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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生产能力仍不稳固。推动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难度加大 尽管农业全面丰
收，依靠国内生产确保基本供给的能力增强，但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生产能力总体上仍不稳固，
稍有松懈，农业生产出现大幅滑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一方面，各项传统挑战依然存在，且有增强趋
势。一是耕地和淡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更加尖锐。二是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不健全，千家万户的小农生产方式与大市场尚未实现有效对接。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靠天
吃饭的局面仍未根本扭转。四是农业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另一方面，随经济社会发展，非
传统挑战增多，影响不断增强。一是化肥和农药等现代投入品大量使用，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污染
和耕地有机质下降的问题较为严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二是各种生产调节剂滥用、农药过量或不安
全使用以及转基因品种的推广应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三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
农忙季节劳动力短缺、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和农业生产兼业化副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四是石油价格
波动、游资炒作等对农业生产和供求关系的影响增强。五是农业对外开放扩大，大豆等产品的国际依
存度提高，国际农产品供求变动、汇率波动的影响加大。六是随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
呈多发频发重发趋势，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加大。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过程中，
这些传统和非传统挑战交织在一起，对农业生产的叠加影响增强，推动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难度加
大。 （二）主要产品供求紧平衡，保障供给的压力依然较大 就粮食而言，虽然取得了历史罕见的连
续八年增产的巨大成就，但并没有改变供求关系紧平衡的基本格局，而且粮食供求品种结构和区域结
构不平衡的矛盾依然存在。从品种结构来看，优质粮食品种短缺，部分品种如大豆国内生产严重不能
满足需求，需要依靠进口调节品种结构矛盾。从区域结构来看，粮食主销区的自给水平下降，同时主
销区的粮食加工能力较强，需要大量从主产区调入粮食，区域之间粮食生产、库存和消费不平衡的状
况有加剧趋势。从需求方面来看，随人口总量增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工业用途拓展，粮食需
求刚性增长。近年来，粮食增产和价格上涨同步发生的现象已经成为常态，究其原因，国家最低收购
价持续提高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仍是供求紧平衡，这是价格上涨的基础。就其他
大宗产品而言，近年来棉花、油料、糖料、蔬菜和生猪等产品价格多次出现剧烈波动，不仅影响了农
业的持续发展和千家万户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表明我国主要大宗产
品的供求关系总体上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供给的压力依然较大。 （三）生产成本增加，粮食比较利
益依然低下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阶段，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
的变化，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程度大大提高，各种现代投入品大量使用，农资、农机、
土地和用工等成本费用呈上升趋势，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2011年农业生产成本快速增长。从农
资价格来看，2011年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上涨了11.3％，涨幅比上年高8.4个百分点。其中，
化肥价格上涨13.3％；农用机油价格上涨10.8％；农业生产服务价格上涨8.3％。从人工成本来看，2011
年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均工资为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农业工大量外出就业，部分地区农忙季节
农业劳动力短缺，零工日工资达到百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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