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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粮食补贴再思考

再无其他选择。

一校如此，况乎国焉。当年对种粮

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及粮食托市收购政策

甫一出台，即获得满堂彩。十年过去，

反观和反思政策执行效果，似乎并不理

想。一则，粮价被连年推高，时至今日

已经高于国际粮价，低端的粮食生产对

应超国际水平的粮食价格，可谓怪象丛

生。二则，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收储体

系力不从心，繁琐的补贴发放工作导致

基层公共部门精力耗散，且易腐败滋

生、民意沸腾。三则，补贴发放给农民，

且保证只增不减，却并未见粮食生产大

幅发展，一些地区和粮食品种的种植萎

缩已经是不争事实，并且这一沉疴有大

面积扩散之虞。

如果以一个农民最朴素的想法来

看，背后的逻辑似乎很简单。种粮直补

多数按面积计算，只有极少部分地区例

外。只要有土地承包权，只要还在种粮，

这一补贴就自然能够得到。那么，这就

不是补贴，而仅是一项收入。前者是作

用到行为的，而后者仅作用到经济能力

和收入水平。而对于托市收购政策，从

没有农民能看得明白，恐怕也从没有政

策制定者说得明白，至少其合理性是无

法论证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既然如

此，就不可能通过托市收购价格的推高

而将 9 亿农民聚集旗下，发展粮食生产。

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个价格，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带来的销售收入增加，相比

于其他途径就业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

补贴政策效果受到比较收益原则的挑

战。而且，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道德困境

始终存在，那就是农民天然地认为一户

的生产不振不会导致补贴水平的下降，

多户的生产不振甚至能够导致补贴标

准的上涨。上述窠臼，恐怕现今有关部

门正在极力推进的目标价格补贴也难

以逃脱。

从来改革和制度优化必然是有其

现实基础的，这一基础或者是基本的民

意诉求，或者是对现状的深刻拷问。关

于上述，这里抛出几个问号，不求甚解，

但为辟疑。其一，什么是市场经济？抛

开概念本身内涵不谈，仅就外延而言，

为突出市场而人为的干预市场不是市场

经济，而是制度设计论的窠臼。市场经

济必须是对价格规则的敬畏，以及看得

见的手的远离。其二，粮食到底是不是

公共物品？答案是否定的。粮食不可能

是也不应该是公共物品，粮食安全才是

公共物品。我们追求的，是通过对市场

机制的维护，达到对市场安全的保障，

更何况，粮食安全中更精髓的内涵，在

当前粮食生产形势下，亟待向食品安

全和公民健康升华，这是战略，也是世

界竞争大势。其三，中国人到底能不能

吃穷世界？想多了，别说我们没那个本

事，就是有，发达国家也不会允许。当

前粮食贸易问题，主要是战略性的市场

竞争，我们不应相信世界会允许一个饿

急了的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国际竞

争对手想要的是其他筹码，不会如此挺

而走险。相比较而言，饿肚子可以诉诸

非常手段，饮鸩止饥更可怕。其四，世

界最具开发意义的粮食产能到底在哪

儿？反正不在中国。依靠国内生产实现

自己自足，是绝对安全的选择，也会有

绝对的安全感。但是这绝对不符合比较

□王赫  李慧敏

从来经济学原理都是精彩而深邃

的，其微妙之处就在于往往是最为简单

的方法却是最有效的。若非剥茧抽丝、

日深而现，毋宁付之阙如。

一个基本的道理，似乎一切致力于

发展国民产出而补贴给生产者的方法，

都是不明智的，至少是无效率的。去年

夏秋之交，北京大学做出食堂出售馒头

等主要食品限价的规定。北大经济学在

国内号称首屈一指，也是国际先进学理

学说的集散地和消息海，不知为何出得

如此下策。消费端限价必然对应对生产

侧的补贴，对食堂补贴投入急剧增长，

大量外部人员涌入，内部人员消费无

度，产品质量大幅下滑，继而出现馒头

限购，凭票供应。事实上，自从教育部、

财政部 2008 年初《关于落实高校学生食

堂补贴措施的通知》出台以来，类似乱

象即频繁出现，引至诸多经济名家发声

讨论，一时间馒头被抬升到从未达到过

的高度，堪称经济学界“一个馒头引发

的血案”。

补给生产者之所以是无效率的，

就在于这种补贴目标在于满足消费需

求，生产者获得多少补贴，不以产出

计。前一分钟设计的生产性补贴政策，

在下一秒钟就顺利地变为收入性补贴。

既然还有生产经营资格，而且也有生

产经营行为，就能够获得补贴，那么为

什么要发展生产，提高质量。而生产不

发展，又如何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反

观消费者，因为无法获得补贴收入而

只能购买廉价次品来消费，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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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现实情况是，国际粮食战略的竞

争不是现实产能的竞争，而是以潜在产

能为主渠道控制力为附的竞争，说白了

就是农业市场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的双

重竞争。其五，如何保障粮食生产？粮

食生产问题，本质不是产能，而是生产

力问题。优质的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

没有必要将大量资源束缚在粮食生产

上。必须认识到，一方面粮食安全必须

靠生产进步，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最

终出路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一种目的

在于维持生产的补贴，极有可能成为隐

性的剪刀差，其所剪掉的是生产力发展

的动力和对占优行业的从业动力，剪掉

的是生产者剩余。通过行政干预而不赋

予战略公共产品私人生产者暴利的市

场，不是真市场。

可以假设另外一种政策模式，评估

一下改革的可行性。其一，生产性粮食

补贴整合消并，财力余量全部用于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本积聚。其二，

粮食补贴补给消费者，居民生活性粮食

消费给予补贴，商业性粮食消耗不予补

贴，对国产粮食给予补贴，对进口粮食

不予补贴。其三，粮食价格放开，但补

贴水平能够保证实际居民粮食消费成本

低于国际粮食价格。其四，对居民生活

性粮食消费按数量进行阶梯性补贴，阶

梯补贴标准逐级递减，超过其必要消费

水平的粮食消耗补贴额快速递减到零。

在多数发达国家，农民处于强势地

位，一方面农产品是刚需性原始财富，

另一方面农民是稀有职业。而相比较而

言，我们的粮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

成本极高，而且又因来自其他行业的就

业竞争而面临人力资本流失。当一个农

民，一个中国农民，进行粮食种植职业

规划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的，是粮价。

如果让他生产粮食，除非让粮食价格放

量上涨。而且国内粮食价格完全放开，

必然涨过国际粮价。这时候是否会出现

大面积“卖难”和有价无市的情况，取

决于消费者。补贴将使得消费者粮食消

费实际成本低于国际粮价，所以其当然

会选择购买高价的国产粮食。这样，农

民在高价格的引导下，有发展粮食生产

的热情，而且由于政策作用链条紧紧咬

住价格这一主线，种多少地、产多少粮、

拿多少补贴一一对应，政策精准度大幅

提高。同时，似乎还有几个不经意的意

外收获 ：一是超出一定量口粮数量标准

之外的粮食消费，承担较高价格，同时

对粮食安全战略意义较弱，因此这部分

粮食消耗可能会有所下降。二是居民可

能会在阶梯补贴机制的作用下整体节约

粮食，将能够享受补贴且没有被消费掉

的部分销售给商业用途。如果我们的票

证制度、税收监管和交易体系足够发达

的话，甚至可以产生一个补贴权交易的

巨大市场，更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类似

于炭金融的“节粮金融”市场。三是由

于国内粮价名义倒挂，但实际交易中理

顺，此时大可不必担心粮食生产受到进

口冲击、饭碗端在别人手里，而且由于

拿到补贴的是消费者，国际贸易规则很

难诟病不当补贴竞争。

历史往往是由巨大的惯性决定了方

向，而又被偶然和随机性决定了宿命。

或许世界更多是由谬误和悖论而构成

的。经济政策的成败就在于能否在风险

发生之前斩获收益、抽身而退，并破茧

成蝶、羽化飞升。我们将这种制度优化

叫做——改革。

（作者单位：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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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关：
畜牧业发展助农增收

近年来，云南省大关县积极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建

设80万头（只）山地牧业基地，按照“统一布局、统一建

设、统一管理、统一防疫”的目标，大力扶持发展标准化

规模养殖场，提高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水平。

目前全县畜牧业产值已达4.7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54.89%，人均畜牧业增收151元。

(王安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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