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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支农投入机制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蔡 农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 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

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 入的基本途径 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

业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发展现代农业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 强农业 基础地位，走中国特

色农业 现代化道路”。同时强调全党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 济作为首要任务”。2007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以促进现代农业建设 为主题，明确了一系列的政 策措施。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得到有效

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农业生产实现了增产增效双重目标，粮食产量从根本上扭转了前几年

徘徊 不前的局面，2007年再次跨过万亿 斤大关；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达到新的水平，2007年农业生产总值

达到 28910 亿 元，为历 史最高水平。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农民收 入持续快速增加，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突破 4000 元，成为自 1997年以 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加 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

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农业基础仍很脆 弱，发展现代农业还面临 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比如，农业资源

环 境约束明显增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 供求平衡的难度进一步加 大；农业基础设 施 落后、抗灾能力弱，农

业持 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 大；农村生产要素外流现 象日益加 重，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 济的任务更加

艰巨；农业 生产成本高、比 较效益低，农民生产积 极性 不高等。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突出问题都影响 着现代农

业建设的进程，制约着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创新投入机制，强化各项支农惠农政 策，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成为财政 支农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

此，要继续把 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建立健全财政 支农资金稳 定增长的机制。

不断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切实加 大投入力度，努力使 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投入总量、增量和增幅都要明显增加。

继续深化支农资金整合工作，不断创新整合机制，集中财力用于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府支农政 策的

导向功能和支农资金“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积 极探索财政贴息、信贷担保、以 物代资、以 奖代补、先干后 补等有

效的投入激励 机制，引导信贷资金、民间资本等投入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逐步形成多方位、多元化的中国特

色农业 现代化建设投入格局。

找准财政 支农着力点，提高财政 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政 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一，要完善农业 生产补贴 政

策。增加良种补贴资金，规范资金发放 方式，进一步加 大对农民生产的补贴力度。加 大农机补贴力度，扩大补贴

范围，提 高补贴标准，着重完善粮食主产区农民购机补贴政策。认真落实有关促进生猪、奶业、油料、蛋鸡生产

政策，提高农产品 生产和供 给能力。第二，要进一步加 大农业基础建设投入。集中资金支持优势特色、安 全高效

农业发展，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壮 大县域经济实力。加 大小型农田 水 利建设投入力度，促进

农业节水灌溉发展。第三，要推进农业科技 进步。切实加 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和现代农业

产业技 术体 系建设，实现科研与推广、科研与生产、科研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加 大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力度，为现

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障。第四 ，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发展。完

善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机制，重点支持与农民利益联结 紧密、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进一步密切 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和农民的利益关系。此 外，要积极支持农业抗灾能力建设、完善农业保险 政策、

健全农村市场体 系、推进农村体制改 革，不断增强现代农业发展的后 劲和活力。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多种政策并举，综合发力。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切实落实好中央

已经明确的各项 方针政策，积极构建新时期财政 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政 策体系，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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