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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现代化

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

高农业发展质量。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相比需求

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更侧重于经济长期增长和提升发展质量。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围绕优化农业资源配置，

使供给与市场需求更加契合，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供给体系，提高农业

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主要特征是产品质量高、产业效益高、生产效率高、经营者素质高、国际竞争力高、

农民收入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农业高质量发展将生产要素进行集约化配置，能够因地制宜地将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

运用到农业，将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贯穿其中，能够有效地实现农业综合效益的大幅提升，从而

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保障。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

大事。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发挥好“三农”压舱石作用，稳住农

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供给，稳住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市场增长势头，对于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保障。农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拓展农业功能，创造出新

的产业、新的产品和新的需求，使城乡居民的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养生等高层次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结构失衡、体制不活、要素流失等新挑战。

农产品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从数量上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但从结构上看，

还存在农产品品种、质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比如，优质粳米、小麦、大豆供应不足，需要从国外

进口；农产品农药残留现象存在，不能满足居民对农产品品质在安全、绿色、营养、保健等方面的要求。

农产品市场波动显著加剧。生猪、禽蛋、水产品等农产品市场供给不稳定，价格波动幅度越来越大，

波动周期越来越短。以生猪生产为例，近年来，一些地方忽视甚至限制养猪业发展，养猪业综合生产能力

不断下降，猪肉市场供应阶段性偏紧和猪价大幅波动时有发生。2019年 11月，全国 CPI同比上涨 4.5%，

其中猪肉价格影响 CPI上涨约 2.64个百分点。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最低收购保护价逐年抬高、国际粮价下跌，导致国

际国内粮价严重倒挂，进一步将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矛盾充分暴露和激化，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不断增大。

从 2012年起，国内粮价开始逐渐高于国际市场。截至 2019年，国内大米、小麦等主粮价格均远超国际市

场价格。

农业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流动，

而“户户都种田、家家小而全”的小农经济模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至 2018 年末，江苏人均耕地仅

0.86 亩，接近联合国提出的 0.8 亩粮食安全警戒线；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接近 54.2岁，高中及以上文化

程度者不足 10%；1247万户农户户均经营耕地 4 亩，小规模分散农户超过 40%；化肥、农药使用量超过发

达国家安全施用量上限的 2倍多，设施农业带来的塑料污染不断增加。

加快供给侧改革是关键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保障农产品供给，稳定农产品价格，是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稳定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一

是稳定粮食、生猪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粮食生产面积，调整发展优质品种；稳定果蔬种植面积，调整

优化区域蔬菜园艺生产布局，全面提升果蔬综合生产能力和产品品质，确保满足市场全年均衡供应；稳定

畜禽水产养殖总体规模，调整推进适度规模化养殖方式，保障市场供应的均衡和平稳，避免价格大起大落、

剧烈波动。二是加快发展特色高效农业。顺应国内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压减低端供给，增加中高端

供给，使农产品供给的质量和品种更加切合消费者的需要，使农业供和需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

同时，挖掘农业的生态、社会、文化等功能，不断开拓现代农业的新领域、新内涵。

深化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村产权市场，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成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培育家庭农场。把握好家庭农场规模经营的度，培育专

业化或农林牧渔结合的综合型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集聚集群发展，引导家庭农场领办或联合组建农民

合作社。培育专业合作社。加快培育土地租赁、农机经营、种植、养殖、种养结合等专业合作社，实现由

“农民的联合”向“合作社的联合”的跨越。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全产业链”和“全价值

链”集成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走质量型、效益型、差异化竞争型发展之路；引导农业龙头企业通过



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信贷担保、吸收农户入股等方式，让农民共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

强化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农业产出效率。以创新驱动提高农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发展“农业绿色

科技”。加大优质农产品、绿色有机农产品开发力度，遴选推广绿色环保、节本高效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

提高应用水平。发展“互联网+农业”。加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各领域、各环节的应用，提升现

代农业信息装备水平，增强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能力，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发展“数字农业”。

加快物联网技术在农作物生长过程、土壤数字检测、环境信息检测以及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方面的应用，

建立专家协作推进机制，加强示范基地建设，构建物联网农业生产服务平台。

加大农业政策扶持，引导优质高效农业加快发展。围绕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和国际竞争趋势，构筑农业

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发挥导向作用，科学配置存量补贴资源、优化补贴结构。如，实

施农业生产资料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对农业耕地休耕、河湖休养生息实行补贴，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支持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合理利用国际经贸农业协议有关规则，加大“绿箱”政策投入，用足用好“黄

箱”政策。

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提高抗风险保障能力。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和强度，加大主要农产品保费补贴，

增加农业保费补贴品种，进一步覆盖经济作物、养殖项目、高效农业等。大力发展非政策性农业保险，鼓

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农机具保险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