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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内涵特征、问题诊断及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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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耕地综合产能水平的有效路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

建设主体的多元化、范围设计的规模化、基础设施的系统化、项目建设的标准化、生态环境的绿色化、资

源利用的高效化及综合产能的持续化是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特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我国通过加强

顶层设计、构建制度标准体系、完善政策法律体系、健全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对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理解存在偏差、基础设施配套程度不高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为此，应强化对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坚持系统观点，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质

量；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保障基础设施良性运行；建立评价机制，为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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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

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高标准农田是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的基础和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和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

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提升耕地综合产能水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践表明，高标

准农田建设是提升耕地质量、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截至 2022年底，全国已累计建

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能够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1]《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
2030年）》提出，到 2025年累计建成 10.75亿亩并改造提升 1.05亿亩高标准农田，到 2030年累计建成 12
亿亩并改造提升 2.8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此稳定保障 1.2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全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

和质量明显提升，对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

们面前：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难度将会更大、成本将会更高。[2]同时，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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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实现预期目

标，并保持其可持续性，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特征

在高标准农田称谓方面，总体看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突出表现在国家文件之中。“建设高标准

基本农田”出现在 200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之中，随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先后使用了“基本农田”

“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等概念，2009年以后统一表述为“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3]针对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学术界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概念，但不同的高标准农田定义都涵盖了措施、目标等关键内容。[4-5]本文认为，高标准农田是

指在实现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基础上，采取土地平整、设施配套等具体措施，通过提高耕地土壤质量、提

升农田生态系统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实现节水节地、高产稳产、生态良好目标，并与现代农业生产和

经营方式相适应的耕地。高标准农田需满足生产环境系统健康、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强、节水节地成效

好、综合产能水平高等要求。系统分析高标准农田的定义，并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可以将高标

准农田的内涵特征概括为“七化”，具体如下：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主体的多元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主体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不仅涉及各级人民政府、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财政、国土、水利等政府职能部门，[3]而且涉及农业企业、农场主、农业生产大

户、合作社等众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6]。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从政治的战略高度出发，全面认真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围绕提升耕地质量的目标，结合部门职能采取相应措施，实施一系列工程和项目，以支持

地方政府及农业农村部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则是通过经营高标准农田，在实现

综合产能水平提高的同时，实现农田生态系统质量的全面提升。

（二）高标准农田范围设计的规模化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效应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微观层面则是指在一定

产量范围内，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对农业生产而言，可以通过如下

路径实现规模效应：一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方式的不断升级，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优化生

产链条管理，充分利用生产要素，更好地提高效率；三是通过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提升，发挥各个环节的

专业化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近年来，为了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目标，强化土地流转以实

现规模化经营的路径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提供了舞台。[7]基于土地综合产能水平的提升，高标准农

田建设无疑是以耕地规模化经营为前提，致力于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技术使用及智慧农

业发展提供可能。

（三）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的系统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包括道路、水利、电力等硬件设施，还包括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等软件

建设，更包括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所必需的生态环境健康等要求。[6]高标准农田一个重要的内涵特征就

是基础设施的系统化。具体实践表明，规划建设足量的田间道路，为实现规模化生产提供了便利，尤其

是在暴雨甚至洪涝等极端气候条件下，为保障农业机械通行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基层调研中农民普遍

给予高度评价的方面之一。此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实现旱涝保收的目标，不仅需要科学的灌溉设

施，更需要有应对洪涝灾害的排涝设施。

（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标准化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指出，遵循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要求，统筹考虑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农业、水利、土地、林业、电力、气象等各方面因素，紧扣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田、土、水、路、林、

电、技、管八个方面内容，加快构建科学统一、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体系。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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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讲，标准化是高标准农田重要的内涵特征之一。各省（区、市）可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地方标准，与

国家标准相衔接。在制订标准时，应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全面分析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生

态及气候条件，尤其应考虑地形地貌特点，[8]确保标准具有较强的区域适宜性。

（五）高标准农田生态环境的绿色化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提出，“林”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八大内容之一，通过

农田林网、岸坡防护、沟道治理等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高农田防

御风沙灾害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能力。这些措施都是从生态建设视角展开的，通过发挥其生态服务价

值，为高标准农田提供坚实的绿色保障，实现良好的生态效益。因此，绿色化无疑也是高标准农田的内

涵特征之一。此外，高标准农田建设本身也能通过合理的田间管理、农业生态系统设计等措施，提高农

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改善耕地土壤质量，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健康水平，[9]为实现农业绿

色发展提供健康的生产环境，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十四亿国人提供健康保障。

（六）高标准农田资源利用的高效化

高标准农田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等措施，[10]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农业生产

最基本的生态要素是土壤与水。在耕地资源、水资源（尤其是优质的耕地、水资源）日益短缺的时代背

景下，实现水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势在必行。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是耕地土壤质量的保护和灌

溉用水水质的保护，这也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所在。[11]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通过工程措施、

农艺措施、管理措施等，并借助信息技术的有效支撑，因地制宜推广节水节地的现代农业技术，实现资

源的高效利用。因此，资源利用的高效化也是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特征之一。

（七）高标准农田综合产能的持续化

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全面提升土地的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12]因此，

高标准农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土地生产力高。通过土地整理和改良，不断优化耕地土壤的结构、肥

力和水分条件，在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和产量提高的同时，也能通过有效的管护措施和政策保障体系，

实现高标准农田持续性高效生产。因此，综合产能高效可持续是高标准农田的核心内涵。要实现高产

能水平的持续，需要提升农业绿色发展能力，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尤

其是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代意蕴与实践推进

作为提升耕地产能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高标准农田建设日益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关注

的重要内容。高标准农田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石，不仅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有利于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对于提升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实现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代意蕴

第一，有利于提升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3]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战略底线，耕地是根本和基础。为此，要高质量地把耕地保护好、建设好，高标准农田自然成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基础。从高标准农田内涵特征可以看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提高水土资源利

用效率，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基于此，高标准农田不仅可以实现粮食生产能力的

提升，而且可以实现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更有效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数据表明，高标准农田建

成区粮食产能水平平均能够提高 10%～20%，亩均粮食产量提高 100公斤左右。[14]按照这个参数推断，

10亿亩高标准农田将实现 1万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水平，无疑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压舱石”

作用。第二，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高标准农田是以集中连

片为前提的。首先，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为绿色技术的推广创造了条件，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

转型，实现水、肥、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绿色化、减量化、高效化，[15]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促进农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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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和提升，更好地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其次，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可以方

便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同时，还可通过提升农

业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进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再次，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可

以通过采用上述措施，改善土壤质量和环境条件，提升耕地质量等级，为提高农业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打

下良好的基础。[16]此外，可以实现耕地的高效利用、科学管理和保障农业生产主体增收的目的。第三，

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助力农业强国建设。《“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指出，“十四五”

时期“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转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高标准农田以集中连片经营为基础，以信息化、机械化为支撑，实现

农田生产的精准化和自动化，为农田环境的实时监测和智能管理提供保障；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

式相适应，为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创造基础条件，并能提升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的能力。可见，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助力建设

农业强国。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推进

实践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同时对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等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17]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

家相关部委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基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际需求，逐步构建了相应的制度框架

体系，为高质量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战

略部署。2019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

意见》，明确提出了此后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要求，以及“中央统筹、

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农田建设工作机制。2021年国务院批复了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明确了此后十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点方向和

具体目标任务。在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框架内，各地人民政府先后制订并印发了区域高标准农田

建设规划，由此形成了系统完善的中央、省、市、县四级规划体系。第二，构建制度标准体系，规范高标

准农田建设行为。基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特点，农业农村部协同国家相关

部委，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办法，并制订、修订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耕地

质量等级》等国家标准，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遵循。在上述标准框架范围内，各地坚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原则，在系统分析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对相应制度标

准进行了细化，以更好地指导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起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质量保护的制度标准体系。第三，完善法律政策体系，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实效。在法律层

面，基于保护黑土地资源、稳步恢复提升黑土地基础地力、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目标，制定并颁布了黑土地保护法，自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2023年 12月 29日，粮食安

全保障法审议通过并于 2024年 6月 1日起实施，耕地保护法（草案）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中。所有这些

均为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也将耕地保护更好地纳入法治轨道。在政策层面，围绕着

项目布局及实施、资金的筹措及保障、质量的监督及管护等重点领域，逐步建立并完善了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政策体系，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第四，健全

管理体系，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组织保证。高标准农田建设涉及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交通运输、水

利水电等多个部门，建设主体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彼此之间协同推进方可实现预期成效。2018年

3月，国务院公布了机构改革方案，开启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此后，形成了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抓总、各

部门分工协作的项目和资金管理新机制，构建了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

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的“五统一”农田建设管理新格局，[17]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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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动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明显成效，突出表现在提高了粮食产能水平、促

进了生产过程中的节水节肥节药、提升了农田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尽管近年来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

不断增加，但农田的受灾面积并没有增加，反而出现明显的下降态势。有关数据表明，2010—2012年三

年平均受灾面积 4.7亿亩，2013—2015年平均 3.9亿亩，2016—2018年平均 3.3亿亩，2019—2021年平均

2.6亿亩。[18]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耕地状况等关键问题的准确研判而作出

的重大战略举措，并制定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加以实施。上述规划中提出的

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科技服务、管护利

用等八个重点领域，既有耕地土壤本身的建设内容，也有耕地土壤肥力提升的田间基础设施保障，又有

实现硬件基础设施持续利用、保障耕地土壤肥力不断提升的后续保障措施。基层调研发现，高标准农

田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善提升之处。

（一）对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理解存在偏差

从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的背景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最根本的出发点或者目标，是提升耕地综合产

能水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无论是基层职能部门，还是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都将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作为高标准农田的核心，对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能否提

升耕地综合产能水平并不关注，由此可能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出现“重工程、轻实效”的现象。出现这

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高标准农田内涵的理解存有偏差，更缺乏对内涵的系统性认知。内涵把握不

准，随之而来的就是决策的失衡和实施行为不当，最终是目标的偏离。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基础设施配套程度不高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基础设施的配套是保证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19]但基层调研发现，高标准

农田建设中基础设施配套程度并不高，尤其是水利设施。无论是过去“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农业综合

开发，还是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普遍存在重灌溉设施建设、轻排涝设施建设的问题，一旦遇到强降雨，

将形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农田林网建设有利于构建稳定的农田生态系统，发挥较好的防风固沙成效，

尤其是在黑土地区，有效减少了大风对黑土地耕作层土壤的风蚀。但由于相关政策没有系统考虑到可

能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基层在政策执行中源于对“追责”的惧怕，只是机械执行，由此导致一些地方大

规模砍伐田间树木，使得过去较为完善的农田林网被破坏，对高标准农田构成潜在的生态威胁。

（三）影响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的因素依然存在

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能否得到充分利用，直接决定了高标准农田能否

实现预期目标。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智能化农田灌溉设施的推广是重点之一。但基层调研发现，智

能化灌溉设施并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甚至成为闲置设施。影响这些设施应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

经济因素。由于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电力设施架设距离远、电损高，而电损会转嫁到农民身上，导致电价

远远高于农民的承受范围，农民使用智能化灌溉设施的意愿非常低。二是传统因素。近年来，灌溉方

式发生很大变化，从原来的大水漫灌转变为“小白龙”灌溉，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节水效果，加上农民也习

惯了这种灌溉方式，因而对智能化灌溉设施接受度较低。

（四）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依然缺乏有效的管护机制

多年来，学术界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现象提出了诸多对策建议，[20-21]

但目前，该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从而导致基础设施在短时间运营之后的“停摆”，甚至

有些地方基础设施建成之后从未运营。相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需求而言，当前财政投资规模及

力度依然不足，[22]在这种情况之下基础设施难以发挥作用，更是导致财政资金投入低效甚至无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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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是由于管护机制的缺失，实质上是缺乏资金效率管理机制。只有通过资金效率评价，并将其作为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的重要依据，才能更好地提高基础设施运营能力及水平并实现预期目标。

（五）对高标准农田的成效缺乏系统的评价

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对于是否有效提升了耕地综合产能水平，并没有开展全面系统的评价。农

村改革 40多年来，耕地综合产能水平发生很大变化。改革之初，耕地综合产能水平差异很大，农民家

庭承包耕地的质量等别也区分为好、中、差三种类型。但经过多年的土壤培肥，村内耕地综合产能水平

已几乎没有差异。基层调研发现，不同主体对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的成效判断不一。基层政府及职能

部门认为，高标准农田的耕地综合产能水平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则认为，高标

准农田的耕地综合产能水平并没有实现明显的提升。而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提升确实为

农业生产提供了有效保障。因此，综合成效究竟如何，需要建立系统全面的评价体系，以便诊断工程建

设、利用、管理等层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策。

四、新时代加快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既是政治性很强的专业任务，又是专业性很强的政治任务，涉及的环节多、范围

广，尤其是建设主体又具有多元化特点。要从根本上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应选择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一）强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以及对我国耕地资源严峻

形势的系统把握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2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具体行动。一是加强党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充分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战略意义，切实扛起领导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政治责任，落实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更大力度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全面树立粮食安全的底线思维，牢牢守住粮

食安全生命线，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重点县各级领导更应如此。二是做好顶层设计及科学规

划。党中央、国务院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进行了战略部署，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国家框架之下，紧紧

联系区域实际，因地制宜完善推动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方

案。集中连片并实现规模化，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在范围设计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山区丘陵地区与平

原地区明显不同。因此，不同区域的适宜规模究竟多大，设施建设内容究竟如何选择，以及建设成本如

何等，都需要建立在广泛调研及科学计算的基础之上，以科学的规划更好地引领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

（二）坚持系统观点，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质量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系统观点，确保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质量，进而实现预期目标。第一，要系统把握高标准农田的内涵特征。高标准农田

具有多元化、规模化、系统化、标准化、绿色化、高效化、持续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体现在某个或几个环节

中，彼此之间需要相互协调才能实现“1+1>2”的效果，更好地提高耕地综合产能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第二，要注重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软硬件设施的配套。事实上，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包括硬件设施，

也包括软件环境。首先是硬件与软件之间的配套，制度机制等软件是保证硬件设施发挥功能并实现其

可持续性的关键。其次是硬件设施之间、软件环境之间内部的相互配套。例如，对于田间道路、水利设

施、防护林体系等硬件设施而言，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配套才能发挥出各自的功能。尤其是水利设施

建设，既要注重灌溉设施建设，也要注重排涝设施建设，这样才能实现旱能灌、涝能排，提升农业生产应

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第三，注重一般性特点的同时，更要注重区域差异性。在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

程中，有共性特点作为指导参考，更重要的则是考虑到区域的差异性特征。我国地域广袤，气候条件、

地质地貌、生态要素等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特点。因此，无论是范围设计还是设施建设，都不能简单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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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式推进，而应在一般性特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区域特点，因地制宜选择推进模式。

（三）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基础设施良性运行

要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建立健全的机制和制度体系，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

基础设施的监管，保障设施能够良性运行并保持其可持续性。因此，应加快健全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

长效管护机制。第一，建立与完善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的运营管护机制。在具体项目设计之初，系统

考虑建设与运营问题，并基于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的属性，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地方

财政状况。在村集体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村级运营管护组织，培养专业人才，由村集体

提供资金保障。此外，为增强村民的保护意识、参与意识，提高村民参与度，可以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等

非正式制度安排在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管护中的作用，更好地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第二，建立与完

善高标准农田设施运营的监督机制。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在基

层党组织领导下，组建有效的监督队伍、建立规范的监督制度，全方位监督并落实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

的有效运营，确保把这个重大工程做好、做真、做实，确保能够有效提升耕地产能水平、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

（四）建立评价机制，为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评价机制是一个组织不可或缺的管理机制，涵盖了组织、标准、流程和方法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通过建立评价机制进行绩效评价，有利于发现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高

标准农田建设提供科学参考，尤其是为相关政策调整提供依据。第一，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进行评

价。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一定时期，由第三方组织开展绩效评价，选择关键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

流程及评价方法，重点评价耕地综合产能水平究竟提高多少、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对于没有实现预

期目标的高标准农田，剖析背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第二，对高标准农田设施运营管护水

平进行评价。开展该项评价的目的在于，准确判断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基础设施管护的水平、存在

的关键问题及深层原因，继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第三，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价。

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但资金使用效率并不理想，普遍存在低效

甚至无效现象。开展该项评价的目的在于，弄清财政资金在不同区域、不同项目等方面的使用效率，基

于此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继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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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s: Connotation，Problems，and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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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s is an effective path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ultivated land and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connota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s involves diverse subjects，expanded design ranges，systematic infrastructures，standard project con⁃
struction，green environment，e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and sustain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China has 
achieved progress in develop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s by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building standard 
systems，improving legal and policy systems，and perfecting management systems. The deviation in under⁃
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s and the low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support are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developing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s，adopt a systematic vie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s，establish a long-term management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infrastructures，
and build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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