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號文件」五大板塊卅二細項
一、圍繞建設現代農業，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1.不斷增強糧食生產能力。
2.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
3.提升農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水平。
4.強化農業科技創新驅動作用。
5.創新農產品流通方式。
6.加強農業生態治理。
7.提高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
力。

二、圍繞促進農民增收，加大惠農政策力度
8.優先保證農業農村投入。
9.提高農業補貼政策效能。
10.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
11.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
12.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13.拓寬農村外部增收渠道。
14.大力推進農村扶貧開發。
三、圍繞城鄉發展一體化，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
15.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
16.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
17.全面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
18.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投向農村建設。
19.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
20.切實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工作。
四、圍繞增添農村發展活力，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21.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22.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23.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
24.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25.深化水利和林業改革。
26.加快供銷合作社和農墾改革發展。
27.創新和完善鄉村治理機制。
五、圍繞做好「三農」工作，加強農村法治建設
28.健全農村產權保護法律制度。
29.健全農業市場規範運行法律制度。
30.健全「三農」支持保護法律制度。
31.依法保障農村改革發展。
32.提高農村基層法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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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糧食安全
首次引入農村法治建設相關內容

綜合內地媒體報道，「一號文件」強調，必須始終堅
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

重，靠改革添動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進中國特色
農業現代化。

永久農田劃定 加強食安監管
文件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要不斷增強糧食

生產能力、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提升農產品質量和
食品安全水平、強化農業科技創新驅動作用、創新農產
品流通方式、加強農業生態治理、提高統籌利用國際國
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
文件針對增強糧食生產能力提出了許多細化要求，包
括永久農田劃定、高標準農田建設、耕地質量保護與提
升以及投融資等等。同時也提出，科學確定主要農產品
自給水平，合理安排農業產業發展優先順序。
對於消費者關心的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問題，文件
提出，加強縣鄉農產品質量和安全監管能力建設。嚴格
農業投入品管理，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生產。建立全程
可追溯、互聯共享的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強化地方政府法定職責，嚴懲各類食品安全違法違規行
為。
「一號文件」提出，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深入開

展測土配方施肥，建立健全規劃和建設項目水資源論證
制度、國家水資源督查制度。擴大重金屬污染耕地修
復、地下水超採區綜合治理、退耕還濕試點範圍，推進
重要水源地生態清潔小流域等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建設。

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
文件並提出，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要優先保證農

業農村投入、提高農業補貼政策效能、完善農產品價格
形成機制、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
融合發展、拓寬農村外部增收渠道、大力推進農村扶貧
開發。
文件提出，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要加大農村基礎

設施建設力度、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全面推進農村
人居環境整治、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投向農村建設、加
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切實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工作。

加快供銷合作社和農墾改革
文件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把農村改革放在突出
位置。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推進農村集體產
權制度改革、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推進農
村金融體制改革、深化水利和林業改革、加快供銷合作
社和農墾改革發展、創新和完善鄉村治理機制。
今年「一號文件」首次引入了農村法治建設相關內

容，文件提出，健全農村產權保護法律制度、健全農
業市場規範運行法律制度、健全「三農」支持保護法
律制度、依法保障農村改革發展、提高農村基層法治
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

《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

的若干意見》發布。這是自2004年以來，中

央「一號文件」連續第十二次聚焦「三農」問

題。今年「一號文件」有五大板塊共分為32

個細項（見附表），首當其衝是糧食安全，文

件針對增強糧食生產能力提出了許多細化要

求，包括永久農田劃定、高標準農田建設、耕

地質量保護與提升以及投融資等等。今年「一

號文件」並首次引入了農村法治建設相關內

容，提出健全農村產權保護法律制度、健全農

業市場規範運行法律制度、健全「三農」支持

保護法律制度、依法保障農村改革發展、提高

農村基層法治水平。

據新華社北京1日電 在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農業
農村發展面臨新挑戰的背景下，此次中央「一號文
件」有哪些新精神、新部署，對當前我國「三農」發
展呈現出的諸多挑戰，文件有哪些破題之舉？對此各
方十分期待。

傳遞發展現代農業明確信號
【困局與挑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養活了世
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以高投入的生產模式，實現糧食
生產十一連增，近年來中國農業取得顯著成績。但同
時發展中也面臨諸多新挑戰，日益稀缺的資源和脆弱
的生態環境，以及不具競爭力的價格，正對農業生產
高投入高產出的舊有發展模式亮起「紅燈」，不少農
民感慨「地越種越硬、越種越薄，肥越施越多、成本
越漲越高」，農業發展如何可持續，成為中國農業發
展面臨的新課題。
【文件破題】文件提出，必須盡快從主要追求產量
和依賴資源消耗的粗放經營轉到數量品質效益並重、
注重提高競爭力、注重農業科技創新、注重可持續的
集約發展上來，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
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文件提出要實施耕地
品質保護與提升行動，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強化農業
科技創新驅動作用。
【專家點評】中國農科院農經所研究員朱立志認
為，當前「耕子孫田種當季糧」的舊有發展模式嚴重
透支地力和產能，已走到盡頭。今天公布的「一號文

件」對「轉方式」濃墨重彩，極具針對性，傳遞出中
國必須走現代農業道路的信號。

力爭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小
【困局與挑戰】近年來，中國農民收入實現「十一連

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然而，在當前經
濟增速放緩的形勢下，佔農民收入大頭的打工收入，其
增長前景不容樂觀；而在家庭經營性收入方面，農業生
產成本上升與大宗農產品價格低迷「雙碰頭」，老鄉的
種田收入增長空間進一步縮窄。新常態下如何讓農民持
續增收，無疑成為「三農」工作的一大新挑戰。
【文件破題】文件明確提出，努力在經濟發展新常
態下保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勢頭。文件強
調，富裕農民，必須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開
發農村二三產業增收空間，拓寬農村外部增收渠道，
加大政策助農增收力度。
【專家點評】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文
件對農民增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破解方案，內外兼
具、多措並舉。文件提出推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提出鄉村生態休閒、觀光農業的思路，對提升農業附
加值，增加農民收入有一定幫助。此外，文件提出推
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可進一步激活農村要素資
源，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了可能。

新農村建設內涵更豐富
【困局與挑戰】近十年來，中國新農村建設取得顯

著成效，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農村基礎設施依然薄
弱，基本公共服務的水平還比較低下，農村的人居環
境還需要大力改善，農村老齡化、空心化程度比較嚴
重。特別是與城鎮相比，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長期滯
後，亟待提升。
【文件破題】文件提出，加快提升農村基礎設施水
平，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今年解決無電
人口用電問題，全面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農村
社會文明程度，讓農村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專家點評】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李國祥認
為，和以往「一號文件」相比，今年文件在強調水、
電、路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還強調公共服務水
平及文化建設，提出要創新鄉賢文化，把農村精神文
明建設提升至新的高度。由「物」到「人」，新農村
建設邁向「看得見青山綠水、留得住鄉愁」的新階
段，內涵更為豐富。

推進改革 農村將迸發新活力
【困局與挑戰】隨着工業化、城鎮化深入推進，農
村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劇，特別是隨着農村社會結
構加速轉型，農戶兼業化、村莊空心化趨勢明顯，誰
來種地、如何種地的問題嚴峻地擺在面前。同時，農
村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流動長期被禁錮，產權歸
屬不清晰，如何「喚醒」農村大量「沉睡的資產」，
已成「三農」發展的一大挑戰。
【文件破題】文件提出，必須把農村改革放在突出

位置。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引導土地經營
權規範有序流轉，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開展
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穩步推進農
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
【專家點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所所長葉興
慶表示，30多年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通過
生產關係調整，釋放了長期被禁錮的生產力，農村經
濟獲得極大發展。當前中國農村面臨的問題仍然在於
舊體制的制約，唯有通過改革來破題。

依法治農 破解「法不下鄉」困局
【困局與挑戰】農村是當前中國法治建設相對薄弱
的領域，一些地方非法徵用農民土地、非法佔有農民
集體資產等問題時有發生；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常常
出現公司與農戶互相「撕毀合同」問題；毀佔耕地，
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的案件屢見報端；「法不下鄉」
成為農村法治的困局。
【文件破題】文件提出，必須加快完善農業農村法
律體系，同步推進城鄉法治建設，善於運用法治思維
和法治方式做好「三農」工作。文件提出要健全農村
產權保護法律制度，加強農村改革決策與立法的銜
接，農村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
【專家點評】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
授鄭風田認為，沒有農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整個
中國的法治化。文件首次用大量篇幅聚焦法治，可見
「依法治農」已成推進「三農」發展的重要工作。

劍指新挑戰 破解「三農」新困局

「三農」工作「五個重大」
■重大課題：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
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如何在經濟增速放緩背景
下繼續強化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重大考驗：國內農業生產成本快速攀升，大宗農
產品價格普遍高於國際市場，如何在「雙重擠
壓」下創新農業支持保護政策、提高農業競爭
力。

■重大挑戰：我國農業資源短缺，開發過度、污染
加重，如何在資源環境硬約束下保障農產品有效
供給和品質安全、提升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重大問題：城鄉資源要素流動加速，城鄉互動聯
繫增強，如何在城鎮化深入發展背景下加快新農
村建設步伐、實現城鄉共同繁榮。

■重大任務：破解這些難題，是今後一個時期「三
農」工作的重大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共分為五大
板塊，前三個板塊分別針對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和農
村建設，最後兩個板塊則是農業改革和農村法治。中
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把這五
大板塊分成兩大部分，五大板塊前頭是三個要，農業
要強、農民要富，農村要美，前頭是今年的任務，那
麼另一個板塊（部分）就是怎麼去實現這三個東西，
那麼我們說改革是動力，法治是保障。

據央視網報道，陳錫文表示，今年「一號文件」的
第一板塊就提出要「圍繞建設現代農業，加快轉變農
業發展方式」。這項內容出現在首頁不僅意味着是
「一號文件」的重點，同樣也是這一段時期以來我國
農業發展的重心。

首提將追求產量轉為數量質量
陳錫文表示，如果發出來大家感覺有新意，最重要

的是放在了轉變農業的發展方式上，首次提出要把追
求產量為主，轉到數量、質量、效益並重上來，這個
（以前提的）並不是那麼多的。
陳錫文表示，促進農民增收也一直是歷年「一號文

件」不可缺少的內容，今年的「一號文件」延續了去年
的思路，提出完善農產品價格機制、提高農業補貼效能
等指導意見，除此之外今年還首次提及要推進農村一二
三產業融合發展。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業附加
值促進農民增收。例如過去農民飼養牛羊，牛羊成熟後
直接出售換取收入，未來如果條件允許將鼓勵農民進行
屠宰加工，統一銷售，這樣農民的收入將更可觀。

三大任務：農業要強農民要富農村要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2015年
中央「一號文件」再度聚焦農業，提出建設現代農
業，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對此，有專家表示，
與去年相比，今年的「一號文件」進一步強調「加
大改革創新力度」，由此可見，中國農業現代化建
設有望加快推進。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
任黨國英向本報表示，無論是深化農村改革還是推
進農業現代化，其目的就是為了轉變發展方式，維
護糧食安全。

農墾改革 冀國有農場先現代化
黨國英表示，促進農民增收也一直是歷年「一號
文件」不可缺少的內容，今年的「一號文件」延續
了去年的思路，提出完善農產品價格機制，提高農
業補貼效能等指導意見。除此之外，今年還提及
要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通過延長農業

產業鏈提高農業附加值，促進農民增收，這也是是
次文件的亮點之一。
另外，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將農墾改革納

入其中，並將之視為改革重點。對此，中國農業大
學教授張正河向本報表示，國有農場承擔着保障中
國糧食安全的重要任務。今年中央重點提及農墾改
革，最重要一點是希望通過機制改革，讓國有農場
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
張正河表示，國家推動農墾改革的原因在於：一
是農場面積大，現代化程度比較高，商品糧產量
大；二是過去農場更多承擔的是社會責任，現在是
希望引入社會資本，改革機制，將國有農場打造成
農業現代化試點基地和『走出去』的基
地。但他同時表示，由於體制固化、配
套措施匱乏等問題，預計這項改革需要
一個較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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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中央「「一號文件一號文件」」提出提出，，要不斷增強糧食要不斷增強糧食
生產能力生產能力。。圖為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一家圖為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一家
玉米收購點整理玉米玉米收購點整理玉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