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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中國農業

轉型的路徑探索 

雷青林 

 
 

摘要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糧食生產和供給一直是關係國家安全的重大

問題。本文從中國農作物播種面積和糧食產量的變化入手,分析了中國糧

食生產和供給的現狀。結果顯示,儘管總體糧食產量有所增加,但糧食播種

面積卻有所下降,且大豆等重要糧食作物的產量增長緩慢。同時,中國每年

大量進口糧食,尤其是大豆,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糧食進口國。造成這一問

題的根本原因在於"糧賤傷農"的現象,即糧食價格長期偏低,導致農民種

植糧食無利可圖甚至虧本。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提出了"國家大糧食產業

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該方案通過強大的國有資本投資,實現企業化農業

工人生產糧食,改造缺水低產耕地,開墾荒地增產糧食,並通過提高糧價來

體現糧食生產成本。同時,財政資金不再補貼糧食生產,而是轉向補助城鄉

低收入居民的食品消費。該方案不僅可以解決糧食生產問題,還能有效破

解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市場消費不足、就業難等困境,為實現中國式社

會主義鑄造輝煌的經濟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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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國農業正處於轉型的十字路口。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失，導

致農田荒廢和糧食生產能力下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諸多挑戰。與此同時，建築業和房地產

市場的萎縮使得大量工人失業，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一系列問題不僅威脅到國家糧食安

全，也對經濟的整體健康構成了嚴峻考驗。 

在此背景下，國家大糧食產業的建設顯得尤為重要。通過推動農業現代化和實現規模化生

產，可以有效提升糧食產量，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此外，發展農業工人經濟方案，能夠為失業

的建築工人和農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促進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經濟協調發展。這不僅有助於減輕

失業帶來的社會壓力，也能啟動農村經濟，提升農民的收入水準，改善生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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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提出通過國家大糧食產業的發展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的實施，來應對當前農業轉

型面臨的挑戰，促進經濟均衡發展，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這一戰略將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奠定

堅實的基礎，確保農業在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二、 中國农业生產現狀 

近年來，中國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保持在117,000千公頃左右，呈現出小幅度波動增長的

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202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鑒》的資料，播種面積達到了118,332

千公頃，同比增幅為0.59%。與2012年的114,368千公頃相比，增幅為3,963.96千公頃，增幅約

為3.47%。得益于技術進步等因素的推動，中國糧食產量長期保持穩定增長。從2012年至2023

年，糧食總產量從61,222.62萬噸波動增長至68,653萬噸，增幅達到7,430.38萬噸，增幅約為

12.14%。 

在市場價格方面，由於飼料糧供應偏緊，中國大豆、小麥、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的平均市

場價格呈現出波動增長的趨勢。從2021年1月至2022年11月，大豆的月均市場價格增長了

2.56%，小麥增長了19.9%，而玉米則增加了11.98%。儘管我國小麥的單產水準已達到世界先

進水準，2023年的平均單產為390.4公斤/畝，十年間增長了22.3%，但與英、法、德等單季種

植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此外，優質小麥的進口量也在快速增長，2023年進口量達到

996萬噸，同比增加1.9%，這表明國內對優質小麥品種的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滿足。 

中國自2008年以來成為世界糧食進口第一大國，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國內糧食需求旺盛，迫切需要依賴進口來增加供應以滿足市場需求。作為一個人口

大國，中國的耕地面積有限，加之水資源緊張和環境污染等問題，糧食生產的擴張受到制約。

為了滿足龐大的飲食需求，中國必須合理利用國際市場的資源。 

其次，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現象顯著。中國的農業生產成本相對較高，而國外的農業生產

成本較低，這使得進口糧食變得更加便宜。因此，許多糧食生產和加工企業更傾向於在國際市

場上採購低價糧食，以降低生產成本。 

第三，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中國建立了龐大的糧食儲備體系，以便在特殊情況下調節市

場價格。同時，為了確保農民的種糧收益，中國對主要糧食實行進口關稅配額管理，以防止國

外低價糧食對國內市場造成衝擊。 

中國作為一個擁有悠久農耕文明的大國,如果過度依賴國際糧食市場,將面臨嚴重的糧食

安全風險。一旦出現糧食減產或貿易限制等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盪和經濟危機[1][3]。因此,

中國必須堅持"中國人的飯碗要裝中國糧"的戰略,通過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強化主銷區責任等措

施,確保國內糧食生產能力,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農業生產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農村勞動力逐漸老齡化，婦女和老人已成為主要的種糧

生產力量。目前，農村婦女的勞動力占農村總勞動力的65%，而60歲以上的老人更是成為種糧

的絕對主力，占到了93.2%。 

隨著年輕人大量外出務工，農村出現了“空心村”現象，留在農村的主要是婦女和老人，

他們承擔了大部分的種糧任務。然而，農村婦女和老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其中73.7%的人

僅有初中及以下學歷，這給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帶來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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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業轉型的必要性 

實現農業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農業農村現代

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農業現代化是實現高品質發展

的必然要求。農業轉型不僅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實現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任務。通過引入現代管理

理念和先進技術，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對於實現這一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通過引入現代管理理念和先進技術，可以顯著提升農業生產的規模化

和集約化水準。現代管理理念，如精准農業和智慧農業，能夠實現對農業生產的全面感知、定量

決策和智慧控制。先進技術，包括物聯網、大資料和人工智慧等，説明實現農業生產的自動化、

資訊化和智慧化，從而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農業現代化有助於增加國內糧食生產，減少對農產品進口的依賴，提

高糧食供給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通過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和產量，能夠滿足日益富裕人口對多樣化

食品的需求，從而確保 14 億人口的整體糧食安全。 

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農業轉型能夠有效提高農民收入水準，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現代

農業技術的應用不僅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還增加了農業及相關產業的整體價值，從而推動農民

收入的增長。這有助於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的公平與和諧發展。 

參考借鑒國際經驗： 歐美國家的農業發展經驗表明，政府的支持和補貼政策對農業現代化

至關重要。例如，美國政府自 19 世紀後期以來制定了一系列農業政策，如《贈地法案》和《農

業調整法》，通過價格支持、生產調控和農業科技投入等措施，推動了美國農業的企業化發展和

現代化轉型。此外，歐盟自 1962 年建立共同農業政策（CAP）以來，也不斷調整和完善其農業

政策，採取價格支持、直接補貼以及農業結構調整等手段，促進了歐洲農業的現代化。 

中國可以借鑒這些成功的經驗，結合自身國情，制定適合的農業政策。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

支持，鼓勵農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而提高農業的整體競爭力。例如，可以建立健全農業補

貼政策體系，加大對農業科技研發和推廣的投入，進一步促進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專業化和機械

化。 

四、 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 

隨著全球人口的不斷增長和資源的日益緊張，糧食安全問題愈發重要。為應對這一挑戰，本

論文提出了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該方案旨在通過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模式，提高

國家糧食產能，確保糧食安全，同時促進農業工人的就業和收入增長。 

我採用了定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在四川省廣元山區進行了長達 7 年

的田野調查，與農民共同勞作，深入體驗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收集第一手資料。與此同時，與

農業管理部門領導的緊密合作，為理解政策層面的影響提供了寶貴的視角。此外，我通過半結構

化訪談的方式，與國內外農業專家、政府官員及農業工人進行了深入交流，收集他們對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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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和機遇的看法。這些訪談內容經過分析，提煉出關鍵主題和模式，為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

工人經濟方案提供了堅實的實證基礎。 

（一）宗旨與目標 

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旨在實現以下幾個主要目標： 

資源的有效利用：通過租賃農民的耕地，確保閒置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同時為農民提供穩定

的經濟收益。這種模式既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又能減輕農民的經濟壓力。 

現代化農業生產：方案將招收農業工人，通過提供培訓和現代化設備，引進先進的農業生產

技術，提升生產效率和作物品質。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將有助於提高糧食的整體產量。 

荒地與低產耕地的開發：開墾荒地和改造低產耕地是提升國家糧食產能的重要手段。通過國

家、地方和社會資本的共同出資，開發未利用的土地資源，以增加糧食的生產能力。 

保障農業工人的權益：為農業工人提供穩定的工作崗位和社會保障，確保他們在經濟波動中

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不僅有助於吸引更多人從事農業工作，也能提升農業生產的整體水準。 

（二）运营模式 

為確保方案的成功實施，以下是其核心運營模式： 

聘用農業工人：方案將採用聘用模式，提供穩定的薪酬和社會保障。這種方式不僅能夠吸引

更多人參與農業生產，還能提升農業工人的工作積極性和生產效率。 

引進現代化設備：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方案將投資先進的農業機械和技術，引入智慧化管理

系統，以提升土地的生產能力。 

可持續發展策略：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將重視生態保護，採用可持續的農業

生產方式，例如推廣有機農業和精准農業，減少化肥和農藥的使用，以保護生態環境。 

（三）政府支持措施 

為了確保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順利運營，政府將提供以下支持措施： 

價格成本核算：政府將參與糧食價格的成本核算，確保方案在微利的基礎上運營。這一措施

將有效避免因價格波動導致的生產不穩定。 

補貼政策的調整：政府計畫取消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將這部分資金轉用于低收入居民的

補助，幫助他們應對食品價格的上漲，保障基本生活需求。這一政策將有助於實現資源的合理配

置，促進社會公平。 

差價稅政策：為保護國內農民的利益，政府將對國際市場進口的低價糧食徵收差價稅，確保

國內糧食價格的穩定，從而維護本土農業的競爭力。 

農業稅的徵收：對獲得高利潤的種糧大戶和企業，政府將徵收適當的農業稅，以確保他們為

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稅收將用於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民培訓。 

（四）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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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該方案的有效實施，需採取以下步驟： 

政策宣傳與培訓：通過多種管道向農民和農業工人宣傳新政策，確保他們瞭解政策內容及其

帶來的利益。這將有助於提高政策的接受度和實施效果。 

試點方案的開展：在部分省份開展試點專案，以評估方案的運行效果和市場反應。根據試點

結果，及時調整政策，確保其適應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 

回饋機制的建立：設立農民和農業工人的回饋管道，收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確保政策能夠

真正符合基層需求，增強其可操作性。 

定期評估與調整：每年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評估，根據市場變化和生產情況及時調整政策，

以確保政策的長期有效性和適應性。 

（五）预期效果  

通過以上措施的實施，預期能夠實現以下效果： 

提高糧食產能：通過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和有效的土地利用，方案將顯著提升國家的糧食自給

自足能力，減少對外依賴。 

促進農業就業：農業工人作為一種非常穩定的職業，其生產的糧食是一種永恆的商品，遠比

房地產和小工業等競爭激烈的行業更具吸引力。該方案將為大量農民工和城市青年提供農業工人

崗位，快速拉動地方經濟增長，擴大市場消費。例如，廣元市的案例顯示，解決 39 萬農業工人

的就業問題將有效促進地方經濟的活躍。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通過解決種糧農民的就業問題，地方政府將不再需要為農村的扶貧和救

助支出大量資金。大量農業工人的就業帶來固定工資，進而增加消費，推動地方經濟的活躍發展。

地方政府可以減少對硬化土地建設工程的依賴，通過增長的稅收逐步償還舊債，將資金投入醫療

保障、教育補貼等領域，降低居民負擔，發展文化事業和環境保護。 

接替建築業工人的就業：農業工人的新戰略實施將順利接過建築業工人的就業和支付工資

的難題。建築業工人大多來自農村，許多工人在農村仍有土地和房屋，選擇農業工人作為新的職

業是合理且積極的。 

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通過合理的補助政策，幫助低收入居民應對食品價格上漲的問題，保

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五、 结语  

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旨在通過國家資本的投入、現代化農業企業的建立、農

業工人的吸納、荒地的開墾和耕地的改造等多方面措施，提升國家的糧食產能。同時，結合價格

調控和補貼政策，保護農民和低收入群體的利益，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通過這一方案，期待

實現糧食安全、農村發展與社會和諧的良性迴圈，為國家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此外，該方案不僅能夠有效解決建築業和房地產的過剩產能問題，還為失業工人提供新的就

業機會，尤其是幫助農民轉變為收入有保障的農業工人。這一轉變不僅為農民提供了穩定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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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還帶來了固定的薪酬和社會保障，幫助他們實現收入的穩定增長，改善家庭生活條件，增

強經濟安全感。 

農業工人的職業化將顯著緩解農村就業壓力，降低失業率，並增強社會的穩定性。這種職業

轉型不僅能減少因失業引發的社會問題，還能增強農村社區的凝聚力，促進社會和諧。 

更重要的是，農業工人的收入穩定性將直接推動消費增長，從而刺激地方經濟的發展。隨著

農業工人收入的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增強，將進一步擴展農村消費市場，推動相關產業的繁榮，

如食品加工和農業機械等。這一轉型也將促進農村經濟的轉型升級，使農業工人成為現代農業的

主要參與者與受益者，提高農業的附加值，優化農村經濟結構。 

國家大糧食產業與農業工人經濟方案的實施為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通過

政府、企業和農民的共同努力，有望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活力，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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