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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扎实做好 2016年 

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 

农发〔201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

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农产品加工、渔业厅（局、委、

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

标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1号）精神，扎实做好 2016年

农业农村经济工作，根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部署，现提出以下意

见，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十二五”期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

质、稳中增效，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农民收入增幅连续

6年高于 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打开新局

面，农村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

了有力支撑。“十三五”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的关键

时期。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

持以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为目标，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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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线，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为中心，以推进农业结构

性改革为动力，全面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多种

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引领水平、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业生产

经营效益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着

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016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新理念引领农业

新发展，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源泉，以“提质增效转方式、

稳粮增收可持续”为工作主线，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化科技、装备、人才、政策、法治支撑，坚持改革创新，推进

绿色发展，统筹国内国际，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为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一、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1.保持粮食生产总体稳定。树立大“粮食观”，全方位、多

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推动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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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粮食主产省和主产县的政策倾斜，加强防灾减灾，保持粮

食总量基本稳定。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稳定小

麦、水稻生产，巩固提升粮食产能。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推动优先在粮食主产区建设高标准口粮田。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

划定，支持粮食主产区建设核心区。继续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行动，深入开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和模式攻关。 

2.推动种植业转型升级。编制发布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不

断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适当调整“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

扩大粮改豆、粮改饲试点，力争玉米面积调减 1000万亩以上。

探索建立大豆、棉花、油料、糖料蔗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加快推动园艺作物品种改良、品质改进和品牌创建，继续开展北

方城市冬季设施蔬菜开发试点。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发展

旱作农业、热带农业和优质特色杂粮。 

3.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根据环境容量调整区域养殖布局，

优化畜禽养殖结构。深入开展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创建活动，创

建 500家国家级示范场。调整生猪生产布局，引导生猪养殖向环

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以肉牛、肉羊、奶牛为重点，加快发展草

食畜牧业，大力推进草牧业试验试点，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

加强奶源基地建设，强化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继续实施振兴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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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苜蓿发展行动，提升中国奶业 D20示范带动能力。加强饲料及

饲料添加剂生产质量安全监管。 

4.推进渔业转型升级。合理调整渔业养殖布局结构，减少湖

泊、水库和近海网箱养殖密度，鼓励引导大水面增养殖和离岸养

殖，积极开展健康养殖示范场、示范县创建活动。逐步压减近海

和内陆捕捞产能，鼓励引导捕捞渔民减船转产，推进渔船更新改

造和远洋渔船装备升级。拓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营销渠道，发展

增殖渔业和休闲渔业。强化渔政队伍建设，全面实行渔业行政执

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 

5.深入推进农业对外合作。优化重要农产品进口全球布局，

健全贸易救济和产业损害补偿机制，扩大特色和高附加值农产品

出口。努力构建财税、金融、保险、外经贸等农业“走出去”支

持政策框架，编制实施《农业对外合作规划（2016-2020 年）》。

支持建设育种、仓储、加工、物流等基础设施，建立境外农业合

作示范区。搭建农业“走出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企业信

用评价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植跨国涉农企业集团。启动

农业科技国际合作行动计划。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亚非拉重点国家农业合作，落实好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的 100个农业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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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农业技术装备和条件建设，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 

6.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启动实施农业

竞争力提升科技行动，加快构建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

变的创新资源配置体系，着力完善农业科技创新链，大力推进原

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实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和工程，重点突

破生物育种、农机装备、智能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关键技术。

创新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机制，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完成农

业领域科技计划管理专业机构改建。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

计划，优化升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条件与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国家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建设，

发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作用，协同推进重点攻关。加强农业

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加快推

进现代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工程，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

农技服务。 

7.加快发展现代种业。深入推进种业领域科研成果权益分配

改革，探索种业成果权益分享、转移转化和科研人员分类管理机

制。实施现代种业建设工程和种业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大力推进

育繁推一体化。推进玉米、大豆等良种科研攻关，加强优质高产

多抗广适、适应农机农艺结合的新品种培育，加快主要粮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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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3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