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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演进、体系构成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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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粮食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补贴政策从补贴范

围、补贴强度和补贴对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后经历了无粮食补贴、弱粮食补贴、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初步

形成和深化改革四个阶段，并逐步探索构建了以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导向为主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但随着我国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持续多年的普惠式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呈现边际效应递减，亟需优

化完善。通过梳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进和构成体系，分析当前补贴体系面临的新形势，进而提出优化粮食补

贴政策的建议：完善顶层设计并明确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构建符合 ＷＴＯ相关要求的新型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建

立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机制；保护粮食生产者利益并稳定政策调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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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演

变，逐步探索形成了以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导向为

主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１２］。但近年来随着“三量齐

增”和“三本齐升”［３４］现象的出现，农业补贴面临新

的挑战［５６］：其一，补贴政策在实施初期，激励效果较

为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其

二，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显著变化及小农户与

大市场的对接，农业经营主体产生分化，粮食补贴的

精准性不足开始显现［７］。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我

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路径和发展现状，结合国外

农业补贴的经验提出优化路径。

一、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演进

（一）无粮食补贴阶段：攫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

发展（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实行

工业化战略。但当时受西方国家在政治及经济方面

的封锁，加之我国工商业基础薄弱，因此，工业原始

化积累只能依赖农业的支持。

１９５２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

大提高。１９５３年，为适应工业化建设和保障城镇居

民粮食供应，我国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

政策。通过实施这一政策，国家低价向城市居民和工

业部门供应粮食，保证了工业企业通过低工资和低原

料成本形成超额利润，据估计，仅１９５４－１９７８年，国

家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得的农业剩余达５１００亿元
［８］。

同时，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我国按照农业人口平均年收入

水平对农业进行课征赋税。１９５８年制定了《农业税

条例》，实行比例税率（税率约为１０％～１５％）。因此，

在这一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不仅处于一种无补贴状

态，而且需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原始积累。

（二）弱粮食补贴阶段：仅补贴粮食流通环节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式步入“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辅助农村”阶段，粮食补贴制度也随着经济实力

的提升有所调整。

１９７８年开始的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农村改革



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在这一阶段主要经

历了统购统销粮价双轨制粮食流通体制大变革。

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农业发展几乎停滞，粮食供

给总量短缺，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１９７９年

到１９８０年，我国连续提高粮食国家统购价格，此时，

粮食产量逐步提升，但粮食价格长期保持购销倒挂，

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为改变这种现状，粮食价格双轨

制改革开始实施。

随着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粮食产

量逐年提高并在１９８４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于是，国家

在１９８５年开始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订购以

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粮食价格“双轨制”建立，“三

挂钩”的粮食生产性补贴政策开始实施。１９９０年，国

家粮食订购制度取代粮食合同订购，并建立了“收购

余粮、稳定生产、丰歉调剂、稳定市场”的粮食专项储

备制度。此阶段，粮食补贴主要是针对粮食购销企业

的经营费用和购销差价。

直到１９９３年，全国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

逐步形成，实施了３９年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开始实行保量放价政策，并逐步探索粮食价

格市场化改革，此时，粮食价格开始由市场供求决

定。１９９３年，南方一些地区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达

１５％～２０％，出现了“买粮贵”的现象，说明粮食价格

体系仍不完善。为此，１９９５年起实行粮食省长负

责制。

到１９９７年，国有粮食企业出现购销价格倒挂，

企业亏损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启动了按保护

价收购农民余粮，但保护价收购造成了极大的财政

负担，一年后，国务院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补贴

目标由市场支持转向补贴粮食企业等流通环节。这

期间，农业税从１９９１年的９０．７亿元增加至２００１年

的４８１．７亿元，农业税虽有所增加，但相较以前，财

政支农资金也在增加，农民的支持保护程度得到缓

慢提升。

２０００年，国务院调整了粮食保护收购的范围，

规定长江以南的玉米退出最低保护价收购范围。

２００１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

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上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粮食产量连年增加，但同时存在种植结构不合

理、供需不平衡等问题，政府的收购负担较重。

（三）政策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扶持小农发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基于 ＷＴＯ关于农业贸易的

限制以及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我国对农

业补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９］。

２００２年９月启动了粮食补贴改革，主要针对直

接补贴进行改革试点，分别选取了安徽和吉林两省

进行试点。２００４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粮食生产直

接补贴政策，标志着补贴从原来的流通环节转向种

粮农民。同年，在粮食主产区启动了粮食最低收购

价政策，初步形成了直接补贴和价格补贴为核心的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框架。

２００６年是农业补贴改革深化的一年，这一年取

消了实施多年的农业税，并新增农资综合直接补贴，

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农民直接补贴、专项生产补贴

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部分农产品出现价

格下跌，我国启动了稻谷、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以缓

解“卖粮难”问题。至此，粮食补贴逐渐实施分品种施

策。总体而言，此阶段的补贴政策只针对有承包权的

农户，但是真正种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却得不到支

持，为此，新一轮的粮食补贴政策改革开始酝酿。

（四）政策体系改革深化阶段：支持适度规模经

营（２０１３年－至今）

为了促进粮食规模化生产和粮食生产方式的转

变，２０１３年，财政部从农资综合补贴中安排６亿资

金进行“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试点选择黑龙江、辽

宁、山东、安徽、江西５个粮食主产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我国对粮食（大豆、小麦、玉米、

稻谷等）价格支持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２０１４

年中央率先对棉花和大豆收储价格机制进行改革试

点，２０１６年将大豆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

２０１６年在东北实施对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开启了

粮食品种的价补分离，同时玉米取消了实施８年的

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

机制。２０１６年，农业部和财政部颁发了《关于全面

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将实施了

１６年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调整为“农业支持保护

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耕地地力保护和支持适度规

模经营。至此，粮食补贴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

由于粮食安全面临着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从而出

现库存压力大、财政负担加重的局面，对此国家启用

了粮食价格补贴制度改革，首次下调稻谷最低收购

价，这是实施稻谷最低收购价１４年来首次下调。随

着市场化程度的推进及粮食供求结构的变化，２０１７

年１１月１０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

机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要求继续完善稻谷和小

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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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粮食补贴体系的分类及构成

（一）粮食补贴政策的分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根据补贴对象，

把农业补贴分为两类（见表１），第一类是对农业生

产者的支持，主要指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其中价格

支持是通过价格政策、市场干预等措施向农民和农

产品提供补贴支持，补贴成本由政府财政和农产品

消费者共同负担。第二类是政府一般性服务支持，

即对整个农业部门的补贴支持，一般包括科研推广、

农技培训、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计划。

表１　ＯＥＣＤ农业补贴的分类

政策类别 政策分类 我国对应的政策措施

农业生产者支持

一般性服务支持

价格支持 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政策

直接补贴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大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承包权农户）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产粮大县奖励、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培训等

　　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根据是否对贸易形成扭

曲的标准，将农业补贴分为“出口补贴”（ｅｘｐｏｒｔｓｕｂ

ｓｉｄｙ）和“国内支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其中，“出

口补贴”指视出口实绩而给予的补贴；“国内支持”则

包括所有有利于农产品生产和农业生产者的国内支

持措施，具体包括“绿箱补贴”“黄箱补贴”和“蓝箱补

贴”（见表２）。

表２　ＷＴＯ农业补贴的分类

政策类别 政策分类 我国对应的政策措施

国内

支持

出口补贴

绿箱补贴
无贸易扭曲作用，例如现行的农业支

持保护补贴

黄箱补贴
对贸易有较大扭曲作用，例如市场价

格支持

蓝箱补贴 限产计划下的直接补贴，暂未启用

视出口实绩而给予的补贴

　　虽然ＯＥＣＤ与 ＷＴＯ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分

类标准不同，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ＯＥＣＤ的价

格支持和直接补贴分别对应的是 ＷＴＯ中的“黄箱

补贴”和“绿箱补贴”。

（二）我国粮食补贴体系构成

按照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发布的２０２０年财政

强农惠农政策分类，当前我国主要农业支持政策有：

农业生产发展与流通（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

购置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等１６

项）、农业绿色生产与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包括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等８

项）、农田建设（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东北黑土地保

护利用和保护性耕作、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３项）、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包括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４项）、农业防灾减灾、乡村

建设，共计６类３６个项目。根据上述分类方法，当

前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以２０２０年为例）见表３。

表３　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以２０２０年为例）

ＯＥＣＤ政策类别 项目内涵 ＷＴＯ政策类别

市场价格支持：Ａ

挂钩补贴———

基于投入品：Ｂ

挂钩补贴———

基于当期产量：Ｃ

脱钩补贴———

基于往期生产：Ｅ

一般服务与支持：

ＧＳＳＥ

最低收购价政策 黄箱———特定产品支持　

农机具购置补贴 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绿箱

玉米／大豆／稻谷生产者补贴 黄箱———特定产品支持　

农业生产救灾 绿箱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 黄箱———特定产品支持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绿箱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如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农业信贷

担保体系建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绿箱

农业结构调整类：如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绿箱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类：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工程
绿箱

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类：如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农机深松整地、土地确权登记等
绿箱

农业资源生态保护和面源污染防治类：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东北黑土地保护

利用和保护性耕作、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重金属污染耕地综合治理等
绿箱

产粮（油）大县奖励、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 绿箱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２０２０年强农惠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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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时期粮食安全战略的要求，国家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鼓励农民种粮。随着

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改革也在

逐步深化，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为基础

的直接补贴和以最低收购价为核心的价格补贴的综

合粮食安全补贴政策体系（见图１）。

图１　我国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框架体系

三、当前粮食补贴存在的问题

粮食补贴政策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粮食补贴政

策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补贴对象缺乏差异化激励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由以前的良种补贴、农资综

合补贴和粮食直补合并，实现了由“黄箱”转“绿箱”，

虽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 ＷＴＯ关于扭曲性国内支持

政策的规定，这对于小户而言，几乎影响不大，但是

对于规模农户而言，则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针

对种粮大户的适度规模经营补贴设计的初衷是为了

更好地支持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但是这一补贴暂时

没有考虑这类群体的特征差异。随着土地确权以及

农地流转速度的加快，种粮大户对于粮食生产的投

入和预期目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如何保障粮食

补贴对不同规模的种粮大户具有正向激励作用，需

要考虑不同规模农户对于补贴的反应程度，进而制

定更加合理的差异化补贴激励机制，以完善现有粮

食补贴的政策效果。

（二）补贴金额缺乏区域协调

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由地方政府结合自身的财

力和实际情况而定，补贴资金发放遵循属地化管理

原则。这样有可能导致种粮大户多的粮食生产县出

现“僧多粥少”的局面，而经济富裕的非产粮大县给

予种粮大户的补贴资金会高于经济欠发达的产粮大

县，从而出现产粮大县和非产粮大县在补贴资金上

存在区域协调欠佳的现象，粮食补贴在统筹资金时

应充分考虑到产粮大县和非产粮大县的利益机制。

（三）补贴政策执行成本高

粮食补贴政策的落实涉及多个部门，由农业部

门统计和核对村委提交的数据，由财政部门监督资

金的发放，各部门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平台，虽

然补贴的登记和发放有严格的公示程序，但农户的

种植面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粮食补贴政策的核算

登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对于不同品

种的核算十分繁杂，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统计准确具

有很大困难。一旦登记有误，直接导致农户得到的

补贴资金不准确，基层干部面临追责或农户上访的

风险。粮食补贴发放的程序之多、周期之长、难度之

大均对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造成影响。因此，如何

保障粮食补贴在公平的前提下简化手续，降低政策

执行成本，这是今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体系改

革的重点。

（四）价格补贴政策不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实施多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

策对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均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但是近年来随着粮食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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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内外粮价倒挂，进而导致粮食进口不断加大，而

我国粮食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

收购的粮食严重滞销，造成了国产粮入库、进口粮入

市的困境。这一新形势反映出我国现行的最低收购

价政策对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市场信号造成了一

定扭曲，不能很好地调节市场供需以适应国内外粮

食发展的新形势。同时，价格补贴政策也达到了

ＷＴＯ规定的“天花板”限制，因此，以最低收购价为

代表的价格补贴政策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改革

与完善。

四、优化粮食补贴政策的建议

日内瓦时间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世贸组织发布

了美国起诉我国粮食补贴世贸争端案的专家组报

告，结果是专家组未能支持中国关于小麦、稻谷最低

收购价政策补贴水平计算的主张。这一点，中方表

达遗憾的同时也表示将认真评估专家组的报告。基

于此，补贴政策“黄”转“绿”需要持续稳步推进［１０］。

借鉴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

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及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完善顶层设计并明确粮食补贴政策目标

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来

看，农业补贴政策目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尽

相同，因此各个国家需要依据自身的发展阶段采取

相应的农业支持措施。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演

变路径给我国提供了借鉴，但基于国情与资源禀赋

的差异，我们需要分析其存在的机理和可以借鉴的

方面。从长期来看，高强度补贴使得粮食等农产品严

重过剩，且造成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一点需引

起重视，在制定农业补贴政策时，要处理好粮食生产

和国家财政的关系，根据农业补贴政策目标，适时调

整粮食补贴的标准和方式，提高粮食补贴的效率，谨

防由于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不当造成粮食结构性

过剩、产量频繁波动和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

（二）构建符合相关规定的新型粮食补贴政策

体系

《农业协定》鼓励各国减少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

曲作用的“黄箱”政策，尽量采取与农业生产不挂钩

的收入支持和其他“绿箱”措施。在全球贸易化大背

景下，我国的粮食支持政策需要符合 ＷＴＯ的政策

框架。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早期的农业政策一

般以价格支持措施为主，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开始

逐步降低对价格支持政策的依赖程度，配合使用直

接补贴。日本尽管价格支持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也

正逐步降低价格支持水平而采用直接补贴［１１］。在

欧美由价格支持转型到直接补贴的过程中，操作方

式是调整支持品种范围，对重要农产品仍采取价格

支持措施。中国因借鉴别国经验探索建立新型的粮

食补贴体系，特别是针对口粮品种的改革，要在保障

种粮收益不减的前提下，逐步退出价格支持政策，创

新补贴方式，增加“绿箱”补贴调控手段。

（三）统筹协调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利益补

偿机制

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

排头兵、核心区，但是也因为发展粮食生产而放弃经

济作物等其他更高经济效益的机会。从适度规模经

营补贴金额以及人均财政收入两个指标来看，产粮

大县的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和人均财政收入大部分低

于非产粮大县，这种状况不利于粮食主产区和产量

大县粮食生产能力的稳步提高。因此，要继续坚持

以产粮大县和种粮农民为补偿重点对象，完善利益

补偿机制。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转

移支付和奖补力度，并将其与粮食种植面积、高质量

产粮、高质量粮食输出之间的联系机制化。进一步

加大对种粮农户绿色生产、新技术使用、新成果转化

的补贴范围和标准，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产

粮大县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支持产粮大县加强农

田水利设施投入，建设高标准农田，推广绿色生产技

术等，使产粮大县的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四）保护粮食生产者利益并稳定政策调控预期

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是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重

要因素，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水平是提高农民种粮积

极性的关键所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早

期采取价格支持政策等措施来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在 ＷＴＯ农业规则的约束之下，美国、欧盟等发达国

家逐步调整增加直接补贴的方式，将粮食补贴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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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领域逐步转向生产领域，保护和提高种粮农户利

益，从而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发

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继续加大对种粮农民补贴力

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多路径提

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特别是在当前农户分层较为明

显的情况，要细化提高不同规模粮食生产者的积极

性，从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１］　程国强，朱满德．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农业补贴制度

与政策选择［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２（１）：９２０．

［２］　何蒲明，魏君英，贺亚亚．粮食安全视阈下地力保护补

贴问题研究［Ｊ］．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９）：５５６０．

［３］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

梳理发布２０１６年惠农富民政策措施［Ｊ］．农村工作通

讯，２０１６（８）：１５２２．

［４］　刘泽莹，韩一军．乡村振兴战略下粮食供给面临的困境

与出路［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０１８．

［５］　武舜臣．国内粮食价格政策研究现状及展望［Ｊ］．贵州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５（４）：９２９７．

［６］　罗必良，仇童伟．中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非粮化”抑

或“趋粮化”［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８（２）：４６５８．

［７］　周静，曾福生．“变或不变”：粮食最低收购价下调对稻

作大户种植结构调整行为研究［Ｊ］．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１８（３）：２７３６．

［８］　宋洪远．让农民口袋鼓起来———当前农村经济形式与

对策建议［Ｊ］．中国改革，２０００（６）：４０４１．

［９］　叶兴庆．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与战略

性调整［Ｊ］．改革，２０２０（５）：５２４．

［１０］　杨荣珍，石晓婧．中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合规性

分析———基于美国诉中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案例［Ｊ］．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０（６）：８７９８．

［１１］　李蕊，程新睿．我国粮食安全法治保障体系构建研

究———日本经验的启示［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４７（１）：４６５４．

犆犺犻狀犪’狊犌狉犪犻狀犛狌犫狊犻犱犻犲狊：犘狅犾犻犮狔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犛狔狊狋犲犿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犘犪狋犺

ＺＨＯＵＪｉｎｇ
（犎狌狀犪狀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犆犺犪狀犵狊犺犪　４１０００５，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Ｇｒａｉｎｓｕｂｓｉｄｙ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ａｌ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ｎｕｒｔｕｒｅ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ｔｈｅ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ｔｏｇｒｏｗ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ｅｘ

ｐｌｏｒ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ｂｙｐｒｉｃ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

ｓｕｂｓｉｄ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ｕｂｓｉｄｙ

ｐｏｌｉｃｙｈａｓｂｅｇｕｎｔｏ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ｍｂｉｎｇ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ｓｉｄ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ｕｂｓｉｄｙ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ｇｒａｉｎｓｕｂｓｉｄｙ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ｎｅｗｇｒａｉｎｓｕｂｓｉｄｙｐｏｌｉｃ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ＷＴＯ；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ｗｅｌｌｔｈ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ｔｏ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ｇｒａｉｎ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ａｎ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ｉｎｓｕｂｓｉｄｙ；ｐｏｌｉｃ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王倩）

３９　第６期　　　　　　　　　　　　　周静：我国粮食补贴：政策演进、体系构成及优化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