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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粮直补政策 

2014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补贴资金

原则上要求发放给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具体由各省级人民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014年 1月份，中央财政已向各省（区、市）

预拨 2014年种粮直补资金 151亿元。 

2.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2014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实行种粮农民农资综合补贴，补贴

资金按照动态调整制度，根据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变动，遵循

“价补统筹、动态调整、只增不减”的原则及时安排和增加补贴

资金，合理弥补种粮农民增加的农业生产资料成本。2014年 1月

份，中央财政已向各省（区、市）预拨 2014年种农资综合补贴

资金 1071亿元。 

3.良种补贴政策 

2014年，农作物良种补贴政策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

东北和内蒙古的大豆、长江流域 10个省（市）和河南信阳、陕西

汉中和安康地区的冬油菜、藏区青稞实行全覆盖，并对马铃薯和

花生在主产区开展试点。小麦、玉米、大豆、油菜、青稞每亩补

贴 10元。其中，新疆地区的小麦良种补贴 15元；水稻、棉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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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补贴 15元；马铃薯一、二级种薯每亩补贴 100元；花生良种

繁育每亩补贴 50元、大田生产每亩补贴 10元。水稻、玉米、油

菜补贴采取现金直接补贴方式，小麦、大豆、棉花可采取现金直

接补贴或差价购种补贴方式，具体由各省（区、市）按照简单便

民的原则自行确定。 

4.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2014年，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继续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

（场），补贴对象为纳入实施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农牧渔民、

农场（林场）职工、农民合作社和从事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补贴机具种类涵盖 12大类 48个小类 175个品目，在此基

础上各省（区、市）可在 12大类内自行增加不超过 30个其他品

目的机具列入中央资金补贴范围。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

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省域内实行统一

的补贴标准。一般机具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 5万元；挤奶机械、

烘干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 12万元；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

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

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 15万元；200马力

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 25万元；甘蔗收获机单机补贴

限额可提高到 2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可提高到 25万元；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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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 30万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提高到 40万元。不允许对省内外企业生产的

同类产品实行差别对待。同时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

补助试点工作。 

5.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政策 

2014 年继续在山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新疆、

宁波、青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开展农机报

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与农机购置补贴相衔接，

同步实施。报废机具种类主要是已在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机构登记，

并达到报废标准或超过报废年限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农机报

废更新补贴标准按报废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机型和类别确定，

拖拉机根据马力段的不同补贴额从 500元到 1.1万元不等，联合

收割机根据喂入量（或收割行数）的不同分为 3000元到 1.8万元

不等。 

6.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

区倾斜政策 

国家将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实行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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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作社倾斜政策。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建立家庭农场登记制度，明确认定标准、登记办法、扶持政

策。探索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和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工作。推动相

关部门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7.提高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国家继续在粮

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适当提高 2014年粮食最低收

购价水平。2014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提高到每 50

公斤 118元，比 2013年提高 6元，提价幅度为 5.4%；2014年

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

别提高到每 50公斤 135元、138元和 155元，比 2013年分别

提高 3元、3元和 5元，提价幅度分别为 2.3%、2.2%和 3.3%。

继续执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 

8.产粮（油）大县奖励政策 

为改善和增强产粮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

积极性，2005年中央财政出台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2013年，

中央财政安排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320亿元，具体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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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据近年全国各县级行政单位粮食生产情况，测算奖励到县。

对常规产粮大县，主要依据 2006-2010年五年平均粮食产量大于

4亿斤，且商品量（扣除口粮、饲料粮、种子用粮测算）大于

1000万斤来确定；对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在主产区产量或商品

量列前 15位，非主产区列前 5位的县也可纳入奖励；上述两项标

准外，每个省份还可以确定 1个生产潜力大、对地区粮食安全贡

献突出的县纳入奖励范围。在常规产粮大县奖励基础上，中央财

政对 2006-2010年五年平均粮食产量或商品量分别列全国前 100

名的产粮大县，作为超级产粮大县给予重点奖励。奖励资金继续

采用因素法分配，粮食商品量、产量和播种面积权重分别为 60%、

20%、20%，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与省级财力状况挂钩，不同

地区采用不同的奖励系数，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由中央财政测算分

配到县，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标准为 500-8000万元，奖励资金作

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使用，超级产粮大县奖

励资金用于扶持粮食生产和产业发展。在奖励产粮大县的同时，

中央财政对 13个粮食主产区的前 5位超级产粮大省给予重点奖励，

其余给予适当奖励，奖励资金由省级财政用于支持本省粮食生产

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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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