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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老农话玉米生产者补贴

———兼谈“政策”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

近日,农业部党校调研组赴黑龙江省某市开展“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调研,就当地目前正在推进、落实的“玉米生产者补贴”

政策,进行典型访谈。 访谈对象是黄姓老汉,70 岁,黑龙江省某市

农民;全家 5 口人,儿子、儿媳和孙女均在哈尔滨市打工,孙子也在

哈尔滨上学,老汉属留守老人。 对话是从土地流转开始的。

笔者:大爷您好,家有多少承包地,自己还在种地吗?

老汉:全家 22 亩承包地。 我身体不好,孩子们打工的打工、上

学的上学,承包地都被流转给别人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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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22 亩承包地都转给谁了?

老汉:16 亩土地流转给本屯一张姓农户,其他 6 亩流转给外乡

镇的李姓农户。

笔者:今年的土地流转价格与往年相比怎么样?

老汉:今年的流转价格低,只有 500 元一亩;去年还 700 元一

亩。 因为这两年玉米价格太低啦,前年每斤 8 毛多,去年 7 毛多,

现在只有 6 毛多。

笔者:您转出的土地现在都种的什么啊?

老汉:转 16 亩的本屯农户现在种的都是玉米,转 6 亩的外乡

农户种的是西瓜。

笔者:您知道今年国家要对种植玉米的给予每亩 136 元的补

贴吗?

老汉:前两天刚听说,太突然啦!

笔者:为什么说“太突然”呢?

老汉:可不是吗,有突然袭击的感觉。 如果我知道国家会给补

贴,500 元一亩肯定不能卖(流转)给他们,至少得再加 100 元。

笔者: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老汉:还没想好,也许我会去找他们家要点,这个补贴至少应

该一家一半吧。

笔者:人家要是不给你呢? 再说国家政策规定是给实际种植

玉米的补贴。

—2—



老汉:是啊,挺难的。 不过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土地流转合同,

都是口头协议,一般都默认,凡是国家给的补贴,都归土地承包户

的。 如果他们硬是不给,明年肯定会提高土地流转价格,至少每亩

涨 100 元。 反正我们这里流转土地基本都是一年一砍价。

笔者:那你转出的另外 6 亩地,人家种的是西瓜,可不是玉米,

就没有补贴啦,你就没有理由问人家要了吧? 打算怎么办呢?

老汉:是啊,没有补贴就没有办法啦,只能明年再说啦。 要么

是他明年也种玉米,与他分补贴;要么是每亩涨 100 元的地租,他

愿意种啥就种啥。 要不然,我就把地收回来,转给别的种玉米的

农户。

笔者:你估计他明年会种什么?

老汉:很难说。 他今年种的是西瓜,亏的一塌糊涂,恐怕没有

种玉米保险,起码还有补贴。

笔者:最近,镇政府要组织开展玉米种植面积申报、核实工作,

这 6 亩没有种玉米的承包地打算怎么报?

老汉:也许我会报作玉米面积。 看看别人怎么做吧,随大

流呗。

笔者:您觉得别的农户会不会把不种玉米的土地也申报为玉

米面积?

老汉:可能性很大,多报 1 亩就 136 元,干嘛不多报。

笔者:多报? 政府会仔细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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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核查? 那可难啦。 怎么查,一块一块地去量,啥时能够

整清楚,代价太大啦。

“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情况虽然并不是这次调研活动

的重点调查内容,但因此项政策落实属于当前当地政府的“首要”

任务,调研组除了与黄姓老汉有个对话以外,每次与基层干部群众

座谈时,都会讨论到这一问题。 调研组总体感觉到,国家出台“玉

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在落实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提出有效解决办法。

1、“玉米生产者补贴”会不会制约种植结构调整?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玉米生产者补贴”

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种植结构调整。 但从基层的实际反映

看,在农民没有找到合适的、能够稳定盈利的产业的情况下,直接

对玉米种植给予财政补贴,可能会调动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反

而不利于种植结构调整。 因此,不少基层干部群众认为,调整种植

结构,应该对调整结构的给予补贴。

2、“玉米生产者补贴”是否会转化为“地租”?

“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保障农民种粮

(玉米)基本收益。 但从实际情况看,“一切补贴归承包户”是当地

传统的、普遍的认识,加上“一年一砍价”、不签订书面合同的土地

流转习惯,尽管国家规定补贴对象是玉米“实际种植者”,确实存

在“补贴转化为地租”的可能性风险,可能影响“保障农民种粮(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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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基本收益”政策目标的实现。

3、“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过程能否做到“精准”?

落实“玉米生产者补贴”,存在农民多报面积有动力、基层核

实面积难度大的问题。 直接以实际种植面积为补贴标准、且补贴

额度较大,可能诱发农民“多报”行为,还有可能出现农民与村干

部“合谋多报”现象。 但由于农户数量多、承包地块多,土地流转、

种植格局复杂,再加上对在未经批准或禁止开垦的土地上种植玉

米的合法性认定难度很大,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精准核实”实际合

法种植面积的成本极高。

4、事后出台“玉米生产者补贴”会不会影响政策效果?

调查对象之所以有“突然袭击”的感觉,就是因为这项政策出

台的太晚。 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反映,直到 7 月底、8 月初才明确公

布“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

农民选择种植行为;二是不利于流转双方合理商定土地流转价格;

三是容易引发土地流转双方“争夺补贴”纠纷;四是距离玉米收获

时间短,增加了基层 “精准核实”实际合法种植面积的难度和压

力,如果收获之前不能“精准核实”,收获之后再精准落实政策几

无可能,而且引发纠纷的可能性加大。

5、增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是不是更为有效、更可持续?

今年,调查地遇到几十年不遇的干旱,不少干部群众反映,玉

米产量减产三到四成已成定局。 但实地调查发现,干旱地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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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浇水的现象并不是很多。 究其原因,除了农民认为玉米价格

低、抗旱不合算以外,缺少方便实用的浇灌工程、设施、水源等是根

本原因。 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加大财政资金补贴、改善农田水

利灌溉条件,不仅增产收益大于直接补贴收益,而且能够长期利

用、并促进农业持续增产增收,同时更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

(农业部党校调研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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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部领导。
送:中央农办一组,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农业司,财政部农业司、农

业综合开发办,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国务
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人民银行研究局,银监会政企合作部,
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三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客户二部,中国邮政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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