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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政首”，农业是国民经济

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要

解决粮食问题，必须找准中央、地

方和农民三者利益的结合点，运用

市场手段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发展

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这个结合点就

是粮食加工业。国家扶持粮食加工

业，把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工业两

篇文章联在一起做，符合国家战略

布局的要求 ，能够平衡各方的 利

益，调动各方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

性。
扶持粮食加工业是调动地方政

府发展粮食生产的有效办法。多年

来粮食主产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形成了 “大农

业、小工业、穷财政”的局面，“粮

食大省、财政穷省”、“粮食大县，

财政小县” 就是粮食主产区的真实

写照。以河南滑县为例，滑县常年

粮食播种面积 217 万亩，粮食常年产

量 1 8 亿斤，工商税收 2 0 03 年仅为

3 680 万元，还不足发达地区一 个乡

的收入水平。像这样的县河南比比

皆是。形成了产粮越多 、负担越

重、财政越穷的恶性循环，如果还

像以前那样只发展粮食生产，不能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那么

粮食主产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就无法实现。改变现状的一个有

效途径，就是在国家帮助下发展粮

食加工业，鼓励支持粮食加工企业

引进先进加工技术和设备对粮食进

行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

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及以粮食为原

料的生物工程和医药工业等，拉长

产业链条，提高粮食附加值，使粮

食主产区既是粮食生产基地，又是

加工转化基地，促进工业与农业统

筹发展。这样既可以减轻收购、库

存和销售压力，又可以增加地方税

收，增强地方财力。同时，还可以

催生一大批中小企业，有利于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推进地方工业

化和城镇化，提高土地的生产效

率。
扶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

业有利于实现农民增收。农民不愿

意种粮，根本原因在于种粮与务工

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相比收益太

低。虽然农民的种粮收入 2004 年有

较大增幅，但其主要原因是产量增

加和粮食涨价。从目前看，现有政

策增收的潜力已经不大。如河南农

业税税率降低亩均增收 24.3 元，对

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亩均增收 1 2 .3 8

元，两项合计亩均增收 36.68 元，而

仅 2004 年夏季河南小麦亩均成本就

增加了 49.13 元，其中种子、化肥、

机械作业等物资性成本增加 4 8 .0 4

元，如此看来，减税和直补给农民

带来的收益已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吃掉。而且农业税将被取消，再加

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也较为困

难。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开辟新的

增收渠道。通过扶持粮食加工企

业，使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粮食

加工企业则通过发展订单农业，以

高于市场价格的合同价将一 部分收

益转移给农户，直接增加农民收

入。粮食加工业的发展，还可以带

动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领域

转移，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又扩大了粮食

消费，拉动粮食需求，有利于将粮

食维持在较高的价位，增加种粮农

民的收益。
扶持粮食加工企业符合企业的

经营目标。企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

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如果在粮

食主产区能够获得等于或高于社会

的平均利润，那么企业就更愿意投

资粮食加工业。在粮食主产区兴办

粮食加工业，对企业来说有几大好

处：一是能保证原料的质量和数

量，粮食主产区都有自己的优势粮

食资源，如河南的小麦，质量比其

它地区好，且产量有保证，能够满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足粮食加工企业的需求。二是能够

节约企业成本。在粮食主产区兴办

粮食加工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当地

的仓储资源，减少仓储费用，就近

运输粮食，节约运输成本，同时粮

食主产区的人力资源丰富，成本较

低。三是易于形成品牌优势。粮食

加工企业在粮食主产区 兴办加工

业，由于原料品质的优势，企业的

产品很容易被市场认可，形成品牌

优势。如河南的 “金苑面粉” 在短

短几年已经享誉全国，成为全国第

二大面粉加工企业，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以河南优质小麦为原料，

有得天独厚的产地优势。如果国家

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企业就更愿

意在农区兴办粮食加工业。
为此国家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

职能，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杠

杆，使粮食加工业获得等于或高于

社会的平均利润，鼓励企业到粮食

主产区兴办粮食加工业。

1. 制定财政、税收、金融扶持

政策。财政政策包括通过财政贴息

引导社会资本向粮食加工业投资；

发挥现有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的作

用，为粮食加工企业贷款提供担

保，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对

粮食加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实行

加速折旧的办法 ，缩短资本回收

期；优先扶持粮食加工企业建立的

粮食生产基地。税收政策包括改变

国家只对重点龙头企业从事农产品

初加工生产免征企业所得税这种扶

持落后生产的政策，对从事粮食加

工的所有企业全部免征企业所得

税；对粮食加工企业免征或减征土

地使用税；加大增值税进项税扣

除，降低销项税，凡是从事粮食加

工的企业，其进项税扣除率由 1 0 %

调增至 1 7 % ，销项税由 1 7 % 降为

1 3 % ；对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所含增

值税部分作为递延税款分期扣除。
金融政策包括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

步伐 ，壮大农村信用社的经济实

力，支持粮食加工业的发展；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加工企业的技

术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提供优惠贷

款。
2 . 将扶持粮食加工业与粮食流

通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粮食加工

企业可以参股、买断基层粮管所，

以整合社会仓储资源。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继续给这些粮食加工企业参

股、买断的基层粮管所发放粮食收

购专项贷款，这样就将银行政策贷

款变为粮食加工企业的生产性贷

款，既有利于充实粮食加工企业流

动资金，又便于银行贷款安全运

转，实现政策贷款的良性循环。
3 . 扶持和发展订单农田，增加

种粮农民收益。政府要鼓励粮食加

工企业建立固定的粮食生产基地。

粮食加工企业通过与农民签订收购

合同的方式，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合

同价确保粮食加工企业因享受国家

优惠政策而将新增利润的一部分转

移给种粮农民。国家根据粮食加工

企业订单农业的发展情况、粮食生

产基地建设情况以及安置农村劳动

力就业情况等，确定国 家优惠政

策。
4. 国家还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

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帮助粮食主

产区改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目前

粮食主产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亟

需改善提高，如河南省目前的有效

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田面积只占全

省耕地面积的 6 8% 和 53 % ，由于农

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乡统筹、村提

留和农村义务工，加之粮食主产区

地方财政本就十分困难，致使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没有

财力保障，需要国家给予支持。中

央政府应完善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

体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专项转

移支付力度，同时在以下几个方面

给予支持。一是要加快已经规划的

重点防洪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农业

生产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二是要

改造大中型灌区，扩大有效灌溉面

积。三是加强土地治理和农业综合

开发力度，改善农田土壤结构，保

持和扩大可耕地规模，提高粮食生

产保障能力。四是加强农村教育、

卫生、通讯、广播电视、道路、沼

气、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五是

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方

式，将目前的以短期培训为主变为

以中长期培训为主，有计划地提高

劳动者素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六是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
（ 作者 为 河 南 省财政厅 副 厅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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