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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以農立國” 

 民以食為天，在中國， 

   吃飯問題確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1）見面的稱呼： 

  （2）中國的成語及名詞等與吃有關 

  （3）潮州粥  

  （4）舊中國，饑餓始終是一個大難題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耕地相對不足的國家。
糧食問題是歷代政府都面臨的一個非常棘手的
問題。   舊中國的農業發展水平極為低下，有
80%的人口長期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遇有自
然災害，更是餓殍遍地。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僅
為210公斤。新中國成立伊始，糧食產需矛盾，

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銳。建國初期的幾次劇烈的
物價波動都與糧食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 
  

飢餓始終是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舊中國的一大難題 



舊中國幾張照片 



一家五口人 

衣不蔽體 

面容枯槁 

舊中國的兒童 

和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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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40年代餓殍遍地 

  

  

  

  

  

  

  

  

饑荒中一個孩子 
正在餵他的弟弟吃飯  

摘野菜充飢的婦人 



 

 

 

餓殍遍地 

  

  

  

  

  

  

  

  

餓得躺在路邊無法動彈的孩子 

災民在寺廟 

內獲救濟 



 

 

 

民國二十四年初版,中華農學會叢書 

《糧食問題》，商務印書館印  
《糧食問題》 

喬啟明．中國人口與糧食問題 

（與蔣傑合著）．中華書局，1941  

喬啟明（1897—1970） 

農業經濟學家。  
張心一， （1897—1992）  

傑出的農業經濟學家 

我國農業統計學的奠基人 

學者們一直關心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歷史上有許多論著 

http://www.kongfz.cn/pics.php?imgId=15924736
http://www.kongfz.cn/pics.php?imgId=15924742


 

 

 



 
 

 

    中國的耕地少，只有約18億畝多， 
佔世界可耕地的 7 %， 

人均約 1畝（ 1畝=100 平方米）多一點， 
    （世界人均耕地占有量是4.4畝） 

但人口卻佔世界的  22 %， 
 中國人口眾多， 食指浩繁 

1949年，人均糧食210Kg， 

只能到世界的平均水平1/2多些， 

相當於美國的1/5。  
“中國人能不能養活自己?” 

  

誰能養活中國？ 



誰能養活中國？ 

 

舊中國，吃飯問題 

      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由於不平等條約賠償沉重 

  農業發展水平極為低下， 

  80%人口長期處於飢饑和 

  半飢饑狀態。一遇上自然災害，就餓殍遍地。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變化 
 中國人口歷年變化   

 1660（清初）： 1億人 

 1834（道光年問）： 4億人 

     1949：    5.4億人 

     1953：    6 億人 

     1964：    7 億人 

     1974：    9 億人 

     1982：  10 億人 

     1989：  11 億人 

     1995：  12 億人 

     2005：  13 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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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國發表 

中國問題白皮書 —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美國國務卿艾契遜給總統杜魯門的文件中
說：為什麼中國會發生革命？因為： 

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裏 

增加了一倍，土地受到不堪負担的壓力。 

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
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 

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中國 

共產黨也解決不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遜 

D． G． Acheson  

哈利·S·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Dean_Acheson.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Harry-truman.jpg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426.htm


數白欖 
 

解放以前吃飯難，出世便已踏鬼門關： 

人均口糧確稀少，飢民佔八成真係慘。 

 

人民奮起鬧革命，齊心推倒三座大山， 

革命雖然初成功，可是當年是個爛攤。 

 

 



祖國初建齊努力，農民勤奮把田耕， 

 

百分之七可耕地，養活華夏僅過關。 

 

增產節約兩頭進，奪得谷米滿倉間； 

   

連年糧食多增產，人口卻又翻一番！ 

 

 



 

解除饑困不容易，仍有貧苦幾千萬。 

 

今後再過二十年，十六億人口到人間。 

 

學者又言有危機，情形看來幾艱難， 

   

加上耕地再減少，能否解決溫飽關？ 
 

 



 
    吃 飯 問 題 真 重 要， 

 
國 計 民 生 非 等 閒。 

 
   請 君 靜 心 聽 我 講， 

 
       歡 迎 提 問 解 疑 難。 
 
 



 
剛建國時，中國與印度比較 

 
1952年 

資料 

中 國 印 度 

人口 5. 75億 3. 61億 

人均糧食（Kg） 2 8 5 1 4 4 

人均耕地（比例） 1.0 2.3 

平均壽命（歲） 3 5.0 41.1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8/content_445486.htm


新中國努力解決 
人民溫飽問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 

                    努力使人民可以吃飽。 

1952年，人均糧食288Kg，糧食產量有所提高， 

但人口卻有大幅度增加； 

60年代初的天災人禍，  連續性三年困難， 

人均口糧下降，甚至個別地區有餓死人現象； 

1965年人均口糧回升到268Kg， 

   文革期間的1970年人均口糧是307Kg。 



五十年代初中國進行土地改革， 

五十年代末實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制度，
實行絕對的平均主義試行農業改革 。 

1978年，安徽省部分農民冒著“割資本主義尾 

巴”的危險，首先將土地等按人口或勞動力比
例分給農戶經營。大大解放了農民的生産力， 

對農業發展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提出了農業現代化的目標。  

 

 

 

 

從土地改革到家庭承包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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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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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興修水利，保障農業生產 

近年的淮安樞紐工程 



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中國在五十年代後期全 
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中，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 
建設道路所作的一項重大決策。但它違背了生 
 產關係要與生產力相適應的關係。  

http://baike.baidu.com/image/481517230759e50e925807eb


改革
開放
的先
鋒： 

 
安徽 
小崗村 

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 



聯產承包好， 

農民生產積極性高 



 

 

 

 

以不足世界9%可耕地養活世界22%人口 
 



聯合國向中國頒授糧食成就獎 



從吃飯難到温飽， 
  力 爭 全 國 小 康 

 

    中國人見面語變化大 

        －－從 “你吃了嗎” 到  
 

    “Ｈｅｌｌｏ” ， “ 你 

好！ ” 

   

 



30年來糧食增加 

2008年，糧食產量達5.29億噸，比1978年增長了73.4%  

糧食產量 糧食增加值〈億元〉 2008年  

5.29億噸 

1978年 

3億噸 

2008年 
3.4萬億元 

1978年不足 

 1000億元 



中國人均口糧變化 

  1949年 僅 有 210Kg 

    （世界人均約400Kg） 

 

  六十年代三年困難之後： 

1965年：268Kg 

改 革 開 放 後 第 二 年 

1979年：340Kg 

 1994年：393Kg 

已接近世界的 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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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來的 吃 

  60年代，提倡‘有啥吃啥’，現在是
“吃 

啥有啥”。改革開放30年來，最讓老
百 

姓感覺真切的也就是菜籃子、米袋子 

的變化。 
 

 



1996年《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  

（1）白皮書—政府發表的重要文件，白色封面； 

（2）主要內容——就糧食一系列問題作出回答： 

中國糧食生產狀況？ 

中國糧食生產潛力？ 

中國能否自己養活自己？ 

中國將如何發展糧食生產？ 

等等問題。 



糧食連續七年增產 

糧食連續 

七年增產 

新華社評出2010年國內十大新聞 



近年的糧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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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44,266萬噸 

1998：51,230萬噸 

2000：46,218萬噸 

2003：43070萬噸 

2004：46947萬噸 

2005：48402萬噸 

2006：49748萬噸 

2007：突破5億噸

2009 ：5.308億噸 

2010 ：5.464億噸 

2010年中國糧食實現兩個「七連增」，兩個「創新高」， 

即總產、面積均「七連增」，總產、單產均「創新高」。  

5.464億噸 

5.12億噸 
4.84億噸 



袁隆平－－水稻之父 
             李振聲－－小麥之父 
   李登海－－玉米之父 

水稻新品種：野生稻 栽培稻雜交
畝產逾800–1000Kg世界平均193Kg 

新品種：將玉米葉子 
緊湊化過去玉米畝產僅 
200Kg 如今可 達1,400Kg 
 

小麥 + 牧草雜交：早年小麥畝產
僅 200多Kg，現在高近一倍。 



 

 

 



什麼是三農？ 

 “三農”問題是指 

農村、農業、農民 這三個問題。 

 

   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
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
者側重點不一。 



近年突現的三農問題  

 

農村——很慘？ 

農業——很嚴峻？ 

農民——很苦？！ 



農村問題主要是四個落後 

  經濟落後、 

 文化落後、 

 社會落後、 

 鄉村面貌落後。  



農業問題，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缺乏專業化分工導致的生產低效率。 

 (2)缺乏有效的生産要素投入，導致發
展後勁不足。  

 (3)農產品結構與市場結構不相適應，
導致農產品賣難問題經常性突出。  

 

 



農民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 

(1)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減少因而導致城
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  

 

(2)農民經濟利益得不到有效維護 ； 

 

(3)農民的平等權利得不到保障。  

 



解決好“三農”問題是 
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國作爲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
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上，
“三農”問題關係到人民生活、
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係到社
會公平、穩定和國家未來。  

 

 



 

 

      我國有１３億人口，農村人口占
大多數，農業和農村發展搞不上
去，農民生活得不到顯著改善， 

      我們就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的目標，不能實現全國的現
代化，不能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
裕，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三農”的基本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
農業生產能力穩步提
高，長期存在的農產
品短缺現象已發生根
本改變，過去農產品
供不應求的狀況已被
供求平衡、豐年有餘 

的狀況所取代。  

 



1.“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
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 

農民收入增長困難。表現在： 

(1)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明顯下降。 

(2)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絕對額開始減少， 

 

現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 

來自農業的收入不到一半。 
 



 

(3)各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極不平衡， 

     農民的收入差距很大。 

 

(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 

 

(5)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懸殊。 

   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達6：1。 

     這在整個世界範圍內都不多見。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農村發展一直追不上城市 

  農民說：我們剛有肉吃， 

  城市人又吃素； 

  我們剛長胖一點， 

  城市人又減肥； 

  我們剛住樓房，城市人又要住平房； 

我們剛用紙擦屁股，城市人又用紙擦嘴。 

 



2.資源和市場的雙重約束 
 

                          資源不足 
   如耕地資源和水資源不足的情況

還會長期存在， 

   但目前最突出的問題， 

還是市場需求不足。 

 



3. 加入世貿組織 

 

  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産生
深遠影響， 

農業會受到較大的衝擊 。 

 

幾年來中國的農業狀況還可以接受，
但必須研究進一步對策。 

 



“牛 VS 飛機”的較量 

我國農業生産仍然處於 

              依靠人力和畜力的小農業階段。 

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機械化大農
業。可以說，入世後，我國農業與美
國的競爭將是“牛 VS 飛機”的較量。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C5%A3%CD%BC%C6%AC&in=8400&cl=2&lm=-1&pn=14&rn=1&di=6072476913&ln=2000&fr=ala1&fmq=&ic=0&s=0&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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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成因 

“三農”問題，歸 

根到底是農業的生 

産力落後造成的。 

 



為了幫助平整土地，孩子的身體都撂到排子上 



從勞動對象來看，我國農業 
生產主要存在三個問題： 

（1）農作物的育種技術比較落後，各類農作物
的技術含量總體上較低 ； 

（2）農作物結構不合理 ——人們的消費需求正
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吃飽”轉向“吃好”，
由生存資料轉向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然而，
由於科技創新的滯後，我國農作物不能滿足這
一需求，不得不從國外進口農產品； 

 (3)農作物加工滯後。  



我國農業生産基本上是粗放型經營 

分散經營有餘，統一經營不足 。 
 

            農村社區心態： 

     中國農村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社區， 

         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和家族性。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 
 

但同時也是弱質產業。 
 

容易受自然條件及國際因素所制約。  

  

 

 

 

農業的地位、特點 
 



 

 

 

 

中國改革
開放後 

1982年 

以來幾乎 

每年的 

一號文件 

都以 

農業 

為主題 
 

一號文件 



連續出台 8 個中央一號文件 
   從 2 0 0 4 年開始，分別以 

（1）增加農民收入、（2）提高綜合生產能力、 

（3）建設新農村、（4）發展現代農業、 

   （5）發展水利等多個主題為脈絡，連續出台  8  個 

中央一號文件，為支農惠農精心搭建起了嶄新的政策 

體系。 

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 

奏響全面加快水利改革發展新號角 
２０１１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中國水利問題。這是新世紀連續7年

聚焦「三農」問題後，一號文件的主題首次指向水利問題。    



 

 

 

 

2006年起 

免徵農業稅 
相當於每年 

為農民減輕 

負擔2000億元 

 

免徵農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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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  土地 

出讓收益一成用於農田水利建設 



開始加大對“三農”的支援力度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在三農工作中，在支農政策上加大力度。 

 

   此後，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 

   從糧食直補到農村教育“兩免一補”，中央 

   財政支農力度從2003年的 2,144億元增加到 

   今年的  3,917億元。農民稅費負擔與稅費 

   改革前相比一年就減少 1,250億。 

 



 

       2006年 

     

到2006年底，我國年收入低於693元的 

    農村貧困人口有2,148萬（比2005年減少217萬， 

1980年有2.5億），多數在農村。 

          農村貧困線：683元/人年。 

      （國際標準：1美元/人天，即  2,500元/人年。） 

外國一位駐華大使說： 

中國的“城市像歐洲，鄉村像非洲”   

重點解決“三農”問題 

城鎮居民人均收入 農民人均收入 

11,759元 只3,587元 

① 逐步縮小城鄉差別 
 



② 大力扶持“三農”發展 

----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財政投入 
    2006年中央撥 3,397億元用於解決“三農”問題，

2007年中央撥 3,917億元（增520億元）； 

----守住兩條紅線： 

       全國耕地不能少於18億畝。 

       堅決禁止、清退非法亂占濫用耕地。 

       清理開發區，停建高爾夫球場。 

    中央提出了5項“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糧食年産量不能低於  9,000億斤（4.5億噸） 

（2006：9,9496億斤，2007：突破10,000億斤） 



六大舉措保三農  



 

 

 

對“三農”的財政支援 



加大"三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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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支持農業生產 



 

 

 

農業機械化水平 

農田水利 

現代農業 

 

中國農業生產條件大幅改觀 
 



 

 

 

 

農、林、牧、漁結構逐漸優化 
 

漁業9.5% 

農業52.3% 

林業4.0% 

農業80% 
1978年 

2007年 

林業3.4% 

畜牧業15% 

漁業1.6% 

畜牧業34.2%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穩步增長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0-10/13/c_12653771.htm


這個數字佔了20世紀全世界 

所有脫貧人口的 75 %  

 （中國脫貧人口主要是在農村） 

 1978年至2006年，中國農村絕對貧困 

      人口數量從 2．5 億下降到 2,148 萬人， 

      減少了 2．28 億多人； 

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由 30 ％ 

下降到 2．3 ％ 。  

 

 

 

 

  

在過去 2 0 年 間 
中 國 脫 貧 人 數 多 達 4 億 



 

 

 

農 

村 

脫 

貧 

人 

口 
 

減少了 

 2．28 億 

多人 



 

 

 

 

農村絶對貧困人口減少2.28億 
 



  

 

“三農” 

發展 

四大變化 
 

（1）生產方式 

（2）生活條件 

（3）設施條件 

（4）就業結構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11/02/xinsimple_50202052210085782307275.htm


政府在解決“三農”問題上 
已形成的思路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 

村容整潔、管理民主” 

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現代化的美麗圖景，
也契合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鄉村社會的想象  

  

 



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對策 

1．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解決“三農”
問題。 

2．基本目標是：發展優質、高産、高效、
生態、安全農業（或“兩高一優”），轉
變農業增長方式，增加農民收入，推進農
業現代化。 

3．基本措施有：一靠政策（要進一步深化
改革），二靠科教，三靠投入，四靠産業
化，推進農業戰略性結構調整。 

 



（一）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顯著提高 

     農產品供給實現了由長期短缺 

 到供求基本平衡、豐年有餘的歷 

 史性轉變，糧食生産能力和安全 

  水平大幅度提高；經濟作物和養 

  殖業快速增長，供給充足。 



（二）農業科技取得了歷史性進步 

 農業裝備水平明顯提高，我國農業科學 

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綜合素質和競爭實力明顯增強，特別 
 是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開創了 
 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現代化道路。 

 

（三）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不斷優化 
 



----減少農村人口 

   到2010年，將向城市轉移農村人口 1.8億，
城鎮人口比重要明顯增加。 

（目前我國有661個城市， 

     城市化程度爲43.9%）。 

 

  2007年全國計劃培訓800萬“農民轉移勞動力”
廣東給每位受培農民提供1,000元補貼。 

 



 ----農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到目前爲止，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全
部實行該制度，有 2,213萬農民得
到了“低保”。 

 

廣東年人均收入低於 1,200元的農民
全部納入“低保”。  



新型農村 

社會保險 



建立完善“低保”制度 

   2006年，領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費的 

城鎮居民2,241萬人，增6.7萬人； 

  領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費的 

農村居民1,509萬，增684萬人。 

  “ 看病貴”——感受最深的主要是農民。 

這是“三農”問題的最難點， 

每年有大批“脫貧”農民因病又“返貧”。 

農民說： 

   “救護車一響，兩條豬白養”； 

   “脫貧三五載，一病從頭來”； 

   “得了闌尾炎，白種一年田”。 

 



社會保險 

體系 

覆蓋 

城市農村 



在全國 
範圍建立 
農村最低
生活保障

制度  



----實行免費教育、合作醫療 

  “讀書貴”影響最大是農民。 

  農民說： 

“不讀書永遠窮，一讀書馬上窮” 

“考上一個大學生，多了一個貧困戶。” 

   

“一把鋤頭養七八個人， 

七八把鋤頭養不起一個大學生。” 

 



加快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舊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建於1959年底，以人民公社爲組織單位， 

   農民自願交費的形式， 

   到70年代末已覆蓋全國農村的90%以上。 

   其特點是個人投入爲主，籌資水平低， 

    抗風險能力差，以保小病爲主。 

   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該制度已不復存在。 



加快發展農村合作醫療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0-10/15/c_12664303.htm


----2007年投入101億元， 

 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擴大到80%， 

受惠農民達7億以上； 

對中部地區補助3元/人年， 

西部4元/人年（2007上半年已基本完成）。 

----廣東實行“一村一站一萬元”， 

人均補助60元/年（上海人均380元）。 

珠海將率先建立免費全民醫保制度。 

 



----新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開始於2003年初， 

籌資管理以縣爲單位，農民自願參加，
個人每年交30元。 

    

各級政府在財政上有相應的投入， 

“十一.五”期間國家財政將投入200多億
元，服務水平較高，抗風險能力強， 

 

保大病爲主、兼顧小病。 
 
 



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 

農村開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並 

將三下鄉活動打造成了一個農民工外出就業信息 

咨詢及基本技能培訓的平台。 



農村 九年義務教育 不收學雜費 



鮮活農產品運輸有綠色通道 



 

 

 

鮮活農產品運銷綠色通道 



從溫飽到小康及全面小康 

    全國農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 
    

一、收入分配 ——人均純收入，基尼系數 

二、物質生活 ——恩格爾系數， 

  蛋白質攝入量，衣著消費支出， 

鋼木結構住房比重% 

三、精神生活 ——電視機普及率 ， 

文化服務支出比重 %  
    



          四、人口素質 ——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歲） 

        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年） 

         五、生活環境 —— 

       已通公路的行政村比重（ %） 

安全衛生水普及率 （%） 

                   用 電 戶 比 重 （%） 

         已通電話的行政村比重  （%） 

六、社會保障與社會安全  —— 

     享受社會五保人口比重 （ %） 

          萬人刑事案件立案件數 （件） 

 

 

 



2011年農業農村工作重點任務  



「十二五」新農村建設重點工程 



「七區二十三帶」農業戰略格局  

 

七區： 

（1）東北平原（2）
黃淮海平原（3）長
江流域（4）汾渭平
原（5）河套灌區
（6）華南 

（7）甘肅新疆 

   等農產品主產區 

 

二十三農產品： 
水稻、小麥、玉米、
棉花、大豆、油菜、
甘蔗、畜產和水產等
農產品。 

 

 

「七區二十三帶」農業戰略格局 



中國農業 

向現代農業 

加快推進 



世界糧食安全面臨挑戰 



國際市場 

糧價波動 

對 

中國糧食 

市場的影響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0-08/28/c_12493117.htm


 

 

 

2006年起國際市場糧價已有波動 



中國存在糧食危機 ？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出衡量糧食安
全有一個標準，就是人均糧食應達到 

    400公斤。所以，中國所需的糧食： 

  13億人口 × 400公斤 ＝ 52,000萬噸糧食 

   但，中國只能生產約50,000萬噸糧食！ 

哪一個國家可以幫助中國？ 

（全球可供貿易的糧食僅 1–2 億噸， 

還要供應低糧產國家等需要） 



未來15年中國糧食的需求總量將持續
增長，國內糧食生産將難以滿足需求
的快速增長，這對中國糧食安全將形
成嚴峻考驗。 

   中國過去有過痛苦的、長時間的饑
荒記憶，在這種社會心理影響下，
中國糧食問題的嚴重性很容易被誇
大，不僅民衆對這個問題非常敏感，
而且政府有關部門也是高度緊張。   

 



中國人飯碗要端在自己手裡 

農業穩則中國穩。在當前國際糧價波動、糧食安
全問題凸顯的背景下，中國如何佈局今後五年
的農業戰略尤為重要。我國是人口大國，解決
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
事。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堅持立足國內實
現基本自給的方針，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
人手裡。 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我國糧食生
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們用不到世界9%的耕
地養活了世界近21%的人口，為世界糧食安全
做出了重大貢獻。實踐證明，我們完全有能力
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   



國際糧食危機下的「中國式從容」 

擁有１３億人口的中國，主糧供應充足，價格平穩。繼2008年世 

界糧食危機期間成功實現「世界糧荒、中國不慌」之後，中國再 

次續寫了奇跡。 2008年國際糧食危機還令人記憶猶新，2010年 

極端災害天氣頻發又使國際糧食市場再起波瀾。 

 

 
  

 
 

 

 

 

   

「中國式從容」 回答  「誰來養活中國」 
  95％  的糧食自給率體現「中國式擔當」  
 「中國式經驗」昭示嶄新「糧食安全觀」 

 
  

２００８年世界糧食危機的時候，國際糧價是國內糧價的２倍；而今年，
國內外糧食市場價格形勢與２００８年情形相反，我國大米、小麥、玉
米三大主糧價格普遍高於國際糧價，降低了國際漲價傳導到國內的可能。
最低收購價等政策的實施，既保護了農民的錢袋子，又保障 

了國家的糧袋子。幾年來，我國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實施範圍先後從秈稻
擴展到小麥、粳稻和玉米，不斷提高最低收購價，既保護了農民利益，
又掌握了大量糧源，成為不斷應對糧市波動的重要保障。 





 無農不穩，無糧不安 

我國糧食產量連續七年增長  

五年間我國主要糧食產量穩定增長  



中國糧食生產供應形勢 



 

 

2010年 

早稻 

總產量 

增加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0-08/28/c_12493467.htm


 

 

 

 

保障國家 
 

糧食安全 
 

主要指標 
 

 

2007年 2010年 2020年 

生
產 

水
平 

供需 

水平 

物流 

水平 

2010年、 2020年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主要指標 

1 公頃 

=10000 平方米 

=100 公畝 



確保十八億畝耕地 
是中國全面分析人口、資源、環境等基本國

情和長遠發展目標後作出的重大科學決策。  

建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城
市化和交通建設用了農民近2億畝耕地。  

2001年每天大約消失76個村落，2002年大約爲
每天消失40個村落，2003年大約爲每天消失
43個村落。平均測算，近幾年來，每天大約
有53個村落從中國地圖上消失。以平均每個
村落節約100畝土地保守估算，一年就是193

萬畝！  



誓言奪取第八個糧食豐收年 

確保糧食播種面積穩 

定在2010年水平， 

力爭夏糧豐收、早稻 

增產、秋糧穩定，確 

保全年糧食產量在一 

萬億斤以上。 
 

 

 
 

全力以赴爭取實現連續第八個豐收年 



農產品 

價格 

上漲 



建設 

新農村 



新  農  村  不  是  夢  
一位農民的心聲 

“就等著住樓房呢”——“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這可是我們小時候就渴望的生活。”  

“要說現在的生活，比以前是好多了，我上小學
的時候就盼著過年吃頓肉，平時根本就吃不飽，
更別說吃好了。” 

   “前段時間在電視上看到，有個表現農村的電
視劇，窗戶上沒有紙，孩子穿的很破舊，吃不
飽，兩隻髒手拿著城裏來的人給的巧克力，讓
人看了很難受 。”   



鄉村廁所順口溜  三變  

（1）   “ 一個坑兩塊磚，三尺蘆蓆圍四邊。”  

 （2） “  蹲似蝦蟆坐如蔥，男女合用一個洞； 

                河水洗洗米和菜，河塘涮涮曬馬桶。” 

            “ 樓上抽水馬桶，樓下河水衝衝； 

      樓裏香氣噴噴，樓外臭氣烘烘。”  

 

（3） “過去做飯滿屋煙，如今設宴擰開關； 

              廁所裏面無臭氣，廚房不再挨煙熏。”  



中國農村小景 
左：朝霞下的元陽多依樹梯田，     右：江西婺源古民居  

 

 

 

 



貴州丙安古鎮依山而建的吊腳樓 



  安徽 齊雲山秋雨陣陣、雲霧彌漫，景色迷人  



走出大山 走向富裕  

農民用竹編機編制竹蓆  

噴灌設施在灌溉玉米  



天下第一村 
--華西村  

   

    一些地區在新農村建設規劃
中，上馬 “ 百村示範、村村整
治”工程，有些指標定得相當
高  

全國聞名的華西村，土
地面積只有0.96平方公
里。煉鋼、紡織等產業，
仍然是華西村最重要的
收入來源。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3897792.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3897792.html


   

華西村村民每人集資1000萬建設高樓  

2011年之後，把精力集中到建設"華西龍大樓"。地點初步選定在江陰。其主體
面積為48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為60萬平方米，投資60億元，共118層，538米高。
60億元共600股，1000萬元/股，華西控股50%（ 300股），吸引社會資金300股。
這幢大樓準備花12年時間建成（ 到建村60週年投入使用）。  

華西村：號稱「中國第一村」。從上世紀60年代的一貧如洗，到1999年華西
村股分公司發行的3500萬A股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全國第一家農
村經濟綜合開發的上市公司，再到現在的全村年銷售收入突破400億元，華
西村至今仍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樣本之一。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3897792.html


 

 

 

1972年河北農村 

在江陰華西村，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成超豪華大樓。這座高度排在中國第8位、 

世界第15位的樓高74層總投資25億元大樓為高收入村民享受賓館式服務。 

民居新貌  

http://ynszxc.cn/szxc/model/ShowBigImage.aspx?DepartmentId=587&title=民居新貌&url=/uploadfile/D_1/D_549/D_583/D_587/classimage/PicOnline_20071128000556_d85b190b-2465-4aa7-a1c8-6c80706b704e.jpg
http://ynszxc.cn/szxc/model/ShowBigImage.aspx?DepartmentId=587&title=新农村建设&url=/uploadfile/D_1/D_549/D_583/D_587/classimage/PicOnline_20071128000146_b1b52dac-82cb-4f25-b2d1-bda8f1deb8bd.jpg


農村  農民畫：關愛 



天境祁連、牧區江南  



伊洛河畔梯田  



水草豐美的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 



草原上的牛群 



大地回春   



             南國春來早 

 



  

  

山鄉春早 



春耕，依然用古老傳統落後的牛耕田方法  
 



休閒，勞動時還要用騾馬 



 

收  割 



寧夏以及周邊地區牛奶産業迅速發展，優質牧草苜蓿的 

需求隨之增長 ，現已使用農業機械進行收割。 



在湖北省襄樊市東津鎮
唐莊村大型收割機剛剛
收割完小麥  

農民在田裏用手扶機械插秧 



 

豐收 
 

 

廣西農民在屋前晒柿餅                                          

豐收的玉米  



豐收 



白山黑水間北大荒——東北糧倉秋景  



貴陽市花溪區黔陶鄉的稻田  



  金色梯田綿延起伏   廣西糯稻喜獲豐收  



晾曬玉米 



塞上農民“冬收”忙，村民正在蔬菜大棚內 
搬運剛採摘的番茄。 



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農民在晾曬辣椒  



蔬菜豐收  



大蓋柿豐收  



在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農民正忙著收穫薰衣草  



致富之道  

牧民在自家羊圈裏驅趕羊群                養鴨  



加快農村公路建設  

在大棚內管理香菇  

養牛戶在查看 
奶牛標牌  

養豬場裏 
養豬致富 



查看魚苗生長情況  

利用“農家科技資訊港”爲村民 
提供種植、養殖等方面的資訊  



安徽歙縣桂林鎮萬畝葡萄基地 
全面開園採摘 

，  

安徽省蒙城縣馬店村萬畝 
無公害生産基地的“訂單 

白菜”喜獲豐收 



農村的  溫室花棚 

南方花卉北方俏  

 

花卉種植 

效益高 



冬瓜保鮮錯季銷售 

 

超長絲瓜“巨型一號”申報國家專利 



遊客在貴州赤水四洞溝景區遊覽  

深山瑤胞建“農民公園” 

農民辦旅遊致富  



     浙江嘉興烏鎮、西塘等水鄉古鎮近幾年旅遊業發展迅速，當 
地著力打造環境優美、衛生潔淨的旅遊聖地，吸引了大量遊客 
來此欣賞江南水鄉美景 。 

 

水鄉古鎮旅遊業 

發展迅速 



跨越城鄉之間的
鴻溝已經不是 

夢想  

江蘇姜堰市沈高鎮河
橫村的生態小區。河
橫村是國家農業部和
江蘇省確定的共建 
新村建設示範點，  



  

在嵩縣扶貧新村的 
“新農村廣場”上，

一位老人和 
孫子在一起 

一批深山獨居戶搬運 
物品 下山，準備遷入 
新居 

“電視進萬家 

工程”捐贈儀
式 



村民在新家門前挂大紅燈籠慶喬遷新居     農村的婚宴上 ，牛車把板凳桌子全拉來 

左下：山東農家辦養老院                      右下：晚上要大吃的，看，對聯已貼上了  



寧夏銀川市永甯縣勝利鄉陸坊村村民正在“農家書屋”借閱書刊。銀川市計劃於2007

年年底前，按照“政府扶持、村民自籌”的模式在銀川市部分行政村建設10家“農家
書屋”  

農家書屋 



    上學難：爲了求學，雲南福貢縣馬吉鄉的很多孩子，天

天都需要冒著生命危險，依靠飛索渡江的方式，往返於波濤
洶湧的怒江兩岸，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葬身怒江 。 

家住學校對岸山坡上， 
馬吉中心小學三年級的 
同學在家複習功課 。 



 面 場 旗 升 的 人 感 



再苦不能苦孩子 
 



鄉村教師在接孩子們上學。由於居住分散、
路途遙遠，孩子們上學需要跋山涉水。 

  渡過了江面，也要走很長的山路才能回到家  



“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家裏有人生病了。 

   孩子上高中的費用也是我擔心的。”   

   由於種種原因，國家鼓勵的農村醫療合作在
當地尚沒有建立起來。前年父親感冒引發迸
發症，一下花了1,000多塊錢。父母現在老
了，身體抵抗力下降，一旦生病花錢就不會
少，這讓農民很擔憂。 

 

  “如果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和城市一樣，
那我們就該放心了，但願這一天不會太遠。”  



 

 

 

農村勞動力流動有新格局 



農 
民 
工  



新生代農民工六大問題 



農村留守兒童5800萬人 



農村流動兒童  
 

 
 

 



 

 
 

 



 自然災害不斷 

©  Duncan Noakes | Dreamstime.com  

©  Ben Heys | Dreamstime.com  

©  Scubabartek | Dreamstime.com  



氣象年景總體偏差—自然災害的影響和
損失明顯重於前幾年。部分地區的乾旱
和洪澇已給糧食生産帶來不利影響。 

病蟲害呈重發態勢—隨著全球氣候變暖，
極端天氣事件明顯增多，農業自然災害
呈加重發生的趨勢。   

種糧比較效益仍然偏低—儘管部分糧食
價格上漲，但受生産資料價格上漲的影
響，成本不斷上升，種糧比較效益呈持
續下滑趨勢。  





「多難興邦」，軍民 一心抗洪 

2009年4月以來，全國累計16個省份遭受洪澇災害， 

農作物受災835千公頃，受災人口1367萬人。  



大旱對中國農業影響極大 
 



     旱災嚴重 
 

西南5省區2009年初發生
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
國家減災委、民政部決定
將國家救災應急響應提升
至二級。 

全國耕地受旱面積 

超過1億畝 

受災農田佔全國耕地6%   







問題：農業基礎仍然薄弱 

（1）我國仍有3.2億勞動力靠農業為生； 

（2）2004年至2009年，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從6485元
擴大到12022元； 

（3）目前全國近18.3億畝耕地中，中低產田占2/3以上，
許多地方還是「靠天吃飯」； 

（4）全國2.49億個農戶，戶均經營規模只有7.3畝，農業
經營組織化、集約化水平低（集約是相對粗放而言）；  

（5）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城市擁有70%的
衛生資源、廣大農村只擁有30%的衛生資源，農村居
民人均衛生費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 

（6）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全國還有2/3的農村地區沒
有開展門診統籌，2009年新農合籌資水平只有每人每
年113元。 



中國農業問題的小結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於一個
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業和農村仍然是我
國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 

（1）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2）城
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等問題還相當突出。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
的任務在農村。   



 

結  束  語 
建設新農村 

道路曲折，任務非常艱巨 
 

        需要政府和 全社會的 

共同關注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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