要粮食品 种。

目前，我国主产区粮食商品 化率达到

70% ，提供的商品 粮 总量约占全国总

需求量的 65% 左右，在稳 定粮食供

给、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所以，直接补贴应向主产区倾

斜，以 提高补贴 效率，激发种粮农民

的积极性，确保 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源

向主产区流动集中，最大限度地发挥

主产区的种粮优势。

（二）制定出台《 粮食补贴条例》，

使粮食直补政 策制度化、法律化，让

粮农吃 上““定心丸”。将推行粮食直补

政策作为长久之 策，无论丰年歉年都

要实行粮食直补；将粮食补贴纳入法

治管理的轨道，以 法令的形式对外公

布，实现补贴政策制度化、法律化，确

保政策的稳定性。

（三）不 断提 高 粮食补贴 标 准，

充分 调动农民 种粮 积 极性，保护粮

食安全。借鉴发达国家直接补贴政策

的“农民收 入平价”原则，尽量提高

补贴 水平，把 种粮收 入提 高到社会

平均收 入水平。建立综合性收 入补

贴 与农产品 价格、农资价格的联动

机制，发挥种粮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

补贴对于种粮农民收 入的保障作用，

根据国家财力逐步增加 综合性 收 入

补贴规模，并逐步把补贴标准与农资

价格的 变化、粮食价格 变化 联 系起

来，不断提 高补贴标准，缩小种粮农

民 与其他产业劳动者之 间的收 入差

距。

（四 ）变以 种粮面积为补贴依据为

以售粮数量为补贴依据，在调动农民

种粮积极性的同时有效控制粮价。建

议在将种粮补贴标准不断提高的基础

上，改 变补贴 政 策，将以 面积计算改

为以 卖给国家粮食数量的多少进行补

贴。谁卖给国家粮食多，国家就给谁

补贴多，农民种粮积极性自然就提高

了。

（五）加 强部门间协 作，降低 发

放成本。一是建立粮食直补发放信息

共享平台，实现财政与涉农部门和代

发金融机构的联网操作，通过网络 实

现 无 纸化 办公 和电子对账，减少重复

对账的繁琐程 序和 失误 几 率，降低

人力和物力成本。为解决各信用社一

次性成本过高的问题，可在软件中加

入关于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的信

息，使农户的存折成为“涉农补贴专

用存折”。二 是加快建设省、市、县、

乡镇四 级 联 网的农民补贴 信息网络，

整合各项涉农补贴，将粮食直补、综

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 补贴、退耕

还林等涉农补贴 集中整合，一个渠道

发 放，降低 发 放 成本，提高补贴 效

果。

（作者单位：河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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