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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年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十二

连增”，同时粮食进口规模再度

创纪录，国内托市收储的粮食库存也将

保持高位，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

存量“三量齐增”的现象。

特别是受到国家粮食托市收购、

国内农产品生产规模偏小和成本相对较

高等因素影响，国内多数农产品价格明

显高于国际市场，农产品进口压力越来

越大，出现了“洋货入市、土货入库”

的新困局。

为此，迫切需要通过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国内库存和市场

出清难题，把国内生产数量过多、质量

不高、卫生安全保障性不好，以及耗用

大量农业稀缺资源的农产品调减下来。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用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新理念，解

决农业供给方面库存、成本、产能以及

短板和投入等方面难题，显著提高农业

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

要任务有两项：一方面，对于大众农产

品进行去库存，调整粮食供给；另一方

面，除了保障农产品数量充足，中央的

目标是通过政策改革等方式提高农产品

竞争力，包括降低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

力，以及在质量安全上满足消费者需要。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成本较高的

主要原因：一是租金高，近年来我国农

村土地流转加快，租金成本上升速度快；

二是人力成本高，未形成适度规模化经

营；三是物化投入高，农药、化肥滥用

现象严重。

通过提高农业供给效率降低农产

品成本，既要求通过完善成果转化激励

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必须以不破坏
农业生产能力
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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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让农业科技创新发力，也需要在体

制机制等方面着力，通过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是在土地制度上，引导土地

股份合作制，让农民以入股形式参与分

红，调低人们对流转土地租金上升的预

期；其次是促进农业机械化，以机械替

代劳动降低人工成本；再次是提升农田

施肥方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

药、化肥的利用效率。

与此同时，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必须要更好地发挥好农业资源

保护和生态等多功能作用。这就必须要

保护和利用好耕地、水和生物资源，让

现代农业在绿色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

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发挥突出作

用。拉长我国现代农业“短腿”，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

通过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能够共享产

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扩宽农民增收

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虽然是要解决农产品市场出清和

防止出现农民销售农产品困难，但必须

以不破坏农业生产能力为前提。

为了有效避免农业周期性剧烈波

动，要继续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和农田水利建设，在政策措施上要将种

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

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重点支持耕

地地力保护和粮食产能提升，以实施“藏

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战略。继续保

持农业投入力度不减，缓解农业资金供

给不足和资金利用成本相对较高的矛

盾，改善农业资金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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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结构”到底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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