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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化挑战突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

党中央认为，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

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2

第一部分 中央一号文件关键点解读

目录



3

1. 中央一号文件关键点解读

1. 【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解读：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东北地区开展粮

豆轮作。2022年农业农村部将在全国16个省份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1500万亩以上。黑龙江预计新增大豆1000万亩以上，吉

林表示2022年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3000万亩以上。建成高标准农田5000万亩，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60%左右，推动项目区粮食增产

10%左右。。这一政策目的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粮食面积，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

2. 【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

 解读：目的为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的目标要求，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2022年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

收购价，稳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和稻谷补贴政策，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黑龙江

省农业农村厅官方确认，其一，确保今年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新增1000万亩以上，新增大豆产量26亿斤；其二，释放2022年玉米和大豆

生产者补贴政策信号：大豆高于玉米200元左右。通过补贴调节使得大豆收益高于玉米，增加大豆种植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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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一号文件关键点解读

3. 【稳定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解读：坚持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2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

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2022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

每50公斤124元、129元和131元。对比来看，早籼稻比去年上涨2分，中晚籼稻和粳稻上涨1分。水稻收购价近三年逐年提高，小麦收购

价稳定。水稻面积在收购价提高后有回升的势头，主粮面积回升主粮供应得到了有力保证。

4. 【完善供需信息发布，强化应急保障和价格调控。控制粮食工业用量，倡导粮食节约，注重粮食安全】

 解读：我国农业集中度水平整体不高，但实际供需情况是产业研究的重要参考维度，完善供需信息发布对于引导农业市场化建设，价格

合理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农业资源丰富对于国内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减少粮食工业用量，注重粮食安全仍然是重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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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一号文件关键点解读

5. 【强化耕地保护 严守耕地红线】

 解读：在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农作物尤其是非经济类作物种植利润比较优势逐步下滑，耕地安全性越来越引发重

视，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6. 【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挖掘潜力增加耕地】

 解读：我国耕地生产能力差异很大，强化耕地质量的差异化管理，严格保护高产田、积极改造中低产田、努力稳住不稳定耕地。农产品

产量受天气影响较大，推动农业灌溉，建设高标准农田对于稳定单产，提高作物抗逆抗旱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切实规范新补充耕地的质

量提升。

7. 【推进农业核心工程建设加强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解读：国内油籽、谷物等作物单产较国外转基因作物仍有较大差距，部分农作物对外依存度较高，提高种子生产潜力对于稳定国内产量，

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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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一号文件关键点解读

8. 【实施农机机械研发及补贴，以提升大豆玉米油菜籽等作物的生产效率】

 解读：中国农机装备属于短板弱项，限制了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增加了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近期政府持续推进加快农机装备的研发

和制造，同时给予购置和应用的补贴政策。其中农机装备的应用重点主要集中在粮食烘干、收割机械等智能农机。农机机械的长期普及

有助于降低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9. 【推动温室设施、集约化生态养殖，探索荒地开发】

 解读：推动发展大棚及温室设施，可以间接提升农产品单产和生产效率。同时，发展集约化立体化生态养殖等新型养殖设施可以促进企

业往全产业链发展，目的也为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另外，可适度开发空闲地和废弃地，说明国家对扩大作物种植面积进

而增加供应的意愿较大。

10. 【防范农业重大灾害，加强动植物疫情防控】

 解读：加大防灾能力，如水灾旱灾等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加强动植物疫情防控能力，包括对非洲猪瘟或草地贪夜蛾等疫病的防控。这

一举措确保农作物的产量不因极端天气或疫病的失控而出现大量减产，目的一方面保证国内农作物的供应稳定，另一方面保证农民的收

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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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脱贫地区脱贫】

 解读：近些年郑商所上市了许多的扶贫品种，例如红枣花生等等，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让贫困地区的作物有了更好的卖出价

格，增加贫困地区的收入。同时保险公司、期货公司与地方政府三方合作，通过保险+期货的形式，使得作物价格上涨的时候农户增收，

作物价格下跌的时候给予农户补偿，农户因此可以放心种植作物。为农户脱贫、不返贫提供了新的途径。

11. 【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再保险】

 解读：对机构法人在县域、业务在县域、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实施更

加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优化完善“保险+期货”模式。强化涉农信贷风险市场化分担和补偿，发挥好

农业信贷担保作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8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