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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激励政策  促进粮食生产

要解决粮食生产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必须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拔千

斤”的作用，通过完善各项激励机制，不

断提高种粮效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一）提高激励标准。一是提高粮食

补贴标准和最低收购价。目前我国涉农

补贴依然偏低，尤其在当前农业生产成

本大幅上涨，政策效应受到挤压的情况

下，建议继续加大补贴投入，建立涉农

补贴和市场联动机制，根据市场成本、

物价上涨因素及时调整补贴标准，同时

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使惠农政策的带

动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二是提高农业保

险水平。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各地应

积极采取多种试点方式，探索符合实际

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新模式。加大对农

业保险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自缴保费

比例，加大对规模化经营的农户的市场

化运作力度，破解农业保险理赔难点。

（二）调整激励方式。一是区别对

待。按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整合多项涉农补贴，对承包地农民发

放普惠制补贴，对种粮大户以及家庭农

场、粮食合作社等服务组织发放特殊补

贴，还可尝试按粮农实际交售商品粮的

数量给予补贴，改变现在“按耕地面积

补贴，种粮不种粮一个样”的情况，提

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重点补贴。对

家庭农场、粮油类专业合作社、种粮大

户实行专项贷款贴息制度，并在购买粮

食生产、烘干、储藏设备方面给予一定

支持，以解决融资成本过高、基础设施

缺乏等问题。

（三）突出激励重点。一是注重激

励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面对社会分工

越来越细的趋势，可以扶持一批职业农

民、农村能人，组建集中育秧合作社、

农机服务合作社等各类服务组织，统一

完成耕种、插秧、收割等生产环节，从

而解决因劳动力缺乏造成的田地抛荒问

题，使农户和社会服务组织共同受益。

二是规范支农项目投入。科学合理界定

省和县市区在支农项目及资金管理中的

权利与义务，将项目规划、项目安排和

资金审批权限下放到县，扩大县级在项

目安排上的审定权和财力运用上的自主

权，落实县级支农项目管理主体责任 ；

从明确支农资金整合的范围、对象入

手，将现有各项支农资金按性质归并为

农业生产类、管理服务类、灾害救助类、

生态建设类、农村生活类等，形成分类

科学、分工明确、管理规范、运转有序

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提高财政支农资

金使用效率 ；按照中央地方事权相匹配

的原则，逐步减轻或取消县级配套，确

保支农政策落到实处 ；注重项目后续管

理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协会或依托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对建后工程管护及配套服

务实行跟踪管理，确保支农项目建成后

发挥长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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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省石门县积极落实各

项惠农补贴，整合资金完善农田基础设

施，加大粮食高产示范片创办力度，建

立农业招商项目库吸引资本下乡，有力

地改善了粮食生产条件，夯实了粮食生

产基础。但随着农业生产高成本、高风

险、低效益、缺劳力的特征日益凸显，

促进粮食生产依然面临一些困难。一是

补贴方式不当导致激励功能减弱。目

前，基层执行粮食补贴是按二轮承包面

积发放，并且补贴资金在 4 月份前全部

发放到位 , 不种粮和种粮都可以得到国

家补贴 , 通过补贴激励农民种粮的效果

大打折扣。二是成本大幅上涨 , 售价增

长缓慢，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近几年粮

食生产成本涨幅一直高于粮食价格增

度，农民种植水稻一年的投入与产出基

本上是“收支两抵，赚个热闹”。再加上

国家主渠道收储粮食作用有限，私人企

业收购价格低，导致粮食“贱卖”现象频

出，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种粮积极性。三

是劳力严重不足，抛荒迹象凸显。随着

城镇化步伐加快和种粮比较效益低下，

文化程度较高、市场意识较强的青壮年

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农民因年纪偏大不

得不放弃耕种。四是土地流转受限，规

模效应不足。主要表现在流转规模小，

流转时效短 ；自行流转多、批准备案少 ；

协议内容不规范、土地流转纠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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