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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业发展政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新修订）

»政策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74 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通过，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国家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

（2）国家长期稳定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引

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国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国家坚持科教兴农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5）国家保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财产及其他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增加农

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6）国家对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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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植业补贴政策

»政策分析

补贴生产、稳定价格、奖励优秀

中央财政将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补贴资金原则上要求发

放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手里，具体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种植业生产政策包括：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农资综合补贴政

策，良种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提高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

政策，产粮（油）大县奖励政策，深入推进粮棉油糖高产创建政策，

测土施肥配方补助政策，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政策，农作物病虫害防

控补助政策，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政策，扶持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政策，完善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政策等。

西双版纳大度岗生态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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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粮食直补政策

»资料来源

中国农业部关于国家支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

粮食直补是指以农民承包的计税耕地为基数，按照计税面

积、计税常产（或计税面积、计税常产各占一定比例）为依据对

农民发放的粮食直接补贴。

直补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

原则是谁种地补给谁。

补贴时间：当年的粮食直补资金尽可能在播种后 3 个月内一

次性全部兑现给农户，最迟要在 9 月底之前基本兑付完毕。

补贴范围：

（1）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

实行良种补贴全覆盖。

（2）大豆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 4 个省（区）

实行良种补贴全覆盖。

（3）冬油菜在长江流域 10 个省（市）和河南信阳、陕西汉

中和安康地区实施良种补贴。

（4）藏族地区青稞实行全覆盖，并对马铃薯和花生在主产

区开展试点。

补贴标准：由于当初核定各地粮食商品量不同，因此，各地

农民享受的补贴标准也不一样，每亩补贴最低不少于 10 元。

小麦、玉米、大豆、油菜、青稞每亩补贴 10 元。其中，新

疆地区的小麦良种补贴每亩 15 元。

水稻、棉花每亩补贴 15 元。

马铃薯微型薯每粒补贴 0.1 元，一、二级种薯每亩补贴 100 元。

花生良种繁育每亩补贴 50 元，大田生产每亩补贴 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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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玉米、油菜补贴采取现金直接补贴方式，小麦、大

豆、棉花可采取现金直接补贴或差价购种补贴方式，具体由各省

按照简单、便民的原则自行确定。

具体标准还可以向当地财政部门咨询。

云南省对种粮农民直补一览表

政策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厅关于印发〈2008

年云南省对种粮农民农资综合直补实施办法〉的通

知》（云财建〔2008〕53 号）等

补贴范围和对象 全省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

测算依据

根据中央对我省的补贴资金总额，以各地近 3 年

上报的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及商品量的平均数为

测算因素，采用因素法核定补贴金额。权重比例为：

粮食播种面积占 70％，粮食总产量占 20％，粮食商品

量占 10％

补贴方式

补贴资金通过粮食风险基金实行专户管理，通过

“一折通”方式发放到农户手中。补贴资金实行包干

使用，当年结余结转下年使用，超支由各地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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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政策背景

2014 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实行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补贴资金

按照动态调整制度，根据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变动，遵循“价补统

筹、动态调整、只增不减”的原则及时安排和增加补贴资金，合理弥

补种粮农民增加的农业生产资料成本。2014 年 1 月，中央财政已向各

省（区、市）预拨 2014 年农资综合补贴资金 1071 亿元。

农资综合直补是国家为弥补种粮农民因柴油、化肥、农药、

农膜等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生产成本增加而实行的一种直接补

贴。补贴对象为种粮农户。

农资综合直补规模是根据小麦、稻谷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种

植面积和产量为依据而确定的。根据 2003 年度核定的农业税计

税面积，每亩补贴标准为 76.9 元。由于各地的基数不一，整个云

南省农民享受补贴的标准也不一样。

部分县（区）市根据中央下达资金和县（区）市实有播种面

积测算出每亩补贴标准后据实发放。

3. 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

农作物良种补贴是指国家通过建立良种推广示范区，对农

民选用农作物良种并配套使用良法技术进行的资金补贴。目的

是支持农民积极使用优良作物种子，提高良种覆盖率，增加农

产品产量，改善产品品质，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目前实施良种补贴政策的作物品种

有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作物及棉花、油菜两种经

济作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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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良种补贴一览表

政策依据

《云南省农业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2008/ 2009

年度油菜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计

财〉字〔2008〕358号）等

补贴范围及对象 全省从事油菜种植的农民和国有农场职工

补贴标准 每亩补助 10 元

补贴方式

省级以全省油菜种植面积为依据下拨补助资金，

年终进行结算，原则采用“一折通”方式发放，暂时

不具备“一折通”发放条件的，可采取其他方式发放

水稻、玉米、小麦良种补贴一览表

政策依据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 年中央财政

农作物良种补贴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 2012〕

20 号）等

补贴品种 良种水稻、杂交玉米、良种小麦

补贴对象 生产中使用农作物良种的农民

补贴标准
早稻每亩补助 10 元，中稻、晚稻每亩补助 15 元，玉

米、小麦每亩补助 10 元

补贴方式
原则采用“一折通”发放，暂不具备条件的用其他方式

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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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栽培技术补助一览表

政策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厅关于下达 2012 年

中央玉米覆膜补助和省级科技增粮资金的通知》（云

财农〔2012〕38 号）

补贴范围及对象
旱情较重的山区和玉米主产区，自愿实施玉米覆

膜技术的农户

补贴标准 每亩补助 20 元

补贴方式

落实补助面积。各乡镇、街道办将补助面积分解

到村社，将实施玉米覆膜地块落实到农户，实施玉米

覆膜地块应尽量集中连片，实行整村整乡推进

云南省农户良种补贴领取流程：

（1）年初由市农业局下达优质粮食作物良种补贴面积，由

区县农业局分解到优质作物集中种植的乡（镇）、村、户。

（2）以村为单位，农户按实际种植优质粮食作物品种、面

积，到乡镇财政所登记造册，张榜公示。

（3）各村将公示结果上报乡镇政府审核，乡镇政府将审核

意见上报区县农业局审批。审批结果（含名册）逐级返回，并且

抄送乡镇财政所。

（4）农户到良种补贴定点销售部门购种，并且持身份证与

种子定点销售部门开具的专用凭证，到乡镇财政所领取其补贴。

乡镇财政所按张榜公示的实际种植面积发放补贴款。

4. 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政策

»政策分析

此政策 2012 年开始实施。2013 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业防灾减灾

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 60.5 亿元，在主产省实现了小麦“一喷三防”

全覆盖，在西北实施地膜覆盖等旱作农业技术补助，在东北秋粮和南

方水稻实行综合施肥促早熟补助，针对南方高温干旱和洪涝灾害安排

了恢复农业生产补助。大力推广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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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区域性自然灾害，及时挽回灾害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 年，

中央财政继续加大相关补助力度，积极推动实际效果显著的关键技术

补助常态化。

（1）补助范围和内容。

东北地区抗旱“坐水种”：是通过在玉米下种时浇灌少量

水，以保证出苗的一项东北地区长期实践总结出的抗旱保全苗关

键技术措施。拟对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4 省（区）的常

旱易旱地区种植玉米实施抗旱“坐水种”实施补助。

冬小麦主产区“一喷三防”：是在小麦穗期使用杀虫剂、杀

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微肥等混配剂喷雾，达到防病虫、防干

热风、防倒伏，增粒增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

拟对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四川、陕西、湖北、山

西、甘肃、新疆等 11 个冬小麦主产省实施麦田“一喷三防”给

予补助。

西南干旱地区玉米覆膜：是通过地膜（秸秆）覆盖、深耕起

垄、施用长效肥、保水剂等措施扩大玉米种植规模、提高单位面

丰收（云南昭通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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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产量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拟对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 4

省市的玉米种植实施覆膜补助。

油菜“一促四防”：是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植物生长

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等混配液，促进油菜生长发育，防花而

不实、防早衰、防菌核病、防高温逼熟，增加角果数和粒重的一

项关键技术措施。拟对湖南、江西、湖北 3 个省“稻稻油”三熟

制油菜实施“一促四防”补助。

（2）补助标准和对象。

补助标准：

东北地区抗旱“坐水种”：主要对抽水、运水和购买水箱等

给予补助，每亩补助 5 元。

冬小麦主产区“一喷三防”：主要对施用的杀虫剂、杀菌

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给予补助，每亩补助 5 元。

西南干旱地区玉米覆膜：主要对应用覆膜技术所需地膜给予

补助，每亩补助 20 元。

油菜“一促四防”：主要对“一促四防”中的叶面肥、农药

等给予补助，每亩补助 10 元。

补助对象：

实施上述技术补助政策时，应充分发挥植保、农机等社会化

服务组织（以下简称“服务组织”）的作用，补助对象为项目区

内自愿实施上述政策的农民，或者开展服务的服务组织。

（3）补助方式和操作办法。

各地要结合自身情况，科学制订实施方案，细化落实措施，

确保政策落实不走样。具体操作方式可参照以下步骤实施：

① 落实补助面积。各地农业、财政部门制订实施方案时，将

补助面积分解到乡镇、村，将作业地块落实到农户或社会化服务

组织，作业地块应尽量集中连片，实行整村整乡推进。

② 确定实施方式。各地可自主选择服务组织为其提供作业服

务或由村组织农民统一开展。

③ 完善技术规程。组织有关专家，分区域、分地形、分墒



11

惠
农
政
策
解
读

情，制定完善技术规程，特别是西南干旱地区实施玉米覆膜，要

对起垄覆膜、良种选择、长效肥施用、田间管理等做出详细说

明，同时，为减轻地膜覆盖对农田污染的威胁，方便残膜回收，

建议使用厚度 0.01 毫米的地膜，严禁使用厚度 0.008 毫米以下的

地膜。

④ 确认作业面积。项目村要对作业情况登记造册，由村委会

审核，经乡镇农业、财政部门复核汇总后，上报县级农业、财政

管理部门。

⑤ 核查公示面积。县级农业、财政部门组织力量，对各乡

镇完成的作业面积和作业质量进行验收和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

10%。将最后验收确认的作业面积逐级反馈到村，在村务公开栏

中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⑥ 严格补助发放。各地可由县乡镇政府统筹安排使用补助资

金或物资，统一组织实施，补助方式可选择发放现金或兑现物化

补助。采取现金发放方式的，要按照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后兑

现的原则，公示无异议后，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兑现给农民或服

打谷（云南昭通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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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织，有条件的地方直接支付到农民直补“一卡通”账户中；

采取物化补助方式的，要通过省级或县级招标采购物资，可在实

施作业前兑现，通过公示予以校验。对弄虚作假的，要采取有效

措施及时予以处理，并将出现问题的服务组织列入黑名单，取消

其今后参与各项政策落实的资格。

»政策反映

政策覆盖面有限。云南省不少项目县农业部门反映，玉米和马铃

薯都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但中央覆膜补助只补玉米不补马铃薯，群

众意见很大。

5. 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倾斜政策

国家将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实行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

民合作社倾斜政策。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建立家庭农场登记制度，明确认定标准、登记办法、扶持政

策。探索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和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工作。推动相

关部门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三）提高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国家继续在粮

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且最低收购价在逐年上升。

2014 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在每 50 千克 118 元，

比 2013 年提高 6 元，提价幅度为 5.4%；2014 年生产的早籼稻

（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每 50

千克 135 元、138 元和 155 元，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3 元、3 元和

5 元，提价幅度分别为 2.3%、2.2% 和 3.3%。继续执行玉米、油

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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