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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is the basic industry in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griculture provides the basic necessitie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seco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the basis for other departments as well as the whole national economy. So ensuring 
stabl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us making reasona-
ble and efficient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to promote the farmer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guar-
antee food security, increase grain enthusiasm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obtain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making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gress for its agriculture.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policies of typical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broad, this article 
combined with the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oducer 
Support Estimation (PSE) method, and conducted a differential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Brazil and China from 2004 to 2014. Finally, combining the 
practices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the condi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rease the total amount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increase the producer’s support, optimize general service support structure, exert the role 
of financial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engthe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and establish policy proposals for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polic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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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农业提供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必需品，其次，

农业的发展是其他部门以及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保障农业稳定可持续是国家发展的重要

目标，因此制定合理高效的农业补贴政策，从而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种粮积极性尤

为重要。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本国农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在对国外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政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生产者支持估计(PSE)方法对美国，日本，巴西和中国2004~2014年的农业支持水平进行差异化

分析。结合各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做法和中国农业发展现状，提出了增加农业支持总量，加大生产者支持

力度，优化一般服务支持结构，发挥金融优惠政策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加强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法治化

建设，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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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典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农业支持与保护，特别是关于农业补贴方面的政策比较成熟。美

国，日本是世界上的农业发达国家，农业支持与补贴政策相对来说较为完善，巴西与中国都是以农业为

基础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大国，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相似。因此，通过分析美国，日本和

巴西的农业补贴政策和措施对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及特点 

2.1. 美国 

美国是发达国家最早对农业进行补贴的。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为应对经济

危机，制定了以农产品支持价格政策为核心的《农业调整法》，开创了农产品补贴政策的先河。美国的

农产品补贴政策主要包括直接补贴，营销补贴，投入品补贴，反周期补贴，出口补贴和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等[1]。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涵盖的方面较广，既有专门针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又包括了农产品贸易，

食物影响，农业资源保护，农村金融，农村发展等政策[2]。 
在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过程中，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制定政策[3]。1933 年，美

国政府颁布《农业调整法》，建立了以价格支持和限产措施为重点的农业补贴政策。1955 年，美国政府

取消实物收购的政策，规定农民可以用现金来偿还政府提供的销售贷款，同时实行弹性耕种面积，放松

对粮食种植面积的控制。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农业生产能力日益增加，过剩严重，为了抑制过

快的农产品生产，美国政府减少价格支持和实行生产限制，同时实施“直接收入补贴”，“土地储备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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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和“休耕补贴”等。到了 1972 年爆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美国的农业政策逐渐从生产干预向市场导

向转变[4]。1973 年，美国政府颁布《农业与消费者保护法》，引入目标价格，实行差额补贴制度，对农

民提供直接收入补贴。同时为了消除国家大量的库存压力，1977 年国家推行谷物储存计划，对农户自己

储备谷物给予补贴。1996 年美国联邦政府《联邦农业改善和改革法》的出台，对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进

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该政策计划在七年之内解除对耕种面积和作物品种的限制，停止对农场主有关价格

和收入支持的补贴，取消差额补贴，农户自储计划等。2002 年，美国出台《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

在 1996 年农业改革法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进一步对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建立起以

收入支持为主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除开继续对乳制品，食糖，棉花提供价格支持外，同时美国扩大了

直接支持的范围，将大部分农产品纳入由“固定直接补贴”，“反周期补贴”和“营销贷款支持”构成

的“收入安全网”。2008 年的《食品、环保、能源法》通过改革反周期补贴的操作方式，扩大了无追索

权贷款的覆盖范围，新增基于农户目标收益的“平均作物收入选择补贴”，加快向收入支持转型的步伐。

根据 OECD 数据库提供数据，与 1986~1988 年相比，2007~2009 年美国的农业补贴率由 21%下降至 10%，

脱钩补贴由 1%增加到 22%，这表明美国的农业补贴水平处于下降的趋势，而它的政策却从对市场有较大

扭曲作用的价格支持措施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收入支持措施转变。2012 年，美国政府又制定了农业收入保

险保障计划，取代反周期补贴，直接补贴等支持措施，扩大了农作物保险覆盖的范围。2014 年，奥巴马

总统签署美国的新农业法案，新法案的目标是削减政府财政预算，使农业走向市场化，通过市场机制实

现发展，同时加大风险管理力度，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新法案设立了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收入风险

保障。新法案的提出一方面可以降低农场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同时也可以减少

美国财政负担[5]。 
通过以上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整个演变和发展来看，美国的财政政策的形式比较多样化，农业补贴

范围广，农业补贴投入大，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同时最大的特

点是美国一直采取立法的形式制定农业补贴政策，保证了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2.2. 日本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的农业保护水平不断提升。2012~2014 年，日本的农业支持量达到年均

535.5 亿美元，相当于农业总收入的 52.3%。1942 年，日本政府颁布《粮食管理法》，实行稻米管理价格

制度，就是对稻米在收购，批发，销售乃至外贸等方面实行政府管制，由政府统一制定购销价格。1952
年在放开杂粮市场的基础上，开始对小麦，甘薯，马铃薯，甜菜，甘蔗等实行间接管制，通过最低保证

价格制度确保生产者收入，对畜产品产区稳定价格带制度，对大豆，油菜籽，乳制品等实行差额补贴制

度，对蔬菜，加工用水果等实施安定基金制度，对肉用仔牛，仔猪等采用差额补贴与安定基金相结合的

支持措施。随着稻米生产过剩和粮食财政赤字压力的增加，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这种做法，1969 年引入

“自主流通米的制度”，即政府只收购部分米，其余的可以自由流通。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国民经济

结构的变化，工农收入差距开始扩大，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政府开始对稻米的收购价格实行“生产成本

/收入补偿方案”，稻米的收购价格以前三年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为基础。同时，政府对稻米的控制

程度不断降低，市场放宽对粮食的流通限制，市场上自主流通的稻米不断增多。1981 年，日本政府正式

取消粮食的配给制度，1987 年稻米的购销倒挂制度正式结束。随着稻米购销倒挂制度的解体以及自主流

通米的增多，日本政府开始发挥市场机制对稻米价格形成的作用。1990 年，日本设立“自主流通稻米价

格形成机构”，以市场竞标的方式，公开公平地形成自主流通米的批发价格，并成为全国的稻米批发销

售的指标价格。1995 年，日本出台《新粮食法》，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取消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

直接管理和干预，采用竞标的方式来确定稻米的市场价格，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1999 年，日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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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强调市场机制对农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主要包括政府取消对稻米等粮食作物的

生产和流通的补贴，主要通过采取对山区，半山区实行直接收入补贴，通过稻作安定经营对策，水稻转

作补贴，差价补贴，灾害保险补贴等措施稳定农民收入。2007 年开始实施“跨品种经营稳定政策”，改

革稻米生产调整及价格补贴，针对特定骨干农户，不分品种地对其整体经营收入进行补贴支持，加大对

农地，水资源，环境保护等政策支持[6] [7] [8]。 
从以上可以看到日本在对农业的支持方面，长期以来重视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价格支持部分在农

业补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随着 WTO 谈判的进展以及日本国内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

日本农业补贴政策从农产品价格支持为主向直接支付制度转变。 

2.3. 巴西  

巴西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国家，其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境内有许多尚未开发

利用的平原和草场，常年湿润且降雨量丰富。巴西在早期就确立了“以农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9]。根据

OECD 数据库提供数据，2013 年，巴西 GDP 约 2.25 亿元，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 6%，农产品出口总额为

999.68 亿元，同比增长 4.3%，占巴西出口总额的 41.28%。其中牛肉和玉米的出口额世界第四，糖和咖啡

的出口额世界第一，说明巴西的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整个世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巴西的农业补贴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家庭农业支持计划。家庭农业支持计划主要包括基础设

施建设支持，对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进行免费培训，免费提供病虫害防治资料和提供低利率信贷政策三

个方面。第二，农业价格和补贴政策，包括四个方面，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农产品直接补贴，产品售

空计划和期权合约补贴[10]。从 1995 年开始，巴西政府就减少了对农业的补贴和价格支持力度，增加产

品售空计划和期权合约补贴。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防止农村人口迅速向大城市

流动，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收购农产品的储备成本，同时，保持巴西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并不断提高农

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第三，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巴西政府一直把农业保险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一项

重要政策。巴西是采用农业保险较早的国家，而且对保险补贴的投入在逐年增加。2005 年~2011 年，巴

西保险金拨付计划累计提供资金 20.1 亿元，2012 年巴西对农业的补贴总额达到 6.88 亿元，比 2011 年增

长 30%，2015 年计划达到 10.56 亿元。 
巴西的农业补贴政策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其主要采用信贷支持和农业保险补贴等金融政策来促进农

业的发展，二是其补贴资金很少用于对农业直接补贴，而是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将资金用于投资和市场决策。 

3. 我国现阶段的农业补贴政策 

我国现阶段的农业补贴政策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价格支持措施，脱钩和挂钩的直接补贴政策以及

一般服务支持措施[11]。 

3.1. 价格支持措施 

包括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粮油临时收储措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主要适用于粮食主产区的小

麦和稻谷，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在相关粮食主产区按照最低收购价格挂牌收购农民交售

的新粮，当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格，则不启动或及时推出最低收购价收购[12]。粮油临时收储政策主

要适用于东北主产区的玉米和大豆，以及湖北，四川，安徽等 17 个油菜产区的油菜籽。中储粮总公司承

担国家临时收储任务，安排直属企业或委托有一定资质的国有或民营粮油企业按照国家确定的临时收储

价格挂牌收购农民交售新生产的粮油产品，严禁收购库存陈粮和国外进口转基因大豆。其目的是保护农

民利益和发展粮油生产积极性，维护粮油市场稳定。东北，黑龙江大豆和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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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直接补贴政策 

包括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畜牧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几个方面。截至 2008 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资 43 亿元，建设 70 多个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2009
年，《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出台，提出了整合大型商品粮基地等项目投资，统筹用于

规划确定的田间工程以及农技服务体系建设。2010 年，国家安排中央 65 亿元用于规划内田间工程及农

技服务体系建设。为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促进现代畜牧业持续健康平稳发展，2007 年国

家开始支持标准化规模养猪场和奶牛养殖小区建设。中央财政对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水电路，粪污处理，

沼气池，防疫，挤奶设施及饲草料基地建设等给予适当补助。同时国家对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和生猪调

出大县奖励进行奖励。其中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作为专项补助资金，必须用于支持本地产业的发展。还有

其他一系列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措施，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农民专业合作

社支持项目，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测土配方施肥补贴，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

程等农业生产成本，鼓励农户使用优良品种，保障农户生产收入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稳

定发展。脱钩的直接补贴政策包括退耕还林补贴和退牧还草补贴[13]。退耕还林补贴用于退耕农户退耕后

维持医疗，教育，日常生活等必要开支的专项补助资金，以及原退耕还林政策补助期满后解决退耕农户

生活困难的专项补贴。退牧还草补贴是为了保护和恢复西北部，青藏高原和内蒙古的草地资源，以及治

理京津风沙源，对退牧还草的牧民给予生态补偿。主要采取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三种方式进行。2014
年开始，对于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废除临时收储政策，开始执行目标价格补贴[14]。 

3.3. 一般服务支持措施 

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国家于 1996 年开始在粮食主产区集中连片地建设“稳

定高产”的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 

4. 运用 PSE 体系测算各国农业补贴政策效果 

农业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措施，对农产品消费者的支持措施和对农业

一般服务的支持措施。所以，本章主要运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构建的用生产者支持估计，一般

服务支持估计，农业支持总量等指标体系来测度农业政策的支持水平和政策效果[15]。 

4.1. 生产者支持估计 

生产者支持估计(Producer Support Estimate, PSE)测度的是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措施后，农业生产者获得

从消费者和纳税人转移的补贴总额，而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是指 PSE 占农业总收入(按生产者价格计算

的农产品产值加上对生产者的财政预算支持)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农业总收入中来自农业支持政策的份

额，通过查询 OECD 数据库。 
如表 1 所示，近十年来，日本和美国农业补贴总量基本控制在较小的浮动区间，变化不大。但很明

显，我国对农业补贴水平不断攀升，由 2004 年的 252.50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292.59 亿美元。说明我

国越来越重视对农业投入力度，国家财政负担累积。但我国农业补贴总额占 GDP 的比重较低，PSE 最高

峰在 2014 年仅仅达到 GDP 的 2.82%，相比于 2004 年 0.45%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农业作为我国的基

础性产业，国家对农业补贴投入力度远远不够。同时，比较四个国家 2004 年~2014 年生产者支持估计百

分比。 
通过以上表 2 数据可以发现，近十年来日本的农业总收入中来自农业支持政策作用的基本上占 50%

左右，相对于美国，巴西和中国，日本在比值上有绝对的优势，说明日本的农业生产者收入中几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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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otal PSE in each country from 2004 to 2014 (million dollars) 
表 1. 2004~2014 年各国 PSE 总量(百万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JPN 48,041.36 44,378.75 39,366.73 35,129.68 42,360.23 46,293.41 

USA 42,484.85 40,068.39 30,173.99 32,059.19 29,954.64 31,535.02 

CHN 25,250.44 32,628.77 54,892.73 57,158.77 19,677.04 90,319.81 

BRA 2842.27 5223.73 5242.78 5892.79 5800.05 10,799.7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JPN 56,740.48 60,456.59 65,536.25 50,848.13 44,256.41  
USA 30,764.72 32,713.13 33,412.13 28,821.26 41,461.45  
CHN 135,726.75 112,580.48 112,580.48 264,261.77 292,592.94  
BRA 9324.59 11,638.44 11,638.44 6194.04 8817.67  

数据来源：OECD database。 
 
Table 2. %PSE of countries from 2004 to 2014 
表 2. 2004~2014 年各国%PSE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JPN 55.9 53.8 51.5 46.6 48.3 48.7 54.8 51.4 55.1 52.6 49.2 

USA 16 15 11.1 9.7 8.6 10.1 8.6 8 7.9 6.9 9.8 

CHN 6.6 7.8 12.5 10.1 2.7 11.6 15.3 10.3 17.8 19.5 20.2 

BRA 4.3 6.8 6.2 5.3 4 8.1 5.8 5.6 3.6 3 4.4 

数据来源：OECD database。 
 
来自于政府的农业补贴支持，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同时可以看到我们国家，除

开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冲击，我国%PSE 整体呈现上升的态势，由 2004 年的 6.6%上

升到 2014 年 20.2%，农业收入依赖于政府财政补贴的程度加深。 

4.2. 一般服务支持估计 

一般服务支持估计(General Services Support Estimate, GSSE)衡量政府财政对整个农业部门的补贴支

持水平，GSSE 针对整个农业部门，而非具体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因此不影响农业收入或消费支出。一

般服务支持估计百分比(%GSSE)是 GSSE 占农业支持总量(Total Support Estimate, TSE)的比重，%GSSE
越高表明农业支持政策措施对农业生产者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程度较小，市场扭曲作用相对较弱。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2004 年~2014 年，各国的一般性服务支持水平均有一定的涨幅，特别是我国上

涨空间较大，由 2004 年的 146.08 亿美元上涨到 2014 年 343.99 亿美元，增加比例为 135%。但各国 GSSE
占农业支持总量(TSE)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巴西，中国，日本，美国的一般服务支持估计百分比由

2004 年的 34.9%，36.6%，18.1%，9.8%分别下降到 2014 年的 14.0%，10.5%，15.2%，8.2%，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下降。说明政府采取补贴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对农业生产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加深，有

一定的市场扭曲效应。 

4.3. 农业支持总量 

农业支持总量估计(TSE)衡量实施农业支持政策措施后，从纳税人和消费者转移到农业部门的所有补

贴。农业支持总量估计百分比(%TSE)是 TSE 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TSE 越高，意味着国民收

入中用于支持农业的比重越高，农业支持负担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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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otal GSSE of countries in 2004 to 2014 (million dollars) 
表 3. 2004~2014 年各国 GSSE 总量(百万美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JPN 10,625 9250 8291 9991 10,955 10,763 

USA 7245 6930 7632 6600 10,304 8263 

CHN 14,608 13,923 15,882 18,077 19,438 23,424 

BRA 1536 2003 1750 1546 1917 1903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JPN 8414 12,594 11,558 9878 7914  
USA 9950 5751 6094 10,413 7889  
CHN 21,667 23,538 28,583 32,989 34,399  
BRA 1959 1905 1576 1416 1441  

数据来源：OECD database。 
 

通过图 1 可以发现，巴西和美国的%TSE 一直维持在 1%以下，日本处于中间水平，但不超过 1.5%。

而且美国，日本，巴西的%TSE 在 2004~2014 年之间有微弱的下降，中国的农业支持总量估计在四个国

家中一直处于高峰，且整体呈上涨的趋势，从 2004 年 2.065%增长到 2014 年 3.268%，增加了 1.2 个百分

点。说明中国的国民收入用来支持农业发展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央财政预算负担加大。 
通过比较各个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和分析四个国家农业补贴水平可以发现，我国目前农业补贴政策仍

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 我国补贴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是仍然在较低的水平。在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不

应只用于降低农户生产资料成本，对于农户的生产，教育，科技推广的补贴力度也应该逐渐加大。2) 农
业补贴政策执行成本偏高。我国农业补贴程序繁琐，大部分资金用在了中间环节，并非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者本身，这样的农业补贴方式很容易会导致资金的流失和执行成本偏高。3) 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监

管单位以及农业补贴的相关法律有待完善。国家要通过完善的监管单位和机制确保财政预算用之于民，

防止资金的滥用和挪用。同时通过法律手段来保证农业补贴的稳定性以及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5.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对中国的启示及结语 

5.1. 增加农业支持总量 

2014 年，中国农业支持总量估计(TSE)达到 2447.14 亿美元，总量上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但这个

绝对量的数据难以说明中国拥有较高的农业支持水平。如果按中国农业人口或平均土地面积来看，中国

农业支持水平仍然极端低下，农业支持和保护程度仍然不足。因此，各级政府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增

加农业支持总量，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5.2. 加大生产者支持力度 

近年来，中国生产者支持结构不断完善，2014 年，中国%PSE 大幅上升，从 2004 年 6.6%涨到 2014
年的 20.2%。但与日本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21 世纪以来，巴西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一直是农业支持

的最主要形式，中国近年来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占 TSE 的比例仍然有限。因此，

在不断增加 TSE 总量的同时，应适当加大对 PSE 的支持，以全面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健

康，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 

5.3. 优化一般服务结构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般服务支持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农业一般服务支持主要侧重于农业基础设 

 

DOI: 10.12677/hjas.2018.84057 366 农业科学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8.84057


张静 
 

 
数据来源：OECD database。 

Figure 1. %TSE of countries in 2004 to 2014 
图 1. 2004~2014 年各国%TSE (%) 

 
施与农产品储备建设的工作。面对当前中国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以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足等现实问

题，应进一步优化一般服务支持结构，不断增加对农业科研，培训教育，技术推广，农产品检验检疫等

方面的投入，以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促使农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整体

科技素养。 

5.4. 发挥金融优惠政策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发达国家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非常之大，而直接补贴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

仍然无力实行。中国在长期内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的农业比重偏大，农业人口众多，大规模地加

大农业的财政支出显然不符合中国发展现状。但是，中国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由政府提供金融优惠政

策扶持农业发展，通过直接补贴，低利率贷款和农业保险补贴等多种形式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政府对

商业银行进行结构性调整，对粮食生产实行优惠贷款政策，在全国积极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5.5. 应加强农业支持与保护的法治化建设 

中国在保障农业支持与保护措施落实方面与其他 WTO 成员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

国外通过制定严格法律为农业支持与补贴政策提供保障，保证了农业补贴政策的稳定性，规范性和公开

性。而中国对粮食主产区实行的价格支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与保护性政策尚没有充足的法律

保障，还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二是国外几乎所有支持政策都细化到具体项目，做到了由政策到法规，

由法规到项目，由项目到资金的全程规范管理，而中国农业支持与保护的项目，资金管理方式还相对粗

放，年度农业支持资金的额度变化较大。因此，中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及做法，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

政策，使中国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制度化，法律化。 

5.6. 应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 

目前，国外农业支持与保护形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农业支出与保护政策除了价格支持，直接补

贴外，还涉及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调整农业结构，技术培训，农业风险基金等多个方面。通过借鉴国外

经验，中国除了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政策外，还应在生态补偿，农业保险保障，农业信贷优惠，鼓励农

产品加工业发展等多方面，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应构建一个由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金融支持，

生态补偿等多种支持方式共同组成的完善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 

2004~2014年各国农业支持总量估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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