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乡财政

以 惠 农 政 策 为 契 机

  促 进农 业结 构 调 整

郭 跃

200 4 年以来，中央不断加大支

农力度，出台了一 系列惠农政策，

对于刺激粮食生产、 促进农民增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湖北省襄樊

市襄阳区为例，200 4 年由于种粮比

较效益增加，水稻种植面积由 2 003

年的 40 多万亩扩大到 60 多万亩，与

此同时，棉花 、大豆等部分经济作

物的种植面积明显下降，从长远来

看，这将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稳

定增长。在当前形势下，财政部门

应抓住惠农政策的契机，积极开展

支农工作，以促进农业结构的调

整，打造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1 .粮食生产要与农业结构调整

并重。1 998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

连续五年下降，20 03 年全国粮食总

产量只有 8600 亿斤，而粮食需求却

高达 9700 亿斤左右。为确保粮食安

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

民种粮，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粮食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必定会遵循

一定的市场规则，如果一味扩大粮

食生产，一旦供过于求，“谷贱伤

农” 的历史仍有可能重演。目前，

粮食的价格已开始回落，小麦的价

格已从最初的 0.74 元 / 斤左右下降

到 0.6 9 元 / 斤左右，在目前价格条

件下，靠提高粮食产量增收的效果

不明显。而且，从国际情况看，我

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

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

我国加入 W T O ，农产品参与国际市

场竞争的前提下，单纯维持农产品

高价具有很高的风险。

虽然粮食生产事关国家稳定，

是民生大计，但不可否认的是，粮

食生产至今仍是农业生产中比较效

益偏低的产业。据资料显示，过去

6 年中，中部地区 8 个粮食主产省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2 .7 3 % ，只相当于全国农民收入增

长幅度的 2 /3，由此可见，农民依靠

种粮增收的速度仍然明显低于依靠

其他渠道（如调整农业结构、外出打

工等）增收的速度。因此，必须树立

粮食生产与农业结构调整并重的观

念，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搞好农业

结构调整工作，合理规划，优化资

源配置，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

养则养，形成优势互补结构，确保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加强服务职能，引导农民进

行结构调整。经济作物发展受阻，

表面上看是惠农政策鼓励粮食生产

影响的，而实质上却是农业结构调

整基 础不牢固 ，农民调整信心不

足 ，无 法 应对突如其来的 变化所

致。因为大多数农民种粮技术比较

成熟，所需人力不多，收获后不用

担心市场问题，储藏也很方便；而

种植经济作物或需要精耕细作，或

需要较高的科技含量，或需要灵通

的信息服务，相对于种粮来说，其

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都要高很

多。当前，襄阳区农业基础设施投

入不足，农业科技推广力度不够，

农民贷款艰难，农产品质量安全意

识不强，信息服务滞后，在这种情

况下，农民即使响应号召搞农业结

构调整，也会因为困难过大而导致

信心不足，一 遇风吹草动，就容易

掉转船头，重操种粮旧业，使结构

调整成果毁于一 旦。因此，在今后

的农业结构调整工作中，财政部门

应加大服务力度，着重突出政策服

务、信息服务、资金服务和科技服

务。政策服务方面，通过出台优惠

政策在资金上给予扶持，重点支持

基地和大户，搞规模开发和连锁经

营。对投入农业开发的企业和个人

实施奖励政策，鼓励其规模发展。

信息服务方面，完善农业信息发布

制度，逐 步形成现代化的 信息收

集、加工和传播系统。加强农产品

市场信息采集，建立与完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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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 时效性强的地方 农业信息网

络。按照信息、标准化要求，努力拓

宽信息收集渠道，增加农产品供求

价格 、 科技政策及生产动态等信息

数量，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和分析预

测，提高信息准确性、权威性。资

金服务方面，大力引进外资 、激活

民间投资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科技服务方面，改革现有农技

服务体系，加大农技推广力度。将

部分农业技术服务部门推向市场，

转换职能，构建面向市场、服务 “三

农” 的新型体制和机制，建立多渠

道 、多层次 、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

训体系，并从各大院校引进一批农

技人才或高薪聘请农业专家，为农

产品品种改良提供技术保证。强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促进农业生

产结构的优化。要加大农产品安全

性生产技术的研究 、 示范与推广，

建立安全性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

农产品销售推广。

3.引进、培育一 批龙头企业，带

动农业结构调整。目前，襄阳区农

业龙头企业只有正大 、希望 、 万宝

等屈指可数的几家，无法满足襄阳

区巨大的农产品市场需要。由于缺

乏龙头企业的带动，调整的农产品

大多是初级产品，极少有精深加工

的。如蔬菜基本处在卖鲜菜状态，

即使有少量的加工，也只是最简单

的 “菜——腌菜” 的初级水平，在

发展脱水蔬菜 、冷干菜、蔬菜饮品

等精深加工方面还是空白。目前，

襄阳区确立养殖业为 “一 区一品”

倾 力发展 ，如果没有龙头强力带

动，“一区一品” 将会举步维艰。因

此，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引龙头 、

建龙头上，从而带动结构调整。要

加大招商力度，依托财政支农信息

中心，建立优势农产品资料库，并

通过农业网站、新闻媒体等渠道加

大宣传力度，与全国各大农业企业

加强联系，争取农业龙头企业落

户。要运用多种形式支持本地的农

业龙头企业发展，现有的农村经济

大户如果具备条件可以转化为农户

公司；各种 “农协”、农村专业化服

务组织 、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在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应采

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或联合经营

等多种形式适当扩大经营规模。

4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调

整经济效益。目前，襄阳区农业还

以分散经营为主，经济效益较低，

这也是农民容易放弃结构调整的一

个重要因素。据调查，襄阳区种植

业平均规模为每个农户 4 .9 1 亩左

右，而美国在 3000 亩以上，欧盟的

平均规模在 300 亩以上，连有超小规

模之称的日本也在 20 亩以上。有了

规模，才能产生聚合效应，才能有

市场 、 有效益，有效抵御市场风

险。尽管规模经营不是土地归大

堆 ， 但适度的 土地集中还是必需

的。因此，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

础上，“依法、自愿、有偿” 地实行

土地流转 ，走小群体大规模的路

子 ，实行区域化布局， 规模化生

产，企业化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樊市襄阳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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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通讯员）

2005年 6月28日，上海市松江区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系统验收会在松江区财

政局召开。由新中大公司负担承建的上海市松江区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系统在此次

会议上顺利通过验收！本次系统的建设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参加此次验收的

有：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松江区信息化委员会的领导、松江区财政局的相关领

导、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上海市广讯信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代表

等。会上，市人大常委会信息中心主任、松江区专家咨询小组副组长张承业先

生，市信息委社会处副处长孙玮榕先生，市财政局国库处韦春生先生及市财政局

信息处谢琪先生在听取了各方介绍，并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也纷纷表示该系统的

建设符合最初的建设要求、符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该

系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系统的建成，标志着新

中大公司在公共财政领域又树立了一面新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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