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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湘西的一个苗寨里，村民
通过农耕文艺表演、编草鞋、纺纱、织
布、编花带等传统工艺制作展示，每
月平均能赚到 2000 多元。正在展示
编织工艺的八旬老伯吴信胖激动地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展示：“没
想到 80多岁了，还能领到工资。”

竹山村距离凤凰古城只有 30 公
里，曾经却是一个深度贫困村。村里
青瓦黄墙的苗家民居依山而建，就地
取材的使用石块垒砌而成，历经几百

年 ，形 成 了 一 道 独 特 的 苗 寨 风 貌 。
2014年，竹山村就被列入第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然而，这个依山傍
水、别具民族特色的苗寨藏在“深闺”
中，村民守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
全村 294 户 1191 人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有 65户 272人。

2018年，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
村帮扶，指了条发展旅游产业的路
子。昔日狭窄险峻的进村道路，改扩
建成国家三级旅游公路，彻底打通竹

山与外界联通的“最后一公里”。
当时村里 100多栋苗家民居大多

还是危房，帮扶工作队没有推倒重建
“造新景”，而是保留原生态，通过协
调争取上级传统村落保护资金 300万
元，对苗寨进行安全加固和保护修
复，修旧如旧。

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村民也化
身“演员”，在家门口还原苗家生活场
景，让这个“名不见经传”村子变成了
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景点。

曾经因病致贫的村民吴旗榜说：
“以前种稻谷，自家吃饱都成问题。
现在我是员工，在村口桥上表演拦门
酒，和游客对歌，每月收入 2000 多
元。晚上还参加文艺表演，城里人跳
广场舞，我们唱歌跳舞就把钱赚了。”

对于未来的日子，吴旗榜信心满
满，他介绍说：“我还种了 5亩猕猴桃，
今年已经挂果，现在只能自家吃。再
过几年就能上市了，游客多不愁销
路。” （人民日报）

2020年三季度，在各项支农惠农政
策的积极作用下，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向
好，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种植结构
持续优化，生猪产能持续恢复，农业投
资快速增长，农产品贸易持续改善，农
民收入稳定增长。从未来预期看，四季
度农业景气有望延续回升态势；明年一
季度，由于疫情造成同比基数较低的影
响，景气指数会有明显回升。

2020年三季度，我国农业经济持续
向好，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中经
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三季
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以下简称
农经景气指数）为 99.5，比二季度回升
1.1点，且比上年同期水平高 0.6点。中
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以下简称农经预
警指数）为 80.0，与二季度持平，继续在

“浅蓝灯区”运行。

农经景气指数持续回升

与二季度相比，三季度构成农经景
气指数的 6 项指标（仅剔除季节因素，
保留随机因素）均不同程度回升：农业
生产、财政农林水支出、务农收入和农
业投资增速继续回升，农产品出口降幅
持续收窄，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好转。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的景气指数（农
业经济景气指数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
比农经景气指数低 2.0点。

以上数据表明，面对疫情冲击以及
洪涝灾害、重大病虫害的不利影响，国
家及时出台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保粮食
生产、促农业稳定，对农业景气水平的
提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季度，农经预警指数为 80.0，连
续三个季度持平，继续在“浅蓝灯区”
运行。在构成农经预警指数的 10项指
标中，位于“红灯区”的有 1 项指标，为
猪料比；位于“黄灯区”的有 1 项指标，
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位于“绿灯
区”的有 2 项指标，分别为谷物及制品
进口额和农林水财政支出；位于“浅蓝
灯区”的有 3 项指标，分别为农林牧渔

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逆转）和粮油食品零售；位于“蓝灯
区”的有 3 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增
加值、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和农产
品出口。从预警指数结果看出，虽然农
经景气指数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但部
分指标依然偏低，农业经济的恢复态势
仍需进一步巩固。

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前 三 季 度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48122.5亿元，同比增加 2.3%，比上半年
累计增速上升 1.4个百分点。

粮食生产丰收在望。前三季度，农
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增
速 与 上 半 年 持 平 ，其 中 三 季 度 增 长
3.9%。夏粮早稻实现增产增收。全国
夏粮早稻产量合计 3402 亿斤，其中全
国夏粮产量 2856亿斤，增加 24.2亿斤，
同比增长 0.9%；早稻产量 546 亿斤，增
加 20.6亿斤，同比增长 3.9%，扭转了连
续多年下降的趋势。秋粮丰收在即。
今年我国加大双季稻种植补贴支持力
度，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为粮食丰收
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主要秋粮作物
总体长势较好，秋粮生产有望再获丰
收。粮食种植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优质
小麦、优质稻谷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大豆播种面积持续增加。据农业农村
部预计，全年粮食产量有望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将再创历史新高。

畜牧业产能正在加速恢复。前三
季度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5251 万吨，
同比下降 4.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6.1
个百分点。其中，生猪产能持续恢复。
今年各地采取增加资金补贴、保障生产
用地等措施推进生猪复产扩能，生猪存
栏连续回升。三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
37039 万头，比二季度末增长 9.0%，自
上年四季度以来连续四个季度环比增
加；生猪出栏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前三
季度全国生猪出栏 36186万头，同比下
降 11.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8.2 个百

分点，其中三季度出栏同比由负转正，
增长 15.1%；前三季度猪肉产量为 2838
万吨，同比下降 10.8%，降幅比上半年
收窄 8.3个百分点。牛羊生产也基本稳
定。前三季度全国肉牛出栏 3093 万
头 ，比 上 年 同 期 减 少 43 万 头 ，下 降
1.4%；牛肉产量450万吨，减少8万吨，下
降 1.7%；牛奶产量 2329 万吨，增加 175
万吨，增长 8.1%。三季度末全国牛存栏
9572 万头，同比增长 2.3%，环比增长
4.0%。前三季度全国羊出栏 21049 万
只，比上年同期减少 733 万只，下降
3.4%；羊肉产量324万吨，减少6万吨，下
降1.8%。三季度末全国羊存栏31217万
只，同比下降 0.1%，环比增长 2.1%。家
禽生产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前三季度全
国家禽出栏107.9亿只，比上年同期增加
5.9 亿只，增长 5.8%；禽肉产量 1639 万
吨，增加 100万吨，增长 6.5%；禽蛋产量
2493万吨，增加121万吨，增长5.1%。三
季度末全国家禽存栏 67.2亿只，同比增
长7.5%，环比增长17.1%。

农产品出口降幅持续收窄

前三季度，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544.4亿美元，同比下降 2.7%，降幅比上
半年收窄 1.0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季度
收窄。

我国优势农产品积极克服疫情影
响，出口状况逐步好转。前三季度，水
海产品出口同比下降 10.8%，分别比 1
月至 3月、1月至 6月累计降幅收窄 7.2
个和 5.7个百分点；鲜、干水果及坚果保
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 22.7%。

前三季度，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
额为 6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5.7%，增
速比上半年上升 24.4个百分点，呈大幅
上升态势。其中，小麦、玉米、高粱进
口呈快速增长态势。数据显示，小麦进
口 17.1亿美元，同比增长 157.3%，增速
比上半年上升 73.1个百分点；玉米进口
14.3亿美元，同比增长 68.8%，增速上升
52.9个百分点；高粱进口 8.2亿美元，同

比增长 481.2%，增速虽不及上半年但
仍呈快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大麦的
进口也呈快速回升态势，前三季度大麦
进口 10.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7%，降
幅比上半年收窄 19.1 个百分点。稻谷
及大米进口需求总体平稳，前三季度进
口 8.8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而上半
年为同比增长 2.8%。谷物及其制品进
口的快速攀升主要在于国内养殖业快
速回升，玉米等饲料用粮需求增加、价
格上涨进而带动粮食进口需求的增加。

农产品生产价格涨幅回落

三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
14.8%，涨幅比二季度回落 6.3 个百分
点，涨幅连续两个季度回落。农产品生
产价格涨幅的回落主要与畜牧业特别
是生猪价格涨幅回落有关。

从主要农产品来看，猪、牛价格涨
幅均不同程度回落，活羊价格涨幅基本
持平。三季度生猪生产价格同比上涨
59.0%，涨幅回落 30.3个百分点；活牛生
产价格上涨 8.9%，涨幅回落 3.7个百分
点；活羊价格上涨 10.3%，涨幅基本持
平（微升 0.1个百分点）。蔬菜价格上涨
较快。三季度蔬菜价格上涨 9.1%，而
二季度为同比下降 3.2%。

从三大主粮看，玉米价格快速上
涨，稻谷价格温和上涨，小麦价格有所
回落。数据显示，三季度玉米价格同比
上涨 8.5%，涨幅比二季度上升 3.7个百
分点；稻谷上涨 2.3%，涨幅上升 1.1 个
百分点；小麦价格下跌 1.2%，而上季度
为上涨 1.8%。

生猪价格冲高回落，猪料比总体高
于二季度。三季度，猪料比为 13.41∶1，
比二季度有所回升，但低于此轮“猪周
期”的最高水平。分月来看，生猪价格
呈现先涨后跌走势。7 月由于生猪出
栏大幅收窄，市场供应趋紧，加之上涨
的价格激发养殖户惜售情绪，进一步推
高市场价格，6 月第 4 周生猪价格为每
公 斤 33.77 元 ，8 月 第 1 周 升 至 37.44

元。之后，随着生猪出栏量的增加，供
求紧张局面有所缓和，生猪价格逐步回
落，9月第 4周降至每公斤 35.15元。虽
然生猪产能的恢复平抑了生猪价格上
涨态势，但对饲料需求的增加导致饲料
价格持续攀升。7月第 1周饲料价格为
每公斤 2.61元，9月最后一周升至每公
斤 2.82元。总体来看，生猪养殖盈利水
平有所下降。

从后期走势来看，我国通过生猪规
模化标准化养殖，加大政府补贴力度，
以及龙头企业带动等方式加快生猪产
能的恢复，生猪供给形势持续改善，预
计生猪价格或将稳步下行。

务农收入增速持续回升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
巩固，餐饮等行业的防疫限制措施逐步
放宽，居民外出就餐消费回升，居家消
费减少，粮油、食品零售额增速回落至
疫情前水平。前三季度，反映最终消费
的粮油、食品零售额为 11109.7亿元，同
比增长 10.6%，增速比二季度回落 2.3
个百分点，但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零
售终端食品需求接近疫情前水平。

务农收入增速持续回升。前三季
度，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3788
元，同比名义上升 4.5%，比上半年增速
上升 2.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2297 元，增长 5.8%，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1.6%，而上半年为同比
下降 1.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名义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3.0 个百分点，
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9个百分点。

养殖业带动农业投资持续加速。
前三季度，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15.3%，增速比上半年上升 9.8
个百分点。其中，受生猪养殖投资需求
的带动，畜牧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加
速，前三季度达 80.0%，比上半年累计
增速上升 31.9 个百分点；农业（种植
业）、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均不同程度好
转，前三季度投资同比分别下降 6.6%

和 17.8%，比上半年降幅分别收窄 4.3
个和 10.2个百分点；林业固定资产投资
由增转降。

财政加大支农力度。政府加大“三
农”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农业发展短
板，支农财政资金增速持续加快。前三
季度，财政农林水支出 15916 亿元，同
比增长 9.9%，比上半年上升 2.0个百分
点。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
人均 22886.7 元（可比价），同比增长
5.6%，增速比二季度上升 1.4 个百分
点，趋近疫情前增长水平。

总体来看，三季度，在各项支农惠
农政策的积极作用下，农业经济延续恢
复性增长态势，种植结构持续优化，生
猪产能持续恢复，农业投资快速增长，
农产品贸易持续改善，农民收入稳定增
长。

从未来预期看，全年粮食有望再获
丰收，为稳定市场预期、确保粮食安全
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随着生猪产能恢
复政策的积极落实，猪肉供求形势将进
一步好转，农产品价格涨幅有望继续回
落。然而，疫情在全球多地反弹，产业
链供应链再次受阻，加之多国限制甚至
停止粮食出口，国际农产品市场运行的
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综合来看，四季度
农业景气有望延续回升态势，明年一季
度由于疫情造成同比基数较低的影响，
景气指数会有明显回升。

经模型测算，2020 年四季度、2021
年一季度农经景气指数分别为 99.8 和
101.2，农 经 预 警 指 数 分 别 为 83.3 和
86.7，预警灯号有望回升至正常的“绿
灯区”运行。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规模化
程度不高、农产品品种结构不合理、抗
风险能力较弱等深层次矛盾问题依然
突出。为确保我国农业稳步发展，需深
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毫不放松抓好粮
食生产，不断夯实农业稳产保供能力，
打牢农业发展基础。 （经济日报）

“十三五”时期，我国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十
四五”时期，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

“现代化不现代化，关键看农民
和农村是否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刘
守英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城
乡关系将延续“十三五”时期的革命
性跃迁态势，作为劳动力迁移主力
军的 80 后及 90 后的离土、出村、不
回村、不返农，农民与土地的黏度发
生变化，乡村的人地关系松解、农地
权利重塑、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农业

发展方式转型、城乡关系改变，呈现
出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
中国”的成型。

刘守英表示，在新城乡中国格局
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就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的，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如何改？刘守英认为，具体而言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双向流动。我国土地大规模扩
张的城市化阶段已过，具备了按照
公共利益、市场价补偿、程序公开透
明原则改革征地制度的条件，应“建

立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
制，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保障城市
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健全城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
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制度。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
下，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用
集体建设用地从事非农建设，享有
出租、转让、抵押集体建设用地的权
利。允许城中村农民集体利用集体
土地直接提供租赁房，解决进城农
民在城市的体面落脚和居住问题。
按照城乡融合的空间形态，在用地
类型、标准、规划编制等方面保证多
功能、新产业、新业态、新形态在乡
村落地。

二是深化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
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我国农业
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农业发展方式
已经向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农业
的内涵、功能、要素组合、业态等呈
现势不可挡的变化，农地制度和经
营制度变迁决定农业转型的成败。
必须“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三十年政策”，依法保障农民
土地权利。实施农地三权分置，明
确集体所有权、确保农民承包权、依
法对经营权设权赋权。“发展多种形
式适度规模经营”，创新集体资源资
产的集体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
等多种方式，保障集体成员按份共
有集体资源资产经营收益。“健全农

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农业
经营适度规模化、服务规模化，区域
种植规模化、市场化实现农业规模
报酬。

三是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促进乡村现代化。城乡中国阶段，
乡村的分化还会加剧，部分乡村的
活化和部分乡村的衰败并存。乡村
振兴的公共政策是如何让有条件复
兴的乡村能活得更好，让一些衰败
的乡村相对体面，宅基地制度改革
对两类村庄的变迁均非常重要。应
该“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
用权分置实现形式。保障进城落户
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
体收益分配权，鼓励依法自愿有偿

转让”。改革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制
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偿获得集
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赋予农民宅
基地财产权，农民宅基地可以有偿
退出，可出让、转让、交易，从事乡村
相关产业。

实行宅基地权利与集体建设用
地权利的同权，在实行集体建设用
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的同时，推
进农村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的同
地同权。改革村庄和宅基地治理体
制，将村庄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范围，
在村庄规划中，控制和锁定村庄宅
基地总量，对宅基地管理实行总量
和规划管制。

（光明日报）

农业经济持续向好 农民收入增长稳定

吃上“旅游饭”苗寨八旬老人晒出工资卡

全面深化改革 让农村焕发新的活力
——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教授刘守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