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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证明，一味地任凭自发市场力量调节农产品供给，往往总是以过度地破坏农业生产能力

来解决农产品供给偏多问题，这种解决办法的思路是极其短视的，缺乏战略思维。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不能完全延续过去的农业支持政策，当然也不意味着彻

底抛弃粮食十二连增的所有支持政策，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支持政策，而必须对现有的农业支持政

策措施有留有舍并作进一步改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探索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毫无疑问是农业农村工作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中央创造性提出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已经下降到 9%左右，但它仍然是国民经济中

的基础产业，当前同样面临着供给偏多和市场出清的难题，需要创新探索解决之道。 

    改革以来，与国民经济发展经历的阶段密切相关，我国农产品供求形势也曾几次遭遇过农产

品销售困难、低格低迷，以及农业生产者收入陷入徘徊和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性受挫等现实问题。

对此，国家选择的政策措施思路一般都是调整农业结构，实际上主要是放弃农产品供应偏紧及其

价格上涨预期不断强化时的农业支持政策并将农业推向自发市场，在实践中农业生产领域更多的

是“多了砍”，即大幅度地削弱农业生产能力，结果是农业发展形成不断地循环波动，农民利益

受损，消费者食物消费升级受阻，经济社会全局不时地遭遇农业周期波动掣肘。实践证明，一味

地任凭自发市场力量调节农产品供给，往往总是以过度地破坏农业生产能力来解决农产品供给偏

多问题，这种解决办法的思路是极其短视的，缺乏战略思维。 

    针对新一轮的我国农产品供给偏多问题，特别是粮食连续多年增产后，库存居高不下，国内

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又带来进口压力不断加大的新情况，如何在既不破坏农业生产能力又不败坏社

会风气的情况下寻找到新的解决途径？应该说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我国农产

品包括进口在内的供给偏多问题的新探索。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高度重视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

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以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以及拉长农业现代化短腿和补齐农村发展短板。 

    目前，我国不仅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现有国家库存偏多，而且销售不出去的农产品握在农

民手中也呈现出扩大态势。前不久笔者到陕西调研，了解当地不仅苹果收购价格低迷，而且很多

农民尚未将苹果销售出去，依然存在家中。前几年，我国苹果市场供应一直偏紧，价格偏高。类

似于苹果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显著改变的农产品越来越多。 

    农产品去库存，既要消化现有库存，又要避免新库存出现和累积。 

    消化现有库存，有赖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国家为了消化现有库存，预期在新的一年里会

加大农产品加工业减负力度，同时会加大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给予农产品加工业更多

的优惠政策，这给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极其难得的机遇和红利，多年来形成的“稻强米弱”

和“麦强面弱”等农产品加工业企业生存困难的处境有望能够改变。当然，我国现有农产品加工

业生产能力总体上相对过剩，择优扶持和淘汰落后产能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结构性改革任

务，这样就会让上规模而且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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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现有库存，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产业和新的业态。目前，我国农产品产销脱节的问题还比

较突出，产区农产品价格低迷且销不动，而销区农产品价格偏高，质优安全的农产品供应始终偏

紧。为了解决优质安全农产品卖难买难，促进农产品市场出清，预期国家会加大农产品产供销一

体化支持力度，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和产销对接等发展，这会给电商平台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冷

链物流仓储、直接配送和定制农业等带来机遇。 

    避免农产品新库存累积，必须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有组织地调减一些农业生产。从今年

开始，国家将在镰刀弯地区减少 5000 万亩以上的玉米种植。农民不种玉米种什么？为了引导农

民调减玉米种植，除了试点轮作和休耕外，国家还会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鼓励发展青贮玉米，

这些会给园林产业和畜牧业带来机遇。 

    增加农业效益，提高农业竞争力，还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近年来我国农业效

益有所下滑，一些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出现了亏损，于是有人担心我国农业发展是否不再支持农业

规模经营。今年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昭示多年来农村土地流转过热租金价格上涨太

快太高与降低农业成本费用背道而驰，应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等形式的规模经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求继续补农业短腿补农村短板，这意味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业生产能力保护提高仍然是农村工作的重点，同时农村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产城一体推

进，将会拓宽农业农村发展空间。 

    必须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不能完全延续过去的农业支持政策，当然也不意味着彻

底抛弃粮食十二连增的所有支持政策，另起炉灶再搞一套支持政策，而必须对现有的农业支持政

策措施有留有舍还有进一步改进。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我国曾连续多年实施托市收购，经过 2014 年的政策性收储制度改革，

目前只有小麦、稻谷和玉米保留托市收购。根据去库存和降成本需要，今年小麦最低价收储政策

基本稳定，而稻谷和玉米收储政策可能会作出调整，其中稻谷政策性收储范围和价格都有可能调

整，而玉米收储政策调整的力度可能比较大。但是，稻谷和小麦一样，与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有关，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决定了稻谷收储政策不会发生急剧改变，而玉米不属于口粮，且种

植效益偏高，农民将玉米作为“铁杆”庄稼而不愿调减，国家必须显著地调整玉米收储政策。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探索农业结构调整新途径和发展方式转变新突破，相应的

农业补贴政策也会显著地调整并进一步完善，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归集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

合补贴和良种补贴且归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可能性比较大，同时让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农业主体

能够成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一部分收益主体。国家在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也会十分注

重农民能够共享发展红利。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对农业投入的力度不但不减，而且还会出台政策撬动更多

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发展，这与其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明显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