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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
本课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趋势特征，深入分析了粮食支持政策对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在对现行粮食支持政策成效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
家的粮食支持政策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粮食支持政策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建议。
    一、新形势下粮食支持政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当前，世界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和全球性经济
危机的蔓延，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
，同时还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
    我国近年来粮食生产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长期来看，粮食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粮食供求将
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从供给来看，由于耕地资源减少、淡水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受到严重
制约。
而且，在种粮比较效益低的条件下，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难度较大，稳定增加粮食供给将面临很大
的压力。
从需求来看，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深加工业的发展，我国粮食
消费量将呈现刚性增长的趋势，而且粮食产销区之间和粮食品种结构矛盾也比较突出。
此外，国际粮食供求关系、国家安全战略及发展环境等因素也决定了我国的粮食供给绝不可能依赖国
际市场。
    因此，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粮食供给必须立足国内，通过科学化、系统化的粮食支持政策，
充分发挥其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调动种粮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和流
通稳定发展。
    二、我国现行粮食支持政策的主要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粮食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四取消”
、“四补贴”、“一支持”、“一保险”和“一奖励”。
“四取消”是指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牧业税、屠宰税；“四补贴”是指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
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一支持”是指最低收购价支持政策；“一保险”是指将农业
保险纳入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一奖励”是指中央财政刘产粮人县直接奖励的政策。
    这套支持政策体系是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针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粮食产量徘
徊的现状，并充分考虑到国民经济实力和加人世贸组织的要求等因素而逐步形成的。
现行粮食支持政策的实际运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调整了农业种植结构，促
进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
同时，补贴方式的改变，也促进了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但是，现行粮食支持政策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主要表现在：一是支持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增产增收的政策目标有待加强；二是粮食补贴标准
偏低，支持政策力度不够；三是政策利益主体多元化，粮食支持政策执行成本较高；四是粮食支持政
策机制还需完善，粮食支持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粮食支持政策的主要方式与借鉴    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四国（地区）都
根据本国（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粮食支持政策体系。
美国在补贴方式上主要以“黄箱”政策为主，在补贴范围上覆盖了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补贴分配相
对集中在主要农产品和大农场主；欧盟补贴方式也从与产量挂钩的市场价格支持转向依据面积等进行
补贴的市场化方式，农业政策更加市场化是其发展的重要趋势；日本为确保食品稳定供给，积极支持
和保护粮食产业发展，对粮食补贴将更多转向“绿箱”或“黄箱”政策；印度也对农民的粮食生产进
行补贴，但也存在粮食支持政策的两难困境。
    通过对四国（地区）粮食支持政策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一是农业支持政策应依
据国情量力而行；二是粮食支持政策的目标、内容、手段应适时调整；三是以开放和全局化的视野设
计粮食支持政策；四是粮食支持政策应有完善的配套措施；五是粮食农业立法充分认识到农业的弱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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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四、完善我国粮食支持政策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粮食支持政策的深入研
究，本课题提出，完善我国粮食支持政策体系，必须要紧紧围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基本目标，进
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扩大支持范围，转变支持方式，实现由“黄箱”政策向“绿箱”政策的转变，从
而建立长效而稳定的粮食支持政策体系。
具体来说，重点要加强五大支持政策体系建设。
    一是完善投入支持政策。
这主要包括对粮食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第三方质检体系、产业化和粮食生产科技等方面的投入。
增加对这些基础建设的投入，是粮食生产和流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是完善粮食补贴政策。
要通过有效的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政府和企业三方面的积极性。
即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拓宽补贴资金来源、调整补贴范围以及实行直接补贴与价格挂钩的不固定补贴
政策，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通过硬化预算约束制度，加大粮食生产投资比重，确保财政支
农投资规模和比例，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通过对粮食加工企业、种粮企业或种粮大户以及农资生
产企业的补贴，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三是完善调控支持政策。
重点对最低收购价、储备调控、农业信贷、商业贴息和运费补贴政策等进一步进行完善。
即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加强对最低收购价格水平的协调工作，同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执行粮食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积极性；通过加强对地方储备的扶持，增加对成品粮储备的费用补贴，建立粮食产
销区利益协调机制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相结合、政府储备与企业商业最低库存相
结合的储备调控体系；通过建立农业政策性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三位一体的支农金融体系
，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通过对大型龙头企业和现代粮食物流项目贷款的财
政贴息和专项补助，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通过采取运费补贴等措施鼓励粮
食购销，尤其是要促进东北三省粮食的运输和销售。
    四是完善风险支持政策。
要不断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同时对种粮环节、储存环节和消费环节的风险给予政策支持。
即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向主产区倾斜，并取消主产区风险基金配套，发挥粮食风险基金对现代粮食流通
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完善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保险支持政策，提高粮食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
村自然灾害应急体系建设和信息网络建设，降低种粮风险；加强企业粮油最低库存的管理，利用多种
方式，降低储备粮在储存和轮换中的潜在风险；利用价格调节手段，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五是完善国内产业保护支持政策。
重点加强对外贸易支持、农资市场价格的监管和农资企业的保护。
通过各种合理的贸易支持手段，支持国内粮食产业发展。
加强对农资市场和价格的监管，建立农资价格稳定制度，降低农资价格上涨对直接补贴政策的抵消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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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支持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增产增收政策目标有待加强　　我国现行粮食补贴支持政
策（粮食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在运行中没有与粮食生产挂钩，在政策设计之初，提出的粮食直
接补贴方式有四种：按出售粮食的商品量、粮食种植面积、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进行补贴。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简化中间成本，全国大部分地区采取按计税面积计算直接补贴，只有少数几个
省（区）采取按与出售的商品粮数量挂钩的方式。
从成本上看，计税面积计算方式比较简单，有利于农民增收，但不利于增加粮食供给。
　　在我国2004年现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设计之初，最主要的目标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推动国有
粮食企业改革。
从这两个目标来看，通过将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有利于使企业由政府的附
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从第一个目标来看，在实现直补方面效果是明显的，农民从政府收税费到政府给补贴，感受到了政府
对保护和调动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明确导向。
然而，通过现有补贴方式并不能同时实现农民增收目标和增加粮食供给目标。
　　（二）粮食补贴标准偏低，支持政策力度不够粮食支持政策存在补贴标准偏低、总量不足的问题
。
一是用于粮食直补的粮食风险基金地区间差异较大，造成了地区间支持水平不均衡。
例如内蒙古每亩平均补贴20多元，但是有的盟市只有几块钱。
乌兰察布盟每亩平均补贴2元左右，与全区平均水平相差高达1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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