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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减免农业税并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中国农业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其实施效果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

一。以农民收入、粮食总产量、人均耕地面积代表农业补贴政策主要目标,农业补贴政策作为虚拟变量,通过灰

色关联度定量评价了2004—2008年间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在所有因素中,农业补贴政策与农

民收入、粮食总产量、人均耕地面积关联度处于最弱地位,说明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提出了调整农

业补贴称谓与标准,注重农业保险补贴及调整农业补贴结构等农业补贴政策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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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体

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工具。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农

业课税到农业补贴的转换可能是各国共同的政治经

济特点[1]。从2004年开始,中央决定免征除烟叶税

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

作,并不断对农民进行种粮直补。2006年在全国彻

底取消农业税,取消了336亿元的农业税赋,同时取

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暠和农村教育集资等。

2006年全国良种补贴规模达到40.7亿元;国家安

排粮食直补资金145亿元;全国农机具购置补贴资

金6亿元[1]。政策的主要目的促进农民增收、确保

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3个问题。可见农业补贴政策

的主要目的是让农业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通过影响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的生产要素,达到支持

弱势产业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在调研时发现,农民对这一惠民补贴政策持积

极态度,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在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稳
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多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
亩均不足百元的补贴在农民收入多元化背景下显得

微不足道。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认为,2004年

实施的种粮直接补贴仅使农户人均收入增加10元

左右[2],每个农户所得补贴资金太少,而成本非常

高[3]。虽然该政策具有吸引力,一定程度上调动了

生产者的积极性,但由于补贴金额较少,部分农民并

不放在心上。王姣等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在当前补贴

标准下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大,对粮食生产的刺激

作用有限[4]。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
有必要进行定量研究。文章以农民收入、粮食总产

量、人均耕地面积代表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的主要目

标,通过灰色关联度定量评价2004—2008年间农业

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以期探索出一条促进农民增

收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路径。

暋暋一、农民收入绩效分析

“农村家庭人均农业纯收入暠表示剔除牧业收入

后农民农业收入,根据图1可以看出,2004年,农民

的纯农业收入增幅较大。一方面可能来源于粮食零

售价格提高,2004年粮食零售价格是历史最高水

平,价格指数达到126.05,说明国家的农业优惠政

策刺激价格的增长;另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农业政策

带来的间接粮食价格的影响。各种数据显示2004
年是特殊的一年,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提高幅度前

所 未 有,2004 年 粮 食 单 产 比 2003 年 提 高

314kg/hm2,总产量提高3877.4万t,说明农业补

贴政策对农业有一定的影响,但2004年以后的增长

幅度有所降低。整体上来看,农业补贴政策的推行,
对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增加农民收入有所裨益,但由

于其他的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农民纯农业收入是

否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文章将通过灰色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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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评价农业补贴政策影响程度。

暋注:数据系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农业统计数据库整理而得。

图1暋农民不同性质收入对比

1.灰色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中用于描述2个

(或多个)事物之间相关联程度大小的一种分析方

法。通过揭示影响系统发展的重要因素间关联度的

大小,明确系统的发展态势[5]。具体分析方法和步

骤如下。
(1)求各序列初值像(或均值像)。令

X曚
i = Xi

暺
n

n=1
xi(n)

= (x曚
i(1),x曚

i(2),…,x曚
i(n)),

i=0,1,2,…,m (1)

暋暋(2)求差序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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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 ,

殼i = (殼i(1),殼i(2),…,殼i(n)),i=1,2,…,m (2)

暋暋(3)求两极最大差与最小差。记

M = max
i

max
k

殼i(k) (3)

m = min
i

min
k

殼i(k) (4)

暋暋(4)求关联系数。

r0i(k)= m+毰M
殼i(k)+毰M

,

毰暿 (0,1),k=1,2,…,n,i=0,1,2,…,m (5)

暋暋(5)计算关联度。

r0i = 1
n暺

n

k=1
r0i(k),i=0,1,2,…,m (6)

暋暋将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确定关

联度。“农村家庭人均农业纯收入暠表示农民仅种粮

的收入作为系统特征因素序列,选择“人均耕地面积

X1暠“粮食单产 X2暠“化肥施用量 X3暠“农药施用量

X4暠“农业补贴政策X5暠“财政农业支出X6暠“粮食零

售价格指数X7暠和“粮食总产量X8暠作为相关因素

序列,选用1996—2008年数据进行分析。“农业补

贴政策暠作为虚拟变量因素以2004年为转折点建立

(0,1)数值,0表示没有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之前数

值,1表示实施农业补贴后的数值。由于虚拟变量

的存在不能依靠灰色关联模型第一步进行标准化消

除量纲,而是对此进行修正,令 X曚
i= Xi

maxxi(n)=

(x曚
i(1),x曚

i(2),…,x曚
i(n),以此建立灰色关联模型,

经计算得出灰色关联系数和关联度,得出农民农业

纯收入灰色关联分析结果如表1。
表1暋农民农业纯收入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关联度 0.724 0.898 0.913 0.915 0.427 0.672 0.867 0.873
关联序 6 3 2 1 8 7 5 4

暋暋2.结果分析

根据表1可知,选择的各因素之间灰色关联度

都很高,这是由于选取的人均农业纯收入仅仅是农

民种地的纯收入,扣除牧业收入和二三产业收入,人
均农业纯收入与选取的因素之间有强的相关性。由

相关系数可知,影响最大的是农药、化肥的施用量,
其次是粮食单产和粮食的总产量,影响较小的就是

农业补贴政策。
在目前农业生产模式下,化肥农药投入在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和对粮食单产都具有极高的贡献,贡
献率达到30%~50%左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又是

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途径,虽然化肥农药过度使用

会造成土壤板结、河流污染等环境质量、农产品安全

和人体健康的危害等问题,但化肥农药的生产和使

用是粮食持续增产的重要手段。资料显示:化肥农

药的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2008年,化肥

价格指数达到131.70,上升的幅度远远大于粮食价

格上升的幅度。化肥农药价格一直是农民种粮主要

成本,因此,导致农业生产成本相应上升,造成农民

种粮的收益低下,抑制了农民农业的收入,造成种粮

积极性不高。
粮食生产能力包括粮食单产和总产量。确保粮

食安全的因素之一就是粮食产量达到人们需求,粮
食单产提高,在一定的耕地面积前提下,总产量相应

的提高。农民的农业纯收入是依靠粮食的销售所获

得收入,单产和总产量高,农民获得收入相应就高。
财政支农支出是农业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的重要

资金来源,是确保粮食稳定生产、农民持续增收的硬

件支撑。财政支出和农业补贴最终基本目标是为农

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

补贴政策是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但据相关分析的

相关系数可知,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农业纯收入关

联度为0.672,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民农业纯收入关

联度为0.427。惠农政策对农民的农业纯收入有一

定影响,但在对农民农业收入中影响因素处于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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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即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目标促进农民的增收,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3.其他收入来源

2004年后农民收入与以前相比有大幅度增长,
农民收入按其来源将其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

营收入(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等)、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等。图1显示:2004年后农民工资性收入增

长幅度加大,总额超过农民的农业收入。由于农民

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优惠政策,促使农民务工收入逐

步增高,总体来说,对影响农民收入较小的农业补贴

政策期望值开始下降,因此,农业补贴政策不能从根

本上激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通过以上分析显示:农业补贴的标准较低,对农

民增收有效果但不明显,处于影响因素较弱层面。
随着社会发展,工资性收益逐渐高于务农收入和农

业补贴之和,农业补贴制度对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功

能逐渐弱化。

暋暋二、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绩效分析

暋暋农业补贴的第2个基本目标就是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是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的基础。要实现社会粮食的供需总量的平衡和稳

定,必须对有限耕地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因此,粮
食安全和耕地面积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自

1997年开始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暠,
保护基本农田被视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暠。中

国对耕地减少等可能危及粮食安全的隐患,给予高

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

上提出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即:要实行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加强对粮

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支持;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

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

食单产和质量。本文以“粮食产量暠和“人均耕地面

积暠作为具体的指标衡量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状况,
农业补贴的政策对粮食总产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影响

通过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

1.粮食总产量分析

2003年之前粮食总产量大起大落、波动起伏比

较大,2003年产量达到谷底43069.5万t,随着

2004年农业补贴政策的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农

产品的生产总量大幅度提高,2004—2008年连续

5年一 直 保 持 平 稳 增 幅,2008 年 粮 食 产 量 达 到

52870.9万t。选择“粮食总产量暠作为系统特征因

素序列,“播种面积R1暠“有效灌溉面积R2暠“化肥施

用量R3暠“农药施用量R4暠“农业补贴政策R5暠作为

相关因素序列,农业补贴政策同样作为虚拟变量(0,

1),以2004年政策开始实施为转折点,依据灰色关

联计算模式,得出影响粮食总产量主要因素和次要

因素,并对因素排序,如表2所示。
表2暋粮食总产量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R1 R2 R3 R4 R5

相关度 0.925 0.868 0.881 0.841 0.558
排序 1 3 2 4 5

暋暋表2结果显示:播种面积影响程度较高,达到0.9
以上。播种面积较多,粮食总产量越高。农药和化肥

施用量也和粮食总产量息息相关,这与我国目前实际

情况相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发展中国家的粮

食增产中,有一半以上的作用来自于化肥和农药。农

业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属于次要因素,影响程

度排序位于第5位,说明农业补贴政策没有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在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和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方面的作用不明显。

2.人均耕地面积分析

耕地是人类获得粮食最必需的生产要素,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耕地资源不断减

少,2008年全国耕地面积已减至12171.60万hm2,
比2007年净减少1.92万hm2,这意味着我国目前人

均耕地只有0.092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

右。全国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确定的人均530m2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不

足330m2[6]。耕地资源的减少,必然影响到粮食的播

种面积和粮食生产能力,甚至危及到粮食安全。
选取“人均耕地面积暠作为系统特征因素序列,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S1暠“城市化率S2暠“农业补贴政

策S3暠“农村人口总数S4暠作为相关因素序列。“国
内生产总值指数S1暠是以1978年为基数100,消除

通货膨胀或紧缩影响;“农业补贴政策S3暠是(0,1)
的虚 拟 变 量。依 据 灰 色 关 联 度 得 出 以 下 结 果

(表3):农村总人口影响人均耕地面积,人口越多,
人均得以分配的耕地面积越少,它对人均耕地面积

的影响处于首位。而处于第2位的是城市化率,一
方面城市化率增加意味着农业人口在不断减少,在
农村耕作的人口减少,人均能耕种耕地面积增加;另
一方面是城市化加速城市发展和扩张,占用大量耕

地资源,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国内生产总值越大,
在一定情况下,代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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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粗放经营和资源的投入,间
接导致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降低。农业补贴政策

仍然对人均耕地面积影响处于弱势地位。
表3暋人均耕地面积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S1 S2 S3 S4

相关度 0.548 0.726 0.452 0.902
序列 3 2 4 1

暋暋三、综合评价

保护耕地资源、确保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是我国政府农业补贴政策的最主要的目标。
农业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减免农业税)政策对

主要目标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政策的投入是持续

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逐渐弱化,农业政策目标

的实现程度较低。通过分析农业补贴政策目标的3
个主要指标“农民农业纯收入暠“粮食总产量暠“人均耕

地面积暠的影响因素,清晰了解关联度较高的主要因

素,这是更好实施农业补贴政策的前提条件。“农民

农业纯收入暠主要影响因素为“农药施用量暠“化肥施

用量暠;“粮食总产量暠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播种面积暠
“农药施用量暠“化肥施用量暠;人均耕地面积的主要影

响因素是人口。上述分析结果显示:
(1)化肥农药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一方面影响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影响粮食

的产量。因此,要控制农药化肥的价格,降低农业的

生产成本,提高农民农业收入。从产量上来看,需要

增加化肥投入、农药的投入,但是要认识到化肥农药

的负面作用,应减少无机化肥投入的比例,增加有机

和微生物化肥投入的比例。
(2)依靠科技是提高单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我

国粮食单产的总体水平比较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

距还比较大,单产提高的潜力较大,同时要不断强化

科研创新能力,加大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力度。因

此,要加大农业科技水平的资金投入,鼓励创新。
同时也应看到农业补贴政策本身还存在的一些

问题,为真正实现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

政策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还必须同时采用其

他相关政策措施。

暋暋四、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1.补贴标准较低

农业补贴的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种

粮积极性,使耕地资源撂荒比率降低,保障农地的精

耕细作,充分利用农地资源。目前农业补贴的标准

过低,补贴带给农民利益低于农地保护带来的成本,
补贴收入低于农民的务工收入,因此,不能起到有效

保护耕地资源的目的。我国农业人口比较多,国家

财力有限,致使我国农业补贴金额十分有限,有限的

补贴分配到农民头上数额更少,过低的补贴标准弱

化了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

2.偏重社会效益,忽视生态效益

国家农业补贴政策与生态保护政策不协调,并
没有考虑农业的负效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似乎仅

仅注重农民的收入、负担和种地的积极性,并没有周

全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农民是整个农业

发展的主体,农业的生产模式和农业生态环境有紧

密的联系,农业补贴政策没有调动广大农民参与环

境保护的积极性,农民没有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对农地负效益没有正确的认知,只有眼前利益的

考虑,忽视了长远利益。

暋暋五、农业补贴政策优化措施

欧美作为农业补贴的典型性国家,其运用在农

业科研及环境保护的补贴的“绿箱政策暠值得我们借

鉴。在 WTO《农业协定》规则下,运用好农业补贴

的“绿箱政策暠,调整补贴结构,强化农业环境保护补

贴。政府必须对目前农业补贴进行改革和调整,发
展现代化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这是符合

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可
持续发展经济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7]。

因此,为了把农民和农业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农

业健康有效的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从而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提出了农业补

贴政策优化的新思路。

1.调整农业补贴的称谓与标准,强化生态环境

意识

我国农业补贴目的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但农业补贴注重农民,而
忽视农业,注重保障,而忽视思想,致使补贴不能达

到理想效果。调整农业补贴为农业生态补偿或者补

贴,考虑农地的生态价值,培养居民保护农地的生态

环境意识。结合国家的经济支付能力,提高生态补

贴标准。农业生态补贴机制是保护农地资源,给予

农地保护者经济补偿,以此激励农地保护者继续注

重农地生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一种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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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有效弥补农业补贴缺陷,是农业补贴的有益

补充。

2.重视农业保险补贴,降低农业灾害与市场风险

较低的补偿或者补贴不能提高农民保护耕地与

种植积极性,但预期风险降低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农

民积极性与主动性。农业生产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

性和风险,面临洪涝、风灾等自然灾害,面临市场价格

波动和农产品购销不畅,农民无能为力。严重影响农

民的收入和粮食总产量。因此,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

开展,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风险发生时给

予农民一定的补偿,以此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3.调整补贴结构,增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与事后维护

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建立现代化农业的

前提,也是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保证。农田水利等

基础设施的完备及便捷度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然灾

害中农业所遭受到的危害,并有利于中国农业的规

模化经营和运用现代化操作工具和机器,对于提高

单产和农产品的品质,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具有

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欠账太

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虽然国家加大对土地整

理投资力度,但是缺乏建设后的维护与监督,致使宏

观农田水利设施较完备,使用时却因种种具体问题

而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要从直接补贴到间

接补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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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Reducingorremittingagriculturaltaxesandgivingfarmersagriculturalsubsidiesarethe
importantturningpointsofChina暞sagriculturalpolicy.Thispaperusesfarmers暞income,grainoutput
andpercapitaarablelandasthemainobjectivesofagriculturalsubsidies,andagriculturalsubsidypolicy
asthevirtualvariablesandevaluatestheeffectofpolicyimplementationonagriculturalsubsidies
throughgrayrelationalanalysis.Theresultshowsthatthecorrelationistheweakestamongallfactorsa灢
boutagriculturalsubsidiesrelatingtofarmers暞income,grainoutputandpercapitaarableland,whichin灢
dicatesthegradualweakeningtendencyofagriculturalsubsidies.Thispaperfinallyputsforwardoptimi灢
zationmeasuresonadjustingnamesandstandardsofagriculturalsubsidies,attachingimportancetosub灢
sidiesofagriculturalinsuranceandadjustingthestructureofagriculturalsubsidies.

Keywords暋agriculturalsubsidies;grayrelationalanalysis;farmers暞income;optimizationmeas灢
ures;agriculturalecology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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