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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利潤降2.3% 首次連跌7個月

「一號文件」力保農民持續增收
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提「綠色發展」等六內容

中央一號文件五大關鍵詞
●「農業現代化」
回顧近6年來的中央「一號文件」，2011年至
2013年的主題分別是水利、農業科技、新型農業
經營體系，而從2014年至今，則連續三年將「農
業現代化」寫入文件標題。專家認為，「農業現
代化」連續三年「入題」含義深遠。當前，中國
農業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迫切需要通過落實新
理念，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從根本上提升競爭
力，破解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各種難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與當前經濟轉型升級方向相一致，「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一詞今年首次寫入了中央「一號文
件」。專家指出，儘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
文件中僅出現一次，但15,000字的文件內容通篇
體現出農業供給側改革思路。
●「綠色發展」
中國農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
資源環境代價，出現耕地品質下降、地下水超
採、農業面源污染加重等問題，資源與環境的
緊箍咒越繃越緊。文件還提出，強化食品安全
責任制，把保障農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作為衡
量黨政領導班子政績的重要考核指標。這意味
着「舌尖上的安全」或將與領導幹部的「官
帽」緊密聯繫在一起，督促地方政府把更多精
力放在食品安全問題上。
●補齊「短板」
今後五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
農村成為最需要補齊的那塊短板。對此，文件提
出，把國家財政支持的基礎設施重點放在農村，
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農村基礎設施，加快
推動城鎮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開展農村人居環
境整治行動和美麗宜居鄉村建設，推進農村勞動
力就業創業和農民工市民化，實施脫貧攻堅工
程，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產業融合」
「十二五」期間，中國農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
9.5％，2015年農民人均收入突破萬元大關，增
幅連續第6年高於GDP和城鎮居民收入增幅。然
而，農民收入不高且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隨着
農產品價格下行和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乏力「雙
碰頭」，保持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難度加大。
對此文件提出，必須充分發揮農村的獨特優勢，
深度挖掘農業的多種功能，培育壯大農村新產業
新業態，推動產業融合發展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
支撐，讓農村成為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資料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1
月27日發佈的工業企業財務數據顯示，因內外需求不
足、工業品價格下滑、成本居高不下，2015年中國規
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3%，主營活動利
潤同比下降4.5%，均為多年來首次下降，且降幅在年
末呈擴大態勢。2015年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
比下降4.7%，較11月降幅擴大3.3個百分點，至此工
業利潤已創紀錄地連續下滑七個月。專家指出，工業
企業利潤惡化，核心問題在於產能嚴重過剩，亟待供
給側改革，破解產能過剩困局，改善企業經營。
在各類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的降幅最為顯

著，而私營企業利潤則實現了小幅增長。數據顯示，
2015年，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0,944億元，比上
年下降21.9%；集體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07.5億元，下
降2.7%；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總額42,981.4億元，下降
1.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5,726.1
億元，下降1.5%；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3,221.6億
元，增長3.7%。

29工業行業利潤比上年增長
分行業來看，2015年，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29
個行業利潤總額比上年增長，12個行業下降。其中，利

潤增長幅度較大的行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利潤總額
比上年增長6.4%，紡織業增長5.1%，石油加工、煉焦
和核燃料加工業增長9.7倍，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
業增長7.7%，汽車製造業增長1.5%。

能源礦產等利潤大縮水
但與此同時，能源、礦產相關行業的利潤在過去一年大

幅縮水。其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下降65%，石油和天然
氣開採業下降74.5%，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下降
67.9%。煤炭等五大產能過剩行業利潤減少近5,000億，而
全部行業利潤減少僅約1,500億。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博士指出，2015年工業企業利
潤同比為多年以來首次下降，主要是因為，2015年因國
內外市場需求不足，工業企業生產和銷售增長明顯放

緩；工業品價格明顯下降加劇效益下滑；採礦和原材料
行業利潤下降明顯；此外，企業成本居高不下，流動資
金緊張制約企業生產經營。

結構調整升級顯現成效
何平表示，雖然2015年工業企業效益狀況形勢嚴

峻，但工業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顯現成效，符合轉型升
級方向的行業利潤保持較快增長。其中，高技術製造業
利潤比上年增長8.9%，裝備製造業增長4%，消費品製
造業增長7%。
此外，降息、減稅、清費等政策對企業降本增效產生

一定積極作用，其中降息效果較為明顯，2015年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利息支出比上年下降2.3%，利息支出佔年末
負債合計的比重為2.15%，比上年下降0.17個百分點。

這是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十
三次聚焦「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該

文件包括持續夯實現代農業基礎，提高農業質量效
益和競爭力；加強資源保護和生態修復，推動農業
綠色發展；推進農村產業融合，促進農民收入持續
較快增長；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提高新農村建設水
準；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
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領導等六部分內容。

新理念解「三農」難題
文件稱，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
大背景下，如何促進農民收入穩定較快增長並確保如
期實現全面小康，如何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以確保
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實現有效供給，如何提升農業競爭
力贏得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主動權，已成為農業農村
發展必須完成和破解的歷史任務和現實難題。
文件指出，把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增進農民福祉

作為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用發展新理
念破解「三農」新難題，厚植農業農村發展優勢，
加大創新驅動力度，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保持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
持續增收，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
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新型城鎮化與新農
村建設雙輪驅動、互促共進，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
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改革聚焦結構效益」
文件提出，到2020年，現代農業建設取得明顯進
展，糧食產能進一步鞏固提升，國家糧食安全和重
要農產品供給得到有效保障，農產品供給體系的品
質和效率顯著提高；農民生活達到全面小康水準，
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
差距繼續縮小；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
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農
民素質和農村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升，社會主義新
農村建設水準進一步提高；農村基本經濟制度、農
業支持保護制度、農村社會治理制度、城鄉發展一
體化體制機制進一步完善。
「農業供給側改革不是聚焦數量問題，主要是結
構和效益問題。」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認為，近年
來中國糧食連年增產，供求總量基本平衡，但結構
性矛盾問題也十分突出。玉米出現階段性供過於
求，大豆缺口逐年擴大，優質飼草供應不足，有效
供給不能適應需求變化。

繼續完善「三權分置」
去年12月底召開的中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已指
出，要着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
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
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
文件並提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到

2020年基本完成土地等農村集體資源性資產確權登
記頒證、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到本集體經濟組織成
員，健全非經營性資產集體統一運營管理機制。穩
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
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完善「三權分置」辦
法，明確農村土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的具體規定。
繼續擴大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整省推進試點。
依法推進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引導農戶自
願互換承包地塊實現連片耕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2016

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落實發展新理

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

干意見》昨日發佈，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保

持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一號文件」
以專門章節闡述農業生態問題，指推動農業可持續發
展，必須確立發展綠色農業就是保護生態的觀念，加
快形成資源利用高效、生態系統穩定、產地環境良
好、產品品質安全的農業發展新格局。

提高草原生態保護獎勵
文件指出，要加快農業環境突出問題治理。基本形

成改善農業環境的政策法規制度和技術路徑，確保農
業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總體得到遏制，治理明顯見到成
效。實施並完善農業環境突出問題治理總體規劃。加
大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實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
動，實施種養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無害化處理區域
示範工程。積極推廣高效生態循環農業模式。探索實行
耕地輪作休耕制度試點，通過輪作、休耕、退耕、替代
種植等多種方式，對地下水漏斗區、重金屬污染區、
生態嚴重退化地區開展綜合治理。實施全國水土保持
規劃。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綜合治理。

另一方面，加強農業生態保護和修復。實施山水
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進行整體保護、系統
修復、綜合治理。到2020年森林覆蓋率提高到23%
以上，濕地面積不低於8億畝。擴大新一輪退耕還
林還草規模。擴大退牧還草工程實施範圍。實施新
一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適當提高補獎標
準。實施濕地保護與恢復工程，開展退耕還濕。建
立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制度。加強歷史遺留工礦廢棄
和自然災害損毀土地復墾利用。開展大規模國土綠
化行動，增加森林面積和蓄積量。
加強三北、長江、珠江、沿海防護林體系等林業重
點工程建設。繼續推進京津風沙源治理。完善天然林
保護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採伐。完善海洋漁
業資源總量管理制度，嚴格實行休漁禁漁制度，開展
近海捕撈限額管理試點，按規劃實行退養還灘。加快
推進水生態修復工程建設。建立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
制，開展跨地區跨流域生態保護補償試點。編制實施
耕地、草原、河湖休養生息規劃。

遏制農業生態環境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民眾關切的糧
食安全問題，「一號文件」指出，將加強農業轉基因
技術研發和監管，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

健全農田到餐桌監管體系
文件稱，要強化現代農業科技創新推廣體系建

設。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總體上達到發展中國家領先
水準。統籌協調各類農業科技資源，建設現代農業
產業科技創新中心，實施農業科技創新重點專項和
工程，重點突破生物育種、農機裝備、智能農業、
生態環保等領域關鍵技術。強化現代農業產業技術
體系建設。加強農業轉基因技術研發和監管，在確

保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
文件並指出，將加快完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到

2020年農獸藥殘留限量指標基本與國際食品法典標
準接軌。加強產地環境保護和源頭治理，實行嚴格
的農業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
農藥，實施獸用抗菌藥治理行動。加快健全從農田
到餐桌的農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建立全
程可追溯、互聯共享的信息平台，加強標準體系建
設，健全風險監測評估和檢驗檢測體系。
文件特別強調，強化食品安全責任制，把保障農

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作為衡量黨政領導班子政績的
重要考核指標。

慎重推廣轉基因技術

■■中央中央「「一號文件一號文件」」昨日發佈昨日發佈，，連續第十三次聚焦連續第十三次聚焦「「三農三農」，」，
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六部分內容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六部分內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增進農民福祉是農村工作的重點。 資料圖片

■■文件指出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農業轉基文件指出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農業轉基
因技術因技術。。圖為市民選購轉基因食品圖為市民選購轉基因食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號文件一號文件」」以專門章節闡述農業生態問題以專門章節闡述農業生態問題，，指推動農業可持指推動農業可持
續發展續發展，，必須確立發展綠色農業就是保護生態的觀念必須確立發展綠色農業就是保護生態的觀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