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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传真

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是党中央、

国务院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内容，

也是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建设

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扩大农村需求，拉动农机工业

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

重大举措。2010 年，我国政府明确

提出要进一步增加农机购置补贴，

扩大补贴种类。近日，记者就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的有关情况采访了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

记者：近年来实施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取得哪些成效？

负责人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

施以来，制度不断完善，操作基

本规范，监督管理严格，取得了提

升产业水平、助民增收、利农利工

等一举多得的好效果。一是提高

了农业装备水平，改善了农机装备

结构。2004—2009 年我国农机总

动力年均增幅在7％左右，明显高

于补贴前 5.5％的水平；大马力、

多功能、高性能及薄弱环节农业

机械增长迅速，农机装备结构不

断优化。二是提升了农机作业水

平，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步。2009年

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48.8%，连续 4 年年均增幅超过 3

个百分点，而2003 年以前只有 0.5

个百分点左右。农机农艺集成配

套，促进了精量播种、化肥深施、

高产栽培、旱作农业、保护性耕

作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大面

积推广，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步。三

是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了农

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在

农机补贴推动下，农业机械得以

广泛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规模

化、标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提

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

源利用率，实现了农业节本增产。

机械化收获小麦可减少损失3%左

右，仅此一项全国减少小麦遗洒损

失50 亿斤以上；采用大型机械进

行深松整地，增产幅度达到10—

15% ；水稻机插秧能使亩增产50

斤以上。四是拉动了农村需求，促

进了农机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2004—2009 年中央财政共投入

199.7亿元，带动地方投入71.9 亿

元，直接拉动农民投入购机资金

约 690 亿元，购置各类农机具 583

万台（套）。规模以上农机工业企

业产值年均增长超过 20%，产销率

达 98%以上，农机市场产销两旺。

记者：2010年补贴政策在操作

办法和程序等方面，主要有哪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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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什么要进行调整完善？

负责人：随着近几年资金规模

越来越大，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个别地方

没有严格按规定确定经销商，少数

地方存在搭车向企业收取推广服务

费的现象，部分地区补贴资金结算

较慢，有的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服务

不到位等。今年，按照“稳定、完善、

加强”的原则，进一步改进完善了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操作办法。

“稳定”主要体现在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内容总体稳定。补贴对

象、补贴标准基本不变，补贴机具

种类适当扩大，实施范围继续覆盖

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使更多农

民受益。操作上继续坚持行之有效

的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坚持

补贴资金省级结算制，农民差价购

机，切实减轻农民购机筹款压力；

坚持管理过程监督制，严防违规

违纪行为发生；坚持受益对象公

示制，公平、公正、公开地确定补

贴对象，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坚持实施成效考核制，加强绩效考

核评估，确保补贴政策实施效果。

“完善”主要体现在制定补贴

目录时，不再进行选型和淘汰，凡

是在补贴范围内且已列入国家或

省级支持推广目录的产品，均可列

入补贴目录。目录中不规定补贴产

品最高销售限价，价格由市场竞争

形成，但规定同一产品销售给享受

补贴的农民的价格不得高于销售

给不享受补贴的农民的价格。同一

种类、同一档次的产品实行统一的

定额补贴标准。为适应补贴机具

种类增加需要，从今年起，取消对

各地自选补贴品目使用中央补贴资

金不高于15%的规定。此外，对农

民和合作社购买补贴产品数量不

再做全国统一规定，由各地根据

实际情况自行确定。进一步明确生

产企业自主推荐补贴产品经销商制

度，同时，为保障农民购机自主权，

允许农民可在省域内跨县自主选择

农机经销商。

“加强”主要体现在进一步明

确部、省、县三级部门职责。农业

部、财政部负责制定购置补贴实施

指导意见、分配资金规模等工作，

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

省级农机、财政部门负责调查摸

底、方案制定、动员部署、培训指

导、资金结算等工作；县级农机、

财政部门负责政策宣传、补贴对象

的确定公示、购机情况核实、档案

登记汇总及项目监管等工作。地方

各级财政部门应安排必要的组织

管理经费，财政困难县可由省级财

政给予适当支持。农业部、财政部

采用综合因素法和公式法，科学分

配各地补贴资金，促进区域农机

化协调发展，推进全国农业机械

化整体水平提升。根据现代农业

和农机化发展需要，合理确定补

贴范围，明确年度补贴重点，优化

农机装备结构，提升农机化发展

质量和水平。加大对农机服务组

织和农机大户扶持力度，优先补贴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含农机专业化

组织）、农机大户和种粮大户，积

极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推动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此外，进一步提高广大

农民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率，增强政

策的透明度，扩大政策的影响力，

创新宣传方式，采取灵活多样、富

有成效的宣传手段，有针对性地开

展宣传工作。

通过以上措施，进一步稳定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加强政策宏观引

导，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调节作用，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

面实施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使补

贴政策的效应最大化。

农机操作培训走进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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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传真

记者：2010 年中央财政安排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规模是多少？

补贴机具增加了哪些种类？

负责人 ：2010 年中央财政安排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45 亿元。为了

支持春耕备耕，财政部已于3月1

日提前预拨了2010 年第一批补贴

资金 100 亿元。第二批补贴资金

预计将于 6月底前拨付。同时，各

级地方财政也应增加农机补贴和

农机化方面的投入。按照中央关于

扩大补贴种类，将牧业、林业、抗

旱节水机具纳入补贴范围的要求，

结合全国农林牧渔业发展需求及

产品技术成熟度情况，今年进一步

扩大了补贴机具种类范围，由2009

年的 12大类 38 个小类128 个品目

扩大到12大类 45 个小类180 个品

目，新增 52 个品目。特别是根据

林业、抗旱节水机械化发展需要，

在原来补贴离心泵、潜水泵、喷灌

机、微滴灌机械、渗灌机械等节水

抗旱机械及种子烘干机、播种机、

中耕除草机、割灌机、修剪机、水

果分级机、烟雾机、杀虫灯、诱虫

灯等林果业机械的基础上，今年

又将种子清选机、起苗机、埋藤

机、嫁接设备、水果打蜡机、果蔬

烘干机、食用菌生产机械、树木移

栽机、粉碎机、开沟机、农用挖掘

机、抗旱坐水种机械等林果业、抗

旱节水机械设备纳入中央财政资金

补贴范围。

在全国统一补贴的12大类 45

个小类180 个品目外，各地还可以

自行增加不超过 20 个品目的其它

机具列入中央资金补贴范围。考虑

到部分小麦联合收割机已到报废

更新期，今年恢复小麦联合收割机

补贴，对更新报废的小麦联合收割

机予以优先补贴。

记者：请介绍一下2010年农机

购置补贴的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

负责人 ：今年补贴对象为纳入

实施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农牧

渔民、农场（林场）职工、直接从事

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取

得当地工商登记的奶农专业合作

社、奶畜养殖场开办的以及乳品生

产企业参股经营的生鲜乳收购站。

在补贴标准方面，全国总体上继续

执行不超过 30%的补贴比例。汶

川地震重灾区县、重点血防疫区补

贴比例可提高到50%。单机补贴

额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5万元。10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

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挤

奶机械、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

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烘干机单

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12万元 ；大

型棉花采摘机、甘蔗收获机、200

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可

提高到20万元。

记者：购机补贴资金如何兑现？

对购机有什么信贷支持政策？

负责人 ：补贴资金的兑现实行

省级集中支付制。为减少操作环

节，提高资金运作效率，确保资金

安全，中央补贴资金只下达到省级

财政部门，不再向下拨付。省级财

政部门根据农机化主管部门补贴

实施后的实际核准情况，直接将补

贴资金支付给相关企业或供货方。

农民实行差价购机，即购机农民只

需缴纳扣除补贴的差价款，就可提

货。这样可以减轻农民一次性筹款

难度，降低农民的购机成本，调动

农民购机用机的积极性，拉动需

求，促进农机工业发展。同时，为

了减轻企业资金压力，要求各省高

度重视与企业的资金结算工作，增

加结算频次，至少保证每季度结算

一次。这样做兼顾了农民和企业

双方的利益，使补贴政策效益最

大化。为支持农民购机，允许农民

以拟购买的农机具作为抵押物向

金融机构贷款。

记者：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和

财政部门是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的主体部门，对他们有些什么具

体纪律要求？

负责人 ：为不折不扣地落实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真正把补贴

实惠全部落实到农民，各级农机

化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必须规范

管理，阳光操作，严格纪律，具

体有以下三个方面要求 ：一是严

格执行国务院提出的“三个严禁”

要求。即严禁采取不合理政策保

护本地区落后生产能力，严禁强

行向购机农民推荐产品，严禁借

国家扩大农机具购置补贴之际乱

涨价。二是切实做到“八个不得”。

即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不得指定

经销商；不得违反规定程序确定

补贴对象 ；不得将国家和省级推

广目录外的产品纳入补贴目录 ；

不得保护落后强行向农民推荐补

贴产品；不得向农民和企业以任

何形式收受任何额外费用；不得

以任何理由拖延办理农民购机补

贴手续和补贴资金结算手续；不

得委托经销商代办代签补贴协议

或机具核实手续；不得以购机补

贴名义召开机具展示会、展销会、

订货会。三是坚决禁止农机购置

补贴收费行为。严禁向农民、农

机生产企业、补贴产品经销商等收

费，更不能违规收费，增加农民和

企业负担。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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