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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我国现行粮食价格政策有粮食最低

收购价格政策与种粮直接补贴政策。我国现行粮食

价格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 ,借鉴主要发达

国家与地区对粮食价格干预政策 ,对我国粮食价格

政策进行改革。

1 　我国现行粮食价格政策面临的问题

我国现行粮食价格政策有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

策与种粮直接补贴政策。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是

指当市场粮价低于政府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时 ,由

国家委托的国有粮食经营企业按最低收购价格入市

收购 ;当市场粮价高于政府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时 ,

粮食经营企业则按实际市场价格收购。最低收购价

格政策是政府在市场放开后对粮食价格进行保护的

重要选择。种粮直接补贴是指将通过流通环节对农

民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按农业

税计税面积、或农业税计税常产、或粮食种植面积等

把粮食风险基金补贴直接落实到种粮农户手中 ,实

现对种粮农民利益的直接保护 ,调动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 ,提高粮食产量而提出的。现行粮食价格政策

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

1)农民从国家粮食收购价中得到的好处很有限。

2005 年 9 月 ,国家出台了秋粮最低收购价政策 ,规定早

籼稻谷 0170 元/ 500 克 ,2005 年全国早籼稻每 500 克总

成本 0160 元 [1 ] ,500 克早籼稻净利润仅 0110 元。2005

年全国粮食产量 48 40212 万吨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

人出售粮食 375179 公斤 ,农民从国家粮食收购价中平

均每人得到 751158 元。以平均一家四口来说 ,如果纯

粹务农种粮食 ,平均每户家庭得到收入仅 300 元。2005

年福建省早籼稻每 500 克总成本 0159 元 [1] ,500 克早

籼稻净利润仅 0111 元。2006 年 7 月 - 8 月在对三明市

沙县、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龙岩市等地进行实地调

研。以三明市沙县、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早籼稻成

本收益抽样调查 ,2005 年每 500 克早籼稻总成本 0173

元 ,2006 年为 0184 元(表 1) ,都高于国家规定早籼稻谷

0170 元/ 500 克最低收购价政策。即使这样的价格 ,并

不是所有粮农都能享受到的。福建省 2006 年省级储

备粮订单收购量为 2 亿公斤。其中 :南平市 1 亿公斤、

三明市 6 000 万公斤、龙岩市 4 000 万公斤。将近占福

建省 2005 年粮食总产量 71512 万吨的 218 %。因为执

行这个价格的是国家储备库 ,它是用国家财政款收购

的。按照《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规定 ,中央储备粮每

年轮换 20 %～30 % ,每年轮换数量大约在 200 亿公斤

左右。省级储备粮每年轮换数量 ,参照中央储备粮轮

换比例大约在 75 亿公斤左右 ,合计 275 亿公斤左右 ,约

占 2005 年全国粮食产量 4 840122 亿公斤的 517 %。大

多数商品粮要进入市场销售。作为自负盈亏的收储企

业(国有、股份制、民营) ,它的收购价一般要低于国家

的最低收购价。

2005 年全国早籼稻每亩家庭用工折价 162195

元、每亩净利润 98109 元 , 两项合计每亩收入

261104 元。2005 年福建省早籼稻每亩家庭用工折

价 197122 元、每亩净利润 131117 元 ,两项合计每亩

收入 328139 元。以一家四口平均三亩田地来说 ,如

果纯粹务农种粮食 ,家庭每年可支配收人仅近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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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即使是不考虑家庭其他支出 ,单单一个孩子的教

育就足以使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这就导致了 ,农

民不得不考虑自身的现状 ,加快流向城市的步伐。

现有留在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大多是家中妇女儿童

老人 ,当地人戏称为“386199”部队。绝大部分没有

文化、没有任何技术的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 ,

这就使得文化素质本来就普遍偏低的农业劳动力的

整体素质更为低下。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 ,出现

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无粮不稳”是

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的警训 ,各级领导务必警惕。
表 1 　2005 - 2006 年福建省三明市早籼稻

成本收益抽样调查汇总表

项目 单位 2006 年 2005 年
调查户数 个 15 15
调查面积 亩 24 29
每亩

主产品产量 公斤 317150 324160
产值合计 元 559121 497191

主产品产值 元 540116 478143
副产品产值 元 19105 19148

总成本 元 553137 491102
生产成本 元 503137 438175

物质与服务费用 元 191163 176104
人工成本 元 311174 262171

家庭用工折价 元 311174 250130
雇工费用 元 0100 12141
土地成本 元 50100 52127

流转地租金 元 9147 15168
自营地折租 元 40153 36159

净利润 元 5184 6189
现金成本 元 201110 204113
现金收益 元 358111 293178

成本利润率 % 1106 1140
每 50 公斤主产品
平均出售价格 元 85106 73170

总成本 元 84117 72168
生产成本 元 76157 64194
净利润 元 0189 1102
现金成本 元 30159 30122
现金收益 元 54147 43148

附 :
每亩用工数量 日 12157 11125

每亩主产品出售数量 公斤 268180 231160
每亩主产品出售产值 元 462112 344129

商品率 % 83120 72190
每亩补贴收入 元 5196 0100

每亩成本外支出 元 0100 0100

　　资料来源 :三明市沙县、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 15 户早

籼稻成本收益抽样调查表汇总计算所得。

2)种粮平均一个劳动力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

收入仅 16 元。2005 年全国每亩早籼稻人工成本

179136 元 ,一亩地需投入 11121 个工作日 ,平均一

个劳动力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仅 16 元。

2005 年福建省早籼稻每亩人工成本 222115 元 ,一

亩地需投入 13179 个工作日 ,平均一个劳动力每个

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也仅 16 元。以三明市沙县、

将乐县、泰宁县、建宁县 15 户早籼稻成本收益抽样

调查汇总计算 ,2006 年每亩早籼稻人工成本 311174

元 ,一亩地需投入 12157 个工作日 ,平均一个劳动力

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不足 25 元 ; 2005 年每

亩早籼稻人工成本 262171 元 ,一亩地需投入 11125

个工作日 ,平均一个劳动力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

收入不足 24 元。我们在泰宁县、建宁县、龙岩市等

地看到几乎所有的良田都种烟叶 ,以龙岩市新罗乡、

应岩山乡 9 户烤烟成本收益抽样调查汇总计算 ,

2006 年每亩烤烟人工成本 924125 元 ,一亩地需投

入 37177 个工作日 ,平均一个劳动力每个工作日能

够得到的收入不足 25 元 ; 2005 年每亩烤烟人工成

本 758149 元 ,一亩地需投入 35166 个工作日 ,平均

一个劳动力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不足 22 元

(表 2) 。农业生产效益低 ,种粮比较利益更低。
表 2 　2005 - 2006 年福建省龙岩市烤烟成本

收益抽样调查汇总表

项目 单位 2006 年 2005 年
调查户数 个 9 9
调查面积 亩 174 158
每亩

主产品产量 公斤 121140 111120
产值合计 元 1 213156 1 332146

主产品产值 元 1 213156 1 332146
副产品产值 元 0100 0100

总成本 元 1 726197 1 570100
生产成本 元 1 606197 1 462122

物质与服务费用 元 682172 703173
人工成本 元 924125 758149

家庭用工折价 元 597143 668192
雇工费用 元 326182 89157
土地成本 元 120100 107178

流转地租金 元 54100 40156
自营地折租 元 66100 67122

净利润 元 - 513141 - 237154
现金成本 元 1 063154 833186
现金收益 元 150102 498160

成本利润率 % - 29172 - 15112
每 50 公斤主产品
平均出售价格 元 499182 599113

总成本 元 711127 705194
生产成本 元 661185 657148
净利润 元 - 211145 - 106181
现金成本 元 438103 374194
现金收益 元 61179 224119

附 :
每亩用工数量 日 37177 35166

每亩主产品出售数量 公斤 121140 111120
每亩主产品出售产值 元 1 213156 1 332146

商品率 % 100100 100100
每亩补贴收入 元 121184 78105

每亩成本外支出 元 0100 0100

　　资料来源 :龙岩市新罗乡、应岩山乡 9 户烤烟成本收益

抽样调查表汇总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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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粮食直接补贴尚未有合理的标准。党中央在

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 2004 年“1

号文件”确定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

民的直接补贴。从各地情况看 ,目前粮食直接补贴

有四种办法 ,即按农业计税面积补贴 ,按计税常产补

贴 ,按种粮面积补贴 ,按农民出售商品粮数量挂钩补

贴。按地、按税计补的结果 ,极易变成一视同仁的

“大锅饭”。目前 ,各地基本上是根据财政支付能力

确定的 ,不是根据补贴需要来确定预算 ,而是先有预

算再确定标准。例如 ,安徽省试点的做法是先确认

1998 年至 2002 年 5 年间平均的保护价收购量 62

亿公斤 ,然后根据补贴的总金额 6 亿元 (全部由中央

财政先借) ,确定补贴标准为每 50 公斤小麦 515 元 ,

中晚稻 415 元 ,再根据各地、各县的收购量分配下

去 ,各地、各地县则基本上是按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分

摊到所有的田亩上。其结果是所有的田亩 ,不管种

不种粮食都得到了补贴。全省平均每亩补贴约 10

元。但各地差距很大 ,商品粮多的地区有 25 元 ,少

的地方只有 2157 元。为平衡地区差异 ,对每亩补贴

低于 5 元的农户 ,由市县财政补足到 5 元[2 ] 。吉林

省试点的做法 ,是把保护价与市场价的价差 ,绕过粮

食部门直接支付给农民 ,补贴是与前期收购量和当

期价格挂钩的 ,属于“黄箱”政策。吉林东丰县试点

则基本上是把 2 180 万的风险基金简单地分摊到田

亩上。农民每亩地补贴了 1616 元。也是不管种什

么都能得到补贴。这样的补贴显然与改革的初衷不

符 ,不管是否种粮都给予补贴的普惠式做法对稳定

和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是一种逆向调节。

4)农资涨价抵消了种粮农民部分收益。我国

1996 - 2005 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为

10814、9915、9415、9518、9911、9911、10015、10114、

11016、10813 ; 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分别为 10518、

9012、9617、8711、9012、10311、9917、10414、11311、

10114 (表 3) 。十年来 ,1998、2001、2003、2004 年粮

食生产价格指数上涨比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分别高 212、410、310、215 个百分点 ,而 1996、1997、

1999、2000、2002、2005 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

涨分别高于粮食生产价格指数 21 6、913、817、819、

018、619 个百分点。粮价走着涨 ,农资却跑着涨。

农资涨价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策优惠给农民带来

的实惠。

　　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的上升周期中 ,国民经济

各个主要行业增长速度依然较快 ,对能源、基础原材

表 3 　1996 - 2005 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粮食生产价格指数情况表 (上年 = 100)

年份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粮食生产价格指数

1996 10814 10518

1997 9915 9012

1998 9415 9617

1999 9518 8711

2000 9911 9012

2001 9911 10311

2002 10015 9917

2003 10114 10414

2004 11016 11311

2005 10813 10114

　　注 :2000 年 (含)以前为粮食收购价格指数 ,2001 年 (含)

之后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2、2003、2006 汇总所得。

料、化工、机械等产品的市场需求依然较强 ,使得能

源和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仍处于明显 上涨状态 ,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在成本的推动下依然存在较强的上涨

压力 ;作为化肥生产的主要原料和燃料的原煤、化工

用煤和焦炭价格不断上涨 ,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等

能源价格也将继续上升 ,这些都成为推动农资产品

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降低农民生产成本 ,才

能确保惠农政策效应。建议加大对种粮农民补贴的

力度 ,建立对种粮农民的化肥、柴油等农资的直接补

贴制度 ,将资源性价格上涨部分通过转移支付的方

式补贴给农民。

2 　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对粮食价格
的干预政策

　　美国政府根据国会通过的法令 ,由联邦政府授

权农业部每年规定小麦、玉米、高粱、大麦、稻谷、燕

麦、黑麦等 7 种主要粮食的支持价格。其支持价格 ,

也就是目标价格由成本与收益组成 ,某种粮食的目

标价格 = 某种粮食的生产成本 + 合理收益。生产成

本以实际调查为准 ,合理收益主要参考工业平均收

益率。支持价格规定后 ,全年稳定不变。如果市场

价格高于支持价格 ,农业生产者可按市场价格出售

他们的粮食 ,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支持价格 ,政府就通

过提供贷款. 进行收购或付给补贴的办法 ,使农业生

产者出售粮食的收益能够维持在支持价格的水平。

美国政府在某种农产品的进口影响到农业调整计划

执行时 ,可以对该农产品实行进口限额制度或按进

口产品的价值征收 50 %的关税。美国对粮食价格

干预政策的特点是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国内大米生产者获得较高的

08

技术经济 　　　　　　　　　　　　　　　　　　　　　　　　　　　　　　　　　　　　　　第 26 卷 　第 9 期



价格和较高的收入 ,从 1960 年开始对大米生产者给

予财政补贴。按农业生产者支付的生产费用和农民

劳动可以得到的补偿 ,农民劳动补偿的标准 ,按城市

工人的平均工资确定。并且对大米出口给予财政补

贴并严格控制进口 ,进口关税也较高。日本耕地中

有 40 %左右是在山区或半山区 ,其生产力水平要比

平原地区耕地低 ,抛荒现象严重。日本政府于 2000

年出台了《针对山区、半山区地区的直接支付制度》,

具体补贴标准是山区或半山区与平原地区平均生产

成本差异的 80 % ,对每个农户的补贴上限是 100 万

日元。通过对当地农民实行直接收入支付 ,弥补这

类地区与平原地区生产成本的差异 ,从而调动当地

农民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欧盟粮食保护价格政策的操作机制特点有 : ①

政府出资按保护价格买断粮食产品 ,并退出国内市

场流通 ,这样完全保证了按保护价格购买下的粮食

彻底退出当时的粮食市场 ,减少了市场粮食供给数

量 ,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不再下跌。②政府没有单独

的粮食仓储设施 ,所购买下的粮食 ,委托普通的私人

仓储公司或者农民合作组织代为储藏 ,政府支付相

应的储藏保管费用。③在保护性收购的总量上 ,不

设上限限制。也就是说 ,有多少 ,收多少 ,上不封顶。

④粮食经营者或者生产者如果想将粮食卖给国家 ,

每次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行。保护收购个量有下

限 ,这是为了便于实际操作和管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每次至少 180 吨。这样既便于政府的管

理操作 ,又保证了农民生产者的利益。⑤为了防止

在收获季节时争向政府出售粮食 ,每个收购年度的

第一个月的保护价格最低 ,然后按月增加。增加的

幅度是正常的储藏费用和资金占用费用。欧盟对粮

食价格的干预维护了粮食市场的稳定。

3 　政策建议

311 　合理制定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

合理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应符合以下几种标

准 :一是生产成本标准。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水平至

少应足以弥补其生产成本 ,否则会“谷贱伤农”,挫伤

种粮者的积极性 ,使生产者将人力、物力向其它方向

转移 ,粮食生产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二是市场供求

标准。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应充分反映较长时期内粮

食的供求关系 ,形成较长期的均衡价格 ,以引导农民

的粮食生产活动。三是平均利润率标准。粮食最低

收购价格应保证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利润率与从

事非农业生产的利润率不能相差太大 ,最起码在整

个种植业内 ,农民种粮收入与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

收入是接近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

促进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四是承受能力标准。粮食

属于生存必需品 ,其价格应当使消费者买得起 ,尤其

是低收入阶层买得起。因此 ,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以

及由此决定的市场上粮食销售价格应不超过消费者

的承受能力 ,这是合理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前

提。五是国家财政负担能力标准。粮食最低收购价

格政策的实施 ,特别是在市场粮食价格低于最低收

购价格时 ,由政府委托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人市收

储 ,势必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此 ,制定粮食最低收

购价格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财政负担能力 ,否则不是

国家财政力不负重 ,就是杯水车薪 ,均难以实现对粮

食生产的支持和保护作用。六是国际粮价标准。在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国际国内粮价关系越来越密切 ,

如果国内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脱离国际市场粮价 ,势

必使国外优质价低粮食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 ,因而

在制定国内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时 ,必须以国际市场

粮食价格为标准 ,保持两者合理的价格关系。在既

保护种粮者的积极性 ,又防止市场粮价暴涨 ,正确处

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由粮食购销

企业按照“购得进 ,销得出”的原则 ,自主合理地确定

粮食收购价格。

2005 年全国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每 50 公斤

净利润平均数为 17174 元与经济作物类 (大豆、花

生、油菜籽、棉花、烤烟) 50 公斤净利润平均数 64177

元[1 ]之间差价是 47103 元。建议最低收购价规定早

籼稻谷为 0175 元/ 500 克 ,保证从事粮食生产所获

得的利润率 ,最起码在整个种植业内 ,农民种粮收入

与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是接近的。

2006 年 12 月 28 日泰国大米出口价格 296 美

元/ 吨 ,越南大米出口价格 262 美元/ 吨 ,印度大米出

口价格 238 美元/ 吨 ,巴基斯坦大米出口价格 310 美

元/ 吨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米期货价格 (糙米)

近期合约在 220 美元/ 吨。早籼稻谷 0177 元/ 500

克 ,估算大米价格 270 美元/ 吨 ,不会高于国际粮价

标准。

312 　适度提高粮价是可以增加粮农收入

1)我国粮食 4 次提价的实践证明适度提高粮价

可以增加粮农收入。第一次是在 1979 年 ,国家规定

从夏粮上市起 ,粮食统购价提高 20 % ,农民在完成

国家征购任务后交售给国家的粮食 ,超购加价幅度

由 30 %提高到 50 %。在粮食收购价格上升的刺激

下 ,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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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到 1984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4 073 亿公斤 ,比

1978 年的 3 048 亿公斤增加了 1 025 亿公斤 ,增长

了 3316 %。第二次提价是 1988 —1989 年 ,粮食收

购价分别提高 1312 %和 2617 %。1990 年产量上去

了。第三次提价是在 1994 年 ,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

格 ,提幅达 50 %以上 ,以福建粮产区三明为例 ,1994

年国家提价时 ,每 500 克早稻收购价由原来的 0132

元 ,提高到 0155 元。第四次是在 1996 年 ,在 1994

年提价基础上 ,再提高粮食收购价 42 %。1996 年再

次提价后的早稻收购价为 0172 元 ,加上省里价外补

贴 ,收购价达到 0182 元。1995 年至 1996 年春节 ,

市场价高达每 500 克 1110 元。粮农尝到连续两次

大提价的甜头 ,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1998 年的粮食产量达 5 213 亿公斤 ,创历史最好水

平。从我国改革开放后粮食 4 次提价的实践证明 :

提高粮价是可以增加粮农收入的 ,我国农民从几次

提价中得到许多实惠。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

加 ,还要适度提高粮价。

2)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凯恩斯指

出 :人们的消费多少取决于收入的大小 ,消费在收入

中的比例被称为消费倾向 ,当人们收入增加时 ,消费

也会随之增加 ,但消费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那么快 ,

因为人们具有谨慎、远虑、贪婪、计算、改善、独立、企

业、自豪等八种心理特征 ,会把增加的收入保留一部

分作为储蓄 ,这样 ,人们的收入愈增加 ,消费支出占

全部收入的比例就越小 ,这就是边际消费递减规律。

由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远比农村居民的人均

收入高 ,在城镇居民可以承担的范围内 ,适度提高粮

价 ,使城市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向农村转移。根据凯

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

的增加而减少 ,城镇居民的边际效用比农村居民低 ,

当等量收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城市所损失的效用

要比农村所增加的效用小 ,从而使全社会的总效用

增加。而对于极少数城镇低保人员可由各级财政进

行适当补贴 ,以提高其购买力。按照我国目前城镇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绝大多数人对于粮价上涨是有

经济承受能力的。

3)粮价提高必须与粮食产量协配。1979 年在

粮食收购价格上升的刺激下 ,到 1984 年全国粮食产

量达到 4 073 亿公斤 ,但随之出现卖粮难 ,粮价下

跌 ,影响了农民积极性 , 粮食产量下降 618 %。

1988 —1989 年粮食第二次提价 ,粮食收购价分别提

高 1312 %和 2617 %。1990 年产量上去了 ,却又出

现卖粮难 ,粮价下跌 ,农民积极性又一次受到挫伤。

与此同时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亏损挂帐也节节攀

升。越是丰年 ,农民出售的超购粮食越多 ,财政补贴

的负担越重。1985 年粮食补贴为 202 亿元 ,1989 年

为 408 亿元 ,1990 年为 440 亿元。第三次提价是在

1994 年 ,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提幅达 50 %以上 ,

1996 年在 1994 年提价基础上 ,再提高粮食收购价

42 %。1998 年的粮食产量达 5 213 亿公斤 ,创历史

最好水平。但是 ,随之而来的供大于求的卖粮难问

题严重凸现出来 ,粮价开始回落 ,农民收入下滑。

2002 年 ,新粮收购价在 0151～0152 元 ,粮农在卖粮

时 ,无奈地发出“辛辛苦苦忙一年 ,只好抛荒勿种田”

的叹息。种粮面积不断减少 ,许多农民盲目拥进城

市打工 ,出现了庞大的民工潮。2003 年我国粮食产

量只有 4 300 亿公斤 ,相当于 18 年前的 1986 年的

粮食产量水平。

粮食是刚性产品 ,粮食需求价格弹性几乎接近

于 0 ,粮食提价后 ,需求量基本不变。粮价提高必须

与粮食产量协配 ,没有产量控制的提价只能短期内

解决粮农增收的强烈愿望 ,不可能长期起作用 ,是不

可持续的。

313 　完善种粮直接补贴的标准

我国的耕地面积是有限的 ,农民一家仅靠经营

的几亩地 ,就是粮价涨得再高 ,农民的小康也不可能

达到 ,况且粮食商品的特殊性决定其价格也不能太

高。现实的办法就是用给农民补偿的办法来保护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 ,国家补

贴农业、补贴粮食是一种必然结果。《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 2004 ]17

号)提出 :“合理确定对农民直接补贴的标准”,“直接

补贴的标准 ,按照能够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并使种粮

农民获得适当收益 ,有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

进粮食生产的原则确定”。

建议种粮直接补贴的标准 ,按前期粮食亩净利

润平均数与经济作物类亩净利润平均数利之间差

价。它与粮食种植面积和出售商品粮 (量与质) 挂

钩 ,而不与当期的粮食价格挂钩 ,即不管市场上粮价

的高低 ,通过财政部门支付给农民的补贴。某种粮

食的固定补贴 = (上年度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亩

净利润平均数与经济作物类亩净利润平均数之间差

价) ×粮食种植面积 ×出售商品粮 (量与质) 。

采用“某种粮食前期收入与经济作物类收入的

平均数之间差价”为依据 ,最起码在整个种植业内 ,

使农民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收入与种植其他经济

作物的收入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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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全国稻谷产量是 1181 亿吨 ,按平均商

品量的 70 %框算 ,实行直接补贴的稻谷数量有 1127

亿吨。2005 年粮食全国每亩早籼稻、中籼稻、晚籼

稻净利润平均数 154116 元与经济作物类 (大豆、花

生、棉花、烤烟) 每亩净利润平均数 188172 之间差

价是 34156 元。2006 年全国稻谷播种面积 28847

千公顷 ,按平均商品量的 70 %框算 ,种粮的补贴额

为 104168 亿元。符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国发 [ 2004 ] 17 号) 》指出 :

“2004 年起 ,全面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粮

食主产省、自治区实行直接补贴的粮食数量 ,原则上

不低于前三年平均商品量的 70 %”,“2004 年 ,粮食

主产省、自治区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 100 亿元对

种粮农民补贴 ,以后年度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资

金要逐年有所增加 ,经过三年 ,将现有粮食风险基金

的一半用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要求。

种粮固定补贴不直接与市场粮价挂钩 ,这既有

利于充分发挥主产区的种粮比较优势 ,保护粮农的

生产积极性 ,又符合世贸组织规则 ,不受《补贴与反

补贴协议》限制。种粮固定补贴 (种粮直补) 与出售

商品粮 (量与质) 直接挂钩计补 ,不但可对补贴效果

进行量化考核 ,更重要是将政府极其宝贵的补贴资

金真正用于粮农增收、粮市稳定、国家粮食安全的刀

口上。这个设计在调研村中普遍得到农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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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ssues and Strategies on the Existing Foodstuff Price Polic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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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re are presently many issues in t he existing foodstuff price policies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utilize t he ex2
perience of t he developed count ries on t he intermediate policies for foodstuff price , to improve t he current policies between t he lowest purchase

price of foodstuff and t he direct allowance for t he foodstuff growing1 Such policies may increase t he income of t he farmers , and t hus significantly

advance t he new count ry const ruction in t he foodstuff producing area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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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ural Public Service Supply based on the Principal - ag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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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 ,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 : Because of multi2level agency in rural society , it is difficult for farmer to rest rain effectively t he government t he behavior t hrough

surveillance and t he drive mechanism , " t he supplies leadership" rural public service supplies decision2making system has t he public service sup2
plies inconsistent wit h farmer demand1 The paper analyzes t he question which in rural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put s forward proposals on rural

public service supplies system arrangem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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