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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粮食安全  财政任重道远
本刊评论员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自古以 来，粮食一直关系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根基。从夏

朝的“地分九等”，到商朝的“九一 而助”；从春秋时期的“初税亩”，到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朝田 亩制度”，粮食制度

的变迁，折射着社会发展的沧桑演变。新中国粮食制度的发展，亦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 建国后的粮食“统购统

销”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粮食“双轨制”；从粮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到种粮直接 补贴制度的历史创新，粮食问题随

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弥久而愈新。

对有着 13亿 人口 的中国来说，粮食问题始终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始 终把解决好

十几亿人口 的吃饭问 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对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财政粮食政策是国家

进行粮食宏观调控、促进粮食总量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研究财政粮食政 策，要放在国家粮食

体制的大环境下，更要放在社会经济发展大的环 境下。近年来，财政粮食工作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惠农政

策，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最低收 购价政策、产粮大县 奖励… … 一系列

惠农政 策的陆续推出，促进了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到 2008年粮食已连续实现五年增产，总产达到 10000亿斤以

上，粮食安全有了基础性保障。

财政粮食政 策，一端连着百性、一端连着政府、中间连着企业。财政粮食工作者本着对政府负责、为百姓理

财、为企业服务的宗旨，为种粮农民兑现补贴，为粮食企业解决难题，把公 共财政政 策的阳光带到农村，带到最

需要的地方，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目前，我国粮食市场化 改革全面启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市场对

粮食资源配置的基础 性作用日益增强；对种粮 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日臻完善，农民种粮积极性 进一步提 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粮食市场的平稳发展，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逐步提高，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

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粮食问题 涉及到农民增收、农村稳 定、农业发展，新形势下的粮食问题，愈来愈成为我国“三 农”领域的重

要课题之一。目前，我国粮食市场体 系发育还不是很健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相对滞后，粮食财务挂账等历

史遗留问题还未彻底解决，长期稳定的产销协作机制还未建立，粮食宏观调控机制和手段需要进一步完善，稳

定种粮农民收 益的长效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索，财政粮食工作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确保 粮食安全依然任重

道远。

居安思危，对粮食安全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粮食安全事关重大。需万分重视，

精心调控。”温家宝总理强调 ：“粮食安全始 终是我国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不能掉以 轻心。”为进一

步确保 粮食安全，促进长效机制的建立，今后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保

障粮食安全为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加 强制度建设，完善政 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巩固一个基础，提

高两个积极性，实现三项提升，做好四 个保障”的目标任务。巩固一个基础，就是要建立基本粮田保护补偿机制，

巩固耕地这个粮食安 全的基础和前提；提 高两个积极性，就是保护好农民种粮和政府抓粮 这两个积极性，做

到农民愿意种粮、政 府愿意抓粮 ；实现三项提升，就是要全面提升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抵御市场风险 能力和粮

食流通效率，为国家粮食安全打下更加稳固扎实的基础；做好四 个保障，就是通过构建粮食安全有效保障体系，

保障粮食市场稳 定和经济平稳发展，保障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既要立足当前形势发展需要，完善和落实好农

资综合直补、粮 油生产大县 奖励等现行惠农强农政 策，不断加 大投入力度，切 实解决当前粮食安 全面临的问题

和隐患；又要 着眼长远，服从大局，加 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的长效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保障新

路，促进我国粮食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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