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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中央、国务院对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 

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

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我国发展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任务，加

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坚持做到大兴水利强基础，发展生产保供

给，提高效益增收入，提升能力促转变，防范风险保安全，改革

创新增活力，全力夺取全年好收成，千方百计保持粮食产量稳定

在 1万亿斤以上，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增长在 7%以上，努力

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巩固“十一五”好势头，实现“十二五”好开局，

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迈出新步伐，为增加有效供给和稳定

价格总水平提供重要支撑，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新贡献。 

大兴水利强基础，就是要针对水利建设滞后、设施不足的瓶

颈制约，大幅度增加投入，大规模开展建设，大力推进改革，着

力夯实水利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发展生产保供给，就是要立足抗

灾夺丰收，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1万亿斤以上，“菜篮子”产品

生产稳定发展，促进主要农产品总量和结构平衡，保障市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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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促进物价总水平稳定。提高效益增收入，就是要促进农业

增产增效，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农民收入继续有较快增

长。提升能力促转变，就是要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稳步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力争农业科技贡献率提高 1个百分点以上，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 2个百分点以上。防范风险保安全，就是要

坚持不懈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和市场风

险防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动物卫生安全、农业生产安全。

改革创新增活力，就是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做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探索建立和完善调动地

方和农民积极性的体制机制。 

2．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投入政策。 

2011年中央决定继续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巩固完善强

农惠农政策。要切实做到“三个重点、三个确保”，即，财政支

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量、增量均有提

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

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向农业土地开发、

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足额提取、定向使用。 

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 9884.5亿元，比

上年增加 1304.8亿元，增长 15.2%。其中，一是支持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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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3938.7亿元，主要包括强化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1575.4亿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230亿元，农业扶

贫开发资金 306亿元，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 136.6亿元，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94.06亿元等。二是安排农业“四补贴”1406

亿元，具体为粮食直补 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 860亿元、良种

补贴 220亿元、农机购置补贴 175亿元。三是促进农村教育、卫

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 3963.6亿元，其中，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160亿元。 

在去冬今春的抗旱工作中，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中央

财政又分两批安排抗旱资金 129亿元。用于支持旱区大型灌区改

造骨干工程、粮食生产和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抗旱浇水补助、

冬小麦返青拔节弱苗施肥补助、抗旱服务队装备补助，以及农作

物病虫害专业化防治、东北大棚育秧、西南和西北地膜覆盖等补

助政策。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特大旱灾后，中央财政又安排 12亿

元抗灾资金用于抗旱补助和农业、渔业灾后恢复。 

3．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2011年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补贴资金原则上要求发

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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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将逐步加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力度，将粮食直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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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和交售商品粮数量挂钩。建立和完善农资综

合补贴动态调整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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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及时安排农资综合补

贴资金，合理弥补种粮农民增加的农业生产资料成本，新增部分

重点支持种粮大户。今年中央财政共安排粮食直补 151亿元，农

资综合补贴 860亿元，两项补贴合计 1011亿元。1月份，中央

财政已预拨地方补贴资金 986 亿元，力争在春耕前通过“一卡通”

或“一折通”直接兑付到农民手中。 

4．良种补贴政策。 

2011 年良种补贴规模进一步扩大，部分品种标准进一步提高。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良种补贴 220亿元，比上年增加 16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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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全覆盖。小麦、

玉米、大豆和油菜每亩补贴 10元，其中，新疆地区的小麦良种补

贴提高到 15元。早稻补贴标准提高到 15元，与中晚稻和棉花持

平；水稻、玉米、油菜补贴采取现金直接补贴方式，小麦、大豆、

棉花可采取统一招标、差价购种补贴方式，也可现金直接补贴，

具体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继续实行马铃薯原种生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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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区实施青稞良种补贴，在部分花生产区继续实施花生良种补

贴。 

5．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2011年，农机具购置补贴增加到 175亿元，比上年增长 20

亿元，补贴范围继续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补贴机具种

类涵盖 12大类 46个小类 180个品目，在此基础上各地可再自行

增加 30个品目。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同一

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省域内实行统一补贴标准。定额补贴

按不超过各省市场平均价格的 30%测算，汶川地震重灾区县、重

点血防疫区补贴比例可提高到 50%。单机补贴上限 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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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奶机械、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烘干

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 12 万元；大型棉花采摘机、甘蔗收获机、

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额可提高到 20万元。 

6．完善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 

为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民种粮收入，

国家决定从新粮上市起适当提高主产区 2011年生产的小麦、稻

谷最低收购价水平。每 50公斤白小麦（三等，下同）、红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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