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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不利影响，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体系，加快培育新主体新产业新动能，农业农村发展再上新台阶，基础更加稳固，活力明显增强，

呈现出农业稳定增长、农民持续增收、农村面貌改善的良好局面，为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粮食持续丰收，站上站稳 12000 亿斤新台阶

（一）粮食生产持续丰收。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基本供给，始终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新

7 农村改革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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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继续实施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支持保护补贴，对产粮大县进行奖励，充分调动了地方

政府重农抓粮和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粮食持续丰收，取得历史性突破和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粮食持续丰收是在 2004 年至 2012 年连续 9 年增产、起点较高的情况下取得的，高点爬坡，实属不易。

2013 年至 2015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产，2016 年国家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减玉米播

种面积，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历史第二高产年份。2016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到 12325 亿斤，比 2012 年增加 533 亿斤，增长 4.5%，2013-2016 年年均增长 1.1%。其中，稻谷产量为

4142 亿斤，增加 57 亿斤，增长 1.4%，年均增长 0.3%；小麦产量为 2577 亿斤，增加 157 亿斤，增长 6.5%，

年均增长 1.6%；玉米产量为 4391 亿斤，增加 279 亿斤，增长 6.8%，年均增长 1.7%。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粮食连年丰收，粮食生产水平稳步跃上新台阶。2013 年粮食产量历史上首次突破 12000 亿斤，2014 年

至 2016 年均在 12000 亿斤以上，标志着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已稳步跨上 12000 亿斤新台阶，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实现质的飞跃。粮食丰收，国家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2016 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447 公斤，

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47 公斤，比 2012 年提高 11 公斤。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均超过了

98%，依靠国内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专栏一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跃升之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确保十三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始终都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实现了“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2013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12000 亿斤大关，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2014-2016 年持续站稳新台阶，高点爬坡，来之不易。

中国粮食生产经历了风风雨雨。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产量是2000多亿斤。1952年是 3000亿斤，

1966 年达到了 4000 亿斤，用了 14 年。改革开放之初，1978 年粮食产量 6000 亿斤，农村改革、家

庭承包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积极性，1984 年达到 8000 亿斤，6年间登上两个千亿斤台阶，

这个时期全国粮食产量增长较快。到 1993 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 9000 亿斤，用了 9 年时间，此后

14 年间分别于 1996 年、1998 年和 1999 年三次达到 10000 亿斤，但没有站稳这个台阶，2000 年至

2006 年连续 7 年低于 10000 亿斤，直到 2007 年才又站上 10000 亿斤的台阶，并不再下滑。当前粮食

供应宽松的好形势，为农业提质增效、优化产业产品结构提供了良好契机和较大空间。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

自己手里，中国的饭碗要装中国粮。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农业投入支持力度，完善农业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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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主产区稳产增产的作用日益显现。从播种面积来看，2016年，粮食主产区 [1]

播种面积达到 12.2 亿亩，比 2012 年增长 4.8%；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为 72.1%，比 2012 年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从产量来看，2016 年粮食主产区产量为 9355 亿斤，比 2012 年增长 2.4%；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比重为 75.9%，比 2012 年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从对增产的贡献来看，粮食主产区 2013 年至 2016 年累计

增产 433 亿斤，占同期全国粮食增产量的比重达到 81.3%。

（四）耕地产出率提高。

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增强，良种良法大规模推广应用，粮食耕地产出率提高，单产增加。2016 年，

全国粮食单产达到 363 公斤 / 亩，比 2012 年增加了 10 公斤 / 亩，增长 2.8%。

二、经济作物结构持续调整，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

（一）经济作物结构持续调整。

主要经济作物产量总体仍保持较高水平。油料、蔬菜、水果和茶叶产量增加。2016 年，全国油料产量

达到 3630 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193 万吨，增长 5.6%，年均增长 1.4%；蔬菜、水果和茶叶产量分别达到

79780 万吨、28351 万吨和 240 万吨，比 2012 年分别增长 12.6%、17.9% 和 34.1%，2013-2016 年年均分别

增长 3%、4.2% 和 7.7%。棉花和糖料减产。受库存积压较多、需求下降和价格总体走低的影响，棉花产量

下降较多。2016 年，棉花产量为 530 万吨，比 2012 年减少 154 万吨，下降 22.5%。2016 年，糖料产量为

12341 万吨，比 2012 年减少 1144 万吨，下降 8.5%。

注： [1] 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

13 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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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作物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主要经济作物向优势产区聚集的趋势增强。棉花生产向新疆产区聚集。2016 年，新疆棉花产量为 359

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的比重为 67.8%，比 2012 年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糖料生产向内蒙古、广东、广西、

海南和云南等省集中。2016 年，内蒙古、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糖料产量合计为 10946 万吨，占全国糖

料产量的比重达到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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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业生态功能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林业生态建设力度加大。

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林业生态建设力度加大，森林资源增多。据国家林业局统计，2016 年，

全国造林总面积达到 720 万公顷，比 2012 年增加 161 万公顷，增长 28.7%，2013-2016 年年均增长 6.5%。

其中，人工造林面积 382 万公顷，与 2012 年基本持平；飞播造林 16 万公顷，比 2012 年增加 2.6 万公顷，

增长 19.0%，年均增长 4.4%；新封山育林 195 万公顷，增加 31 万公顷，增长 19.2%，年均增幅为 4.5%。

2016 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2.3%，比 2012 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达到 164 亿立方米，比

2012 年增长 8.2%。自然保护区增多。2016 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 2750 个，比 2012 年增加了 81 个。

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46 个，增加 83 个。2015 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 9649 万公顷，比 2012

年增加了 234 万公顷，增长 2.5%，2013-2015 年年均增长 0.8%。

（二）林产品产量稳定增长。

林产品产量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受生态保护力度加大的影响，木材产量总体保持下降态势。2016年，

全国木材产量为 7776 万立方米，比 2012 年减少 399 万立方米，下降 4.9%。橡胶、松脂和油茶籽产量增加。

2016 年，全国橡胶产量为 82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1.7%；松脂产量为 133 万吨，增长 9.2%；油茶籽产量

为 216 万吨，增长 25.2%。

四、畜牧业生产稳步增长，规模化养殖继续发展

（一）畜产品产量总体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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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6 年，全国肉类总产量为 8538 万吨，稳居世界第一，比 2012

年增加 151 万吨，增长 1.8%，2013-2016 年年均增长 0.4%。在主要肉类产品中，猪肉产量受周期性因素的

影响，呈现先扬后抑变动态势；牛肉和羊肉产量持续增长；家禽产量增加；牛奶产量下降。2016 年，全国

猪肉产量为 5299 万吨，比 2012 年减少 44 万吨，下降 0.8%；牛肉和羊肉分别为 717 万吨和 459 万吨，比

2012 年分别增加 55 万吨和 58 万吨，分别增长 8.3% 和 14.5%，2013-2016 年年均分别增长 2.0% 和 3.5%；

禽肉产量 1888 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65 万吨，增长 3.6%；禽蛋产量为 3095 万吨，比 2012 年增加 234 万吨，

增长 8.2%，2013-2016 年年均增长 2.0%；牛奶产量为 3602 万吨，比 2012 年减少 142 万吨，下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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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畜牧业规模化养殖深入发展。

十八大以来，畜牧业规模化养殖继续发展。以生猪养殖为例，根据畜禽监测调查 [2] 结果，2015 年，养

殖规模在 10000 头以上的单位 , 生猪饲养量合计达到 9004 万头，占单位生猪饲养总量的比重达到 64.3%，

比 2012 年提高了 1 个百分点；养殖规模在 10000 头以上的规模户，生猪饲养量合计达到 3187 万头，占规

模户生猪饲养总量的比重为 20.7%，比 2012 年提高了 1.9 个百分点。

五、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人工养殖占比进一步提高

（一）水产品产量持续增长。

注： [2] 畜禽监测调查中的养殖单位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西藏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养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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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业部统计，2016 年，全国水产品产量达到 6901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16.8%，2013-2016 年年均增

长 4.0%。其中海水产品 3490 万吨，增长 15.1%，年均增长 3.6%；淡水产品 3411 万吨，增长 18.7%，年均

增长 4.4%。

（二）水产品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人工养殖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占比提高；捕捞水产品产量增长相对较慢，占比下降。2016 年，人

工养殖水产品产量为 5142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19.9%，2013-2016 年年均增长 4.6%；捕捞水产品产量为

1759 万吨，比 2012 年增长 8.6%，2013-2016 年年均增长 2.1%。十八大以来，人工养殖水产品产量年均增

速比捕捞水产品高 2.5 个百分点，人工养殖水产品产量占水产品产量的比重提高。2016 年，人工养殖水产

品产量占水产品产量的比重为 74.5%，比 2012 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

六、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农业基础更为稳固

（一）农田灌溉面积增加。

国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建成了一批重大水利骨干工程，农田水利设施条件显著改善。

据水利部统计，2016 年底，全国耕地灌溉面积达到 10 亿亩，比 2012 年增加 6844 万亩，增长 7.3%。

（二）农业科技进步加快。

国家继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据科技部测算，2016 年，

专栏二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

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是

破解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在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任务有：一是优化

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稳粮、优经、扩饲是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发展规

模高效畜牧和水产养殖是养殖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提升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是农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方面。二是推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开展生态突出问题治理。三是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拓展

农业功能，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农村电商；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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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6.2%，比 2012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50%，标志着我

国农业发展由过去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增加，逐步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上来。

（三）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国家继续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据农业部初步统计，2016 年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66%，比 2012 年提高了 9 个百分点。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逐步改变了主要依靠人畜

力进行农业劳作的传统生产方式，把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有效地缓解了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七、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一）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助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实现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开展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这是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民以转包、

出租、互换、入股、转让等方式流转承包地，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据农业部统计，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

国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达到了 4.6 亿亩，比 2012 年增加了 1.9 亿亩。土地流转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快速

发展。目前，粮食、油料、棉花等大宗产品的生产主体依然是以小规模农户为主，而蔬菜、花卉、瓜果种植、

畜禽水产养殖和特色种养等产品的生产则逐渐向规模化、专业化农户聚集，生产规模化程度提高。

（二）改革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取消玉米临

时收储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机制，逐步扭转品种和结构失衡问题。开展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在

市场决定价格的基础上，对差价部分进行补贴。先后在新疆和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开展棉花、大豆目标价格

改革试点。改革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适时调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并及早公布，保

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合理引导市场主体预期。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涌现，生产方式加快转变。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生产大户、专业户、农业龙头企业等各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快速发展，

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重要力量。据农业部统计，2016 年，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280 万个，新型

职业农民不断壮大，总数超过 1270 万人。其中，家庭农场达到 87.7 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 179.4 万家，入

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4.4%；农业产业化组织超过 38 万个。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壮大，有力地助推了

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稳步发展，有力地助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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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功能拓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大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快速发展，农业功能拓展，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增强，动力转换加快。农业产

业链条延伸，生产、加工、冷链物流、销售一体化发展成为促进农民分享农业增值收益的重要途径。农业

与旅游、教育、文化、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不断发展，多种形式的农

家乐、休闲农庄、特色民宿等农业新业态快速涌现，采摘、垂钓、餐饮住宿、农事体验等新型农业经营活

动方兴未艾。大量下乡返乡人员在农村创业创新，为农业农村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持久动力。

八、农业对外开放扩大，“走出去”战略迈出新步伐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农产品国际贸易额快速增长，“走出去”战略取得新进展，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

大。据商务部统计，2015 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 25.7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加

11.1 亿美元，增长 76.0%，2013-2015 年年均增长幅度达到 20.7%。2015 年，我国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

物出口额达到 582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加 61 亿美元，增长 11.7%，2013-2015 年年均增长 3.7%；进口额达

到 505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加 152 亿美元，增长 43.2%，2013-2015 年年均增长 12.7%。

专栏三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依靠资源要素投入、粗放式的发展方

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

然要求，是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内容。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着力推进新型城镇

化。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县城、重点乡镇及产业

园区等集中。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以农牧结合、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种植

养殖结构，加快发展绿色农业。要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开展代耕代种代收、

大田托管、统防统治、烘干储藏等市场化和专业化服务。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促进其向优势产区和

关键物流节点集中。发展农村特色加工业。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推进市场流通体系与储运加

工布局有机衔接。要拓展农业功能，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要

大力发展农业新型业态。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和服务，对大田种植、畜禽养殖、渔业生产等进行物联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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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农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农村面貌加快改善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行政村公共交通条件改善。截至 2015年底，全国乡镇中有 72.7%的行政村通公共交通，比 2013年提高 6.4

个百分点。其中，重点镇通公共交通的行政村比重为 78.3%，比 2013 年提高 6.9 个百分点；非重点镇和乡

通公共交通的行政村比重分别为 74.5% 和 65.7%，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5.2 和 7.9 个百分点。

行政村互联网应用范围广。截至 2015 年底，全国乡镇有 85.8% 的行政村通宽带，比 2013 年提高 6.2 个

百分点。其中，重点镇通宽带的行政村比重为 90.0%，比 2013 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非重点镇和乡通宽带

的行政村比重分别为 89.6% 和 75.2%，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5.1 和 7.8 个百分点。

行政村通有线电视的比重提高。截至 2015 年底，全国乡镇通有线电视的行政村比重为 81.9%，比 2013

年提高 3.3 个百分点。其中，重点镇通有线电视的行政村比重为 87.4%，比 2013 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非

重点镇和乡通有线电视的行政村比重分别为 85.9% 和 70.3%，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2.6 和 3.6 个百分点。

行政村饮水安全水平显著改善。截至 2015 年底，全国乡镇通自来水的行政村比重为 81.3%，比 2013 年

提高 5.6 个百分点。其中，重点镇通自来水的行政村比重为 85.5%，比 2013 年提高 4.3 个百分点；非重点

镇和乡通自来水的行政村比重分别为 82.8% 和 75.6%，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5.2 和 6.4 个百分点。

公共设施覆盖面扩大。全国乡镇自来水用户数达到 18662 万户，比 2013 年增加 1432 万户；燃气用气

用户数为 9415 万户，比 2013 年增加 489 万户；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 135561 个，比 2013 年增加 38898 个。

（二）村庄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初见成效。截至 2015 年底，全国乡镇实施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行政村比重

为 62.4%，比 2013 年提高 12.8 个百分点。其中，重点镇实施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行政村比重为 68.7%，比

2013 年提高 11.3 个百分点；非重点镇和乡实施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行政村比重分别为 66.9% 和 49.1%，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12.9 和 12.2 个百分点。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积极开展。截至 2015 年底，全国乡镇实施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行政村比重

为 14.7%，比 2013 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其中，重点镇实施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行政村比重为 20.3%，比

2013 年提高 4.9 个百分点；非重点镇和乡实施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行政村比重分别为 16.2% 和 8.3%，比

2013 年分别提高 3.4 和 2.7 个百分点。

（三）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工程来抓。改革创新乡

村规划机制，提高乡村规划的科学性、覆盖率和实用性。开展自然环境生态保护，改造人居环境功能。传

统村落和传统建筑得到有效保护。目前，已有 4153 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实现

村村建立档案、编制保护规划，越来越多的融自然、休闲、文化、旅游、养老于一体的美丽村镇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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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社会保障逐步健全。

农村低保标准提高。据民政部统计，2015 年全国农村低保年平均标准为 3177.6 元 / 人，比 2012 年增长

53.7%，年均增长 15.4%；全国农村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 1766.5 元，比上年增长 13.8%。截至 2015 年底，

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 2846.2 万户、4903.6 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931.5 亿元。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增加，标准提高。据民政部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全国救助供养农村特困

人员 516.7 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21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其中，

集中供养 162.3 万人，年平均供养标准为 6025.7 元 / 人，比上年增长 12.2％；分散供养 354.4 万人，年平均

供养标准为 4490.1 元 / 人，比上年增长 12.1%。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取得新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实现全覆盖，切实减轻了农民医疗负

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截至 2015 年底，全国乡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41365 万人，比 2013 年增加 182 万人。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辉煌成就，将会激励我们的干劲，提高我们的信心，但也

要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发展中依然存在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产品

竞争力不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突出问题。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深入贯彻落实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断培育壮大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农业农村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撰稿：黄秉信  侯  锐  汪传敬

专栏撰稿：汪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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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和县积极开发现代光伏农业，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温室大棚。在棚内开展蔬菜、菌类等

循环农业种植业及休闲旅游业；在棚顶架设光伏电板，发电后并入电网，多措并举助力发展现代高效

农业。（林善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