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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农业资金投入力度 ,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祁哓玲 李 平

内容提要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咯物质 ,是 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粮食的供

给状况如何 ,始 终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大局 ,关 系到社会的安定、改革的顺利进行 ,以

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国情更是决定了粮食生产具有决定意义。本文研究了

我回目前粮食经济资金投入状况、投入主体的投入动力、怎样正确投放极其有限的农

业资金等问题 ,并提出了农业投入问题上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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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质 ,是 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粮食的供给状况如何 ,始终关系

着整个国民经济大局 ,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建国以

来 ,我国政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 力生产粮食 ,用 占世界

7%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1995年与 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 3倍多 ,平

均每年增产粮食 750万吨。目前 ,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人均 380公斤左右 (含豆类、

薯类),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消费模式的发展趋势以及人口增长规模 ,未来几十年中国粮食需

求量为:zO00年 人口接近 13亿 ,按人均占有 Ss5公斤计算 ,总需求量约为 5亿吨 ;2030年人口达

到 16亿峰值 ,按人均占有 ∞0公斤计算 ,总需求量为 6。 4亿吨左右。人口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

高 ,将使我国未来的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满足粮食需求只能立足于国内生产 ,靠大量进口粮食来

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要是极不现实的。目前世界的粮食总贸易量约为 2.1亿吨 ,我 国现有粮食

进口规模相当于世界粮食贸易量的 5%~6%。 如果我国粮食的自给率下降 ,那么 ,我 国的进口量

在世界粮食贸易量中所占的份额将上升 ,其结果将是国际市场粮价上涨 ,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因此 ,在正常情况下 ,我国粮食自给率应不低于 95%,净进口量不能超过国内消费量的 5%。 为

此 ,必须努力促进国内粮食生产 ,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 ,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 ,把发展粮

食生产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把生产搞上去。发展生产,-靠

政策 ,二靠科学 ,三靠投入。本文仅对农业资金投入问题进行一些研究。

- 我国农业资金投入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 ,政府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战略。农业

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 ,农业积累大量流向工业 ,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农业向工业转

化。要加快农业发展 ,增加粮食产量 ,国家必须改变
“
挖

”
农政策 ,向扶持农业和补贴农业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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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具有示范和调节作用。近年来国家重视农业投入,采取了必要的倾斜政

策 ,使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量逐年增加。但目前我国农业投入仍然不足 ,国家用于农业投入增

长十分有限 ,地方、集体、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缺乏积极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减弱 ,中央政府对农业投入到位情况不理想。首先 ,农业支出

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下降 ,由
“
六五

”
期间的 9.6%,下 降为

“
七五

”
期间的 8.28%,下降一个

多百分点。进入 90年代形势也不令人乐观 ,1991年上升到 9.1%,1992年 下降到 8,8%,1993年

又降到 8.7%。 其次 ,在 中央安排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降低。
“
七五

”
期

间 ,中央财政农业基建支出占中央基建支出的比重平均为 6.3%,“八五
”
期间下降为 4.8%。 第

三 ,在全国国有单位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降低 ,“六五
”
期间为 6.3%,“ 七

五
”
期间降为 3.6%,“八五

”
期间 1991年为 4%,1992年为 3.7%,1993年 为 2.8%,19θ 4年为 2。

5%,1995年为 1.8%。

就是如此少的投资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落实。1994年 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农业的投入总额为

523亿元 ,占 财政支出比重 9.63%,但直到 1994年 9月 份 ,到位的农业支出,尚 不到全年计划的

50%。 1993年 中央 11号文件确定对 500个商品粮大县和 500个优质棉大县的专项贷款 ,先被改

成了商业贷款 ,后又改成了国家只给贷款规模 ,资金由地方自筹 ,实际上不了了之。

2.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下降 ,并使上级拨付的支农专款被挤占挪用。地方政府在农业总投

入中理应承担较大的部分 ,但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却在下降。1989年 地方财政预算内农业基

建占预算内基建投资的比重是 1吐。5%,1990年下降为 12.7%,1993年 又降为 8.6%,1995年 更

下降为 6.9%,其中有 5个省、市、自治区下降幅度接近或超过 10个百分点。特别是
“
分税制

”
后 ,

不少地方政府财政增长减慢 ,“赤字县
”
占一半以上 ,再加上工资改革需要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

出,不少地方工资改革后发放工资都很因难 ,农业投入就更难排上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投

资增长不同步。1985~1992年 ,中央政府对农业基建支出平均增长率为 14。 46%,而地方政府对

农业基建支出年均增长率仅为 7.75%,约 低 7个百分点。有些地方不仅自动财力的农业投入少 ,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 ,而且上级拨付的支农专款和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也被挤占挪用。

3.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投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风险大、月期长、比较利益低。许多农业集

体经济组织从投资效益出发 ,对农业生产的实际投入呈下降趋势。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用于农业

投资比重由 1981年 ~1982年 的 吐0%,下降到 1993年 的 5.1%,而且由于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制后 ,以 农户家庭经营为主 ,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大大削弱 ,有的甚至名存实亡 ,对于增加

农业投入 ,集体经济组织就显得力不从心。有较强经济实力的 ,又把投资目光放在生产效率高的

产业。乡镇企业的以工补农资金 ,虽然其总量有所增加 ,但相对比重下降。

4.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投入近年减少 ,农业资金外流。目前 ,农 民是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 ,但

由于农民近年来实际收入增长缓慢 ,用 于农业生产的投入也相对减少。据农业部统计 ,农民人均

中长期农业生产性投资 1990年 比上年减少 35。 4%,1991年 比上年减少 18,2%,如扣除物价上

涨因素(特别是一些重要农资如尿素、农药等价格上涨幅度达 硐%~50%),实 际投入下降幅度

更大。据河北省对 dzO0户 农民的抽样调查 ,1993年人均生产费用支出 268.43元 ,比上年减少了

18.2元 。据农业部 1994年对百县万户农民的调查表明,有 23%的农户减少对化肥的投入。特别

突出的是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大量外流 ,使农民的储蓄不能用于农业。从 1979年 ~199吐 年 ,农村

信用社的准备金累计上交 s18.14亿元 ,一般转存款上缴 601.96亿 元。这些资金农民不能自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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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减少了对生产的实际投入。从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在信用 l± 存歆余额高于所获贷款。1985年

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大于贷款额 (即 “
存贷差

”
)为 342.9亿元 .“七五

”
期间年均存贷差增长到

5sO亿元 ,1991年~1995年存贷差继续增大 ,分别为 907.7亿元、1023亿 元和 1153.4亿 元。由

此 ,就使本来吃紧的农村资金外流了。

以上分析说明,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民几个主渠道都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二 农业投入不足其后果是严峻的

农业投入不足,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 ,抗灾能力降低 ,农业科研开发与运用能力下

降 ,粮食生产的后劲不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投入不足同保护和开发农业要素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
九五

”
期间我国人口

每年将以 Ⅱ00万的规模增加 ,而耕地面积则将逐年减少 ,耕地减少、人口增加的矛盾势必日益尖

锐。据统计 ,我国 sO年代每年耕地减少 5返6.6万亩 ,1990年减少 840万亩 ,1994年就净少 600多

万亩。我国人均现有耕地约 1.2亩 ,如不在复垦和新开荒地方面较多增加投入 ,21世纪 ,我 国人

均耕地将下降到不足 1亩 ,实现人均粮食 吐00公斤拥有量将更加困难。

2.农业投资不足 ,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抗灾能力下降。据农业部统计 ,目 前全国有大、中、小

型水库 85000座 ,其 中大型 37准 座 ,中 型 25sO座 ,小型 820G6座 ,然而病险库比重分别为大型库

zO%,中型库 30%,小型库 ⒃ %。 如此之多的病险库急待农业投资来解决。由于投入力度不够 ,

基础设施建设欠帐越来越多 ,不少大中型水利工程拖长工期不能配套 ,不仅不能及时发挥效益 ,

而且致使有的工程成为
“
事故工程

”
、
“
包袱工程

”
。这使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 ,很多地方

还要靠天吃饭。1992年 与 1978年相比受灾面积相同,而成灾面积扩大 ,成灾率由 42%上升到

50%。 19阢 年全国农作物受灾累计 85995亩 ,成灾 43995亩 ,绝产近 9985亩 。

3.农业投入不足 ,使中低产田的改造难以实现。我国现在中低产田土总面积为 13.12亿亩 ,

占耕地面积的 sO%。 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逐年下降 ,使 中低产田土改造费用少且难以落实。据

报道,1995年 国家拿出 19亿专款改造中低产田,平均每亩只有 1元多 ,可谓杯水车薪。

厶。农业科研经费不足 ,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难以实现 ,农业科技人员流失严重。农业科技

问题 ,很重要的是投入问题。近几年来 ,农业科研经费仅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 0。 2%,远远低于

1%的世界平均水平。1993年农业部组织的百县蹲点调查表明,农业科技经费平均比上年削减了

3%,有 16%的县级农业科技机构和 18%的科技分站被撤销。由于经费不足使农业科技的转化率

低 ,目 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 30%~连 0%(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为 80%)。 有 2万

多项农业科研成果得不到推广和应用 ,成为摆在橱窗里的
“
洋品

”
。大批农业科技人员流失 ,建国

以来 ,全国共培养农业大中专科技人员 150万人 ,到 1992年底一半人已跳出农业战线。我国目前

每 600亩耕地才有 1名科技人员 ,远难满足农业科技进步的需要。

三 加大农业投资力度 ,确保资金来源

农业投资落实不了,农业综合能力就无法提高 ,农业就永远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

粮食的稳产增产就无法实现。对农业的投资 ,关键在于落实 ,要多渠道增加农业投资 ,确 保投入资

金的来源。

1.强化中央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手段 ,确保财政农业支出增长速度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

度。据初步测算 ,“九五
”
期间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投资需求总规模为 1万多亿元 ,根据实际可能 ,

需安排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2300多亿元。各级财政部门要坚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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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现有渠道的农业投资要长期稳定 ,并逐年增加力度。具体地说 ,要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
会资金分配结构 ,在计划安排和资金投放上首先保证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的需要 ,提高固
定资产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 ,以 增加农业投入总量。要切实加大
中央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较大幅度地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
基建投资的比重 ,中央财政应增加预算内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要使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
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由目前的 17%提高到 2000年的 zO%以上。中央和地方都要下决心调整
基建投资结构 ,不仅要对投资存量作适当调整 ,而且要在增量结构上向农业、特别是向粮食生产
作进一步倾斜。各级财政都要做到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2.制定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效益的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农民粮食生产投资的主体作用。农民是

粮食生产的主体 ,农 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粮食生产投入就是纸上谈兵。增加农民收入 ,调动农民

生产和投入的积极性 ,是保障农民投入稳定增长的前提。只有农民的收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得

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农民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才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投入。因此 ,国 家要继续理

顺粮食价格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关系,把国家用于农产品的补贴给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使

农民对粮食生产保持持久的热情 ,稳定的增加投资。

3.改革和完善农业金融体制 ,增加信贷资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农村政策

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 ,保证农村政策性金融资金重点用于

粮食生产。要增加农业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要在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作用的同时 ,

放开搞活农村信用社 ,理顺农村金融体系的关系,更好地体现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融资的宗旨 ,

减少农村资金外流的数量 ,确保农民的资金尽量用于农业 ,特别是粮食生产。

4.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外资向农业领域特别是粮食生产投入。要把农业作为利用外资重点支

持的产业 ,提高农业项目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政策性外资贷款 ,要优先安排用于水利等农业基

础设施。对投资农业、水利的外资项目,必要时予以适当补贴 ,以 正确引导外资投向。

为了保证农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还应不断开辟新的农业投资渠道。国家现已确定

从国有土地出让金和其它计划外基建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 ,由财政单位独立列收列支 ,专项用于

农业。总之 ,鉴于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其建设投资巨大 ,除 了需正确区分投资主体、明确投资

的责权利外 ,还要千方百计地开辟农业投入的来源 ,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四 农业投资的主要方向

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金财力有限、农业投入绝对不足的国家 ,因此 ,要选择正确的

投资方向和重点 ,使有限的投入在粮食稳产增产中产生更大效果。就我国具体情况看 ,投资的方

向主要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 加农业科技开发和科技推广服务网络的投入。农业科研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潜力的开

发。首先 ,要加快良种的培育、推广及应用进程 .抓好
“
种子工程

”
。从粮食增产看 ,在单产提高中 ,

科技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从 1976年开始推广杂交水稻 ,使水稻产量提高了 zO%,亩产一

跃达到 280~360公 斤。而良种的繁育、推广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必须作为

关键环节重点支持。培育高产优质、抗病虫害性能强的农作物新品种 ,建立良种生产基地 ,推进种

子产业化进程。种子必须实行基地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模经营 ,促进农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

其次 ,保证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基本费用的落实。各级政府要下决心增加农业科研资金 ,力 争

使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目 前为 0.2%)有较大提高 ,以保证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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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费用的落实。切实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 ,改薰仙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促进我国

农业科研、推广服务事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把科技兴农真正落到实处。

2.增加投入改造中低产田 ,合理开甘十H1后备资源。工业化必然导致耕地转用 ,因此 ,要完全

避免耕地转用是不可能的。在耕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要使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主要依靠农业单

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而改造中低产田 ,是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措施。农业部在《关于到

2000年新增 500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意见》中明确指出 :“国家对农业投资应主要用于
‘
中

低产田’
的改造。

”
根据经验 ,通过综合开发 ,平均每亩均可增产 70公斤。如果投资使 80%的 中低

产田得到改造 ,并用 ⒛%种粮食 ,那么就可增产粮食 350万公斤。因此提高中低产田的生产水

平 ,确为我国挖掘粮食生产潜力、通过主攻单产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点。

我国人多地少 ,随着人口的增加 ,这一矛盾将会继续扩大。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仅占全国国

土面积的 〃10,因此合理开发宜农荒地 ,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措施之一。而我国可供开发的土

地资源不多 ,开发的难度愈来愈大 ,因 此需要有一个长远规划 ,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有相应的政策

支持和扶持 ,使合理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得以实现。
.3。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增加农业抵抗 自然灾害的能力。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水利设施现代化是粮食增产的关键措施。在水利建设方面 ,对防洪、供水、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和治

理水土流失需要统一考虑。国家投资重点用于修建大中型水利设施 ,集 中力量抓好大江大河大湖

治理的骨干控制工程 ,建设一大批大中型水利设施 ,缓解水资源区域、季节分布不均问题 ,并加快

解决骨干排灌水利工程老化、失修问题 ,增 加旱涝保收的农 田面积 ;同 时要抓好节水灌溉和旱作

农作物 ,大 力发展管道灌溉 ,积极发展喷灌、滴灌 ,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率。

4.增加农民科技文化培训费用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 ,实施科学种田。农民是粮食生产的

主体 ,是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的实施者 ,要实现粮食稳产、增产 ,关键在于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我

国农民文化水平低 ,文盲半文盲近 2亿 ,农业科技的应用能力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要认真执行

《农业法》,督促各级政府增加农业教育费 ,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 ,加强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增强农民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 ,实施
“
绿色证书

”
工程 ,到 zO00年

使 1000万 农民获得
“
绿色证书

”
,培养出大批粮食种植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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