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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如何支持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刘 平

农业是一个典型的多灾害弱质产业，

经常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诸如洪涝、

干旱、风雹、环境污染、畜禽疫情的侵

袭，往往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给农民

生活造成巨大损失。因此，财政如何支

持建立行之有效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

做到未雨绸缪，对农业灾害进行必要

的预防和控制，尽最大可能避免和降

低各种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

成危害，减轻财政压力，既是对我国农

业实施合理有效的保护、统筹城乡社

会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

要，也是当前公共财政支农的必然选

择和趋势。

当前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方面

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认识承度不高。缺

少全局性的防灾减灾观念，普遍存在

救灾重于防灾现象，群众防灾减灾知

识普及率低，自我防范、自我保护、生

产自救的防灾减灾能力差。我国农业

实行一家一户生产承包责任制，规模

小、生产手段落后、 产业组织化承度

低、农业生产效益差，在这种状况下，

由于农民自身认识承度低，自我保护

意识差和防灾能力不够，当面对自然

灾害侵袭时，往往束手无策或抱有侥

幸心理顺其自然，在一定承度上制约

了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开展。二是各

部门间尤其是农口各业务主管部门间

缺乏整体协调配合。农业、水利、民政、

气象等主要防灾救灾部门工作缺乏全

局性、区域性的统一建设规划，缺少公

共的防灾救灾信息共享系统，部门往

往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建设合力，严重

制约着防灾救灾体系建设的深入开展。

三是财政对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资

金投入重点不突出，使用较分散，缺乏

在不同部门间、同一部门内部不同处

室间使用方向相同的财政性资金进行

统一合理调配使用，整合资金力度不

够，财政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财政支持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要坚持以防为主，抗灾、救灾、保灾相

结合，防重于救、群防群控、先救后保、

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各级财政要积

极筹措建设资金，重点支持农业防灾

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和体系建设，完善

农业保险政策性补贴、 建立农业生产

自救专项补贴或补助资金，在世贸组

织规则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内，加

大财政对农业的投资或支持力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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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协调健康

发展。

1.加大财政筹措农业防灾减灾资

金的力度。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

原则，财政扶持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

设资金要分别列入各级财政当年预算，

并逐步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资金的转

移支付力度，确保农业防灾减灾体系

建设资金的需要。中央财政负责全国

的大江、大河、易发生灾害的重点农田

水利枢纽工程险工地段治理和国土、

海洋气象、重大畜禽疫情的预测、 预

报、防控等建设资金的筹措；地方财政

保障本地防灾减灾信息处理、服务系

统建设和各类防灾、减灾、救灾所需种

子、化肥、畜禽疫情所需防控扑杀医疗

器械、 药品等物资储备所需资金的筹

措。

2.加大财政对农业防灾减灾知识

的普及培训力度和对农业基础设施、

生态农业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在每

年的财政预算中，要列出一定比例的

农业防灾减灾建设资金，明确资金使

用方向、使用范围和投入重点，重点加

强对各级、 各部门及农民防灾减灾知

识进行业务培训和普及，提高农民自

我防灾减灾意识，达到自我保护、自我

减灾的目的；同时，加大财政对农业基

础设施和生态农业建设的资金投入，

支持农业良种培育、 引进和畜牧改良

工作，支持避灾减灾农业发展，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反季节农业，支持农业生

产新技术的推广及应用，增强农业自

身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努力增加农

民收入。

3.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绿箱

政策”允许范围的农业生产自救专项

资金补贴机制。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

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

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所谓“绿箱

政 策”，即政 府对农 业部门 如科技 水

利、环保、保险等方面的投资和支持，

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

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但如果对粮食

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

式补贴，通常会对农产品市场造成直

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即被称为“黄箱

政策”。世贸组织农业协议不赞同“黄

箱政策”，并试图通过多边贸易协议框

架加以限制和削减，但不限制“绿箱政

策”。美欧等发达国家对农业有不同形

式的补贴。因此，各级财政在加大对灾

害多发地区农业投资的同时，应充分

运用政策对我国农业实施合理有效的

保护，不断提高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如研究建立农业生产自救专

项资金补贴机制，资金专项用于对多

灾、受灾地区农业、农民开展农业生产

和抗灾自救所需的各种补助和补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自身抗

灾能力，尽快使农民进行灾后重建和

恢复农业生产，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业稳定。

4.支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

保险模式。现阶段我国开展农业保险，

应先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和市场开展试

点，逐步建立多层次、多体系、多渠道

支持、多主体经营的“政策扶持、商业

运作 ”相结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

保险模式。发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

府为依托，发挥政府、企业、农民三方

之力，政府应对保险机构经营的政策

性农险业务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巨灾再保险等政策支持，建立巨灾保

险基金，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支持、服务

于“三农”。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农

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作为农业政策

性保险的必要补充，由农业政策性保

险公司进行再保险，积极引导农民、农

业合作经营组织自觉、 自愿地为各类

农业生产投保，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开

设新的保险 品 种 ， 不 断 拓 展新的 农 业

保险业务，确保农业保险在农村经济

发展中起到“稳定器”作用。

5.扶持农业防灾减灾物资储备和

建立预警预报系统。各级财政部门要

预留防灾救灾应急预备费，建立健全

财政防灾救灾应急处理预案，完善灾

后救助机制，支持建立必要的救灾物

资储备体系，确保灾害发生后各类救

灾物资的及时供应，提高灾害紧急救

助能力。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地灾害发

生的特点和救灾实际，安排一定的专

项资金支持防灾救灾预警预报网络系

统建设，确保灾情预测预报准确，努力

做到早预防、早准备、早救助，提高防

灾救灾的现代化管理能力。

6.完善财政支持农业防灾减灾体

系建设的资金管理方式，提高资金使

用效果。一是各级财政部门在编制年

度财政预算时，要坚持“有保有压”的

原则，尽力保证体系建设资金的需要；

同时，对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同一部门

内部、 不同处室之间使用方向相同的

财政性资金进行整合，统筹安排，集中

使用，突出资金使用重点，整体提高财

政资金的使用效果。二是建立财政内

部对防灾减灾资金拨付的绿色通道，

明确处室各自职责，加强协调配合，确

保资金及时拨付。三是对符合政府采

购条件的有关物资、设备的采购要全

部实行政府采购，节约财政资金，确保

所需救灾物资质量。四是强化对防灾

救灾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对专项防

灾减灾资金要实行专户、专账、专人管

理，做到专款专用，防止资金挪用和浪

费；同时，加强对防灾减灾专项资金使

用情况的财政监督和检查力度，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

使用效益。
（作者单位 ： 河北省 邯郸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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