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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点评 

———— 农产品&软商品组  

                               2024-2-5 

2024 年 2 月 3 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在开篇第一部分内容“一、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中，提到“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具体内容包括“扎实推进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

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

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扩大

油菜面积，支持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优化生猪产能调

控机制”。我们将对全文涉及的重要农产品逐一点评。 

1、国产大豆： 

从政策指向看，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实施粮

食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

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

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从政策端看，国产大豆的供给端会创历

史新高，供应端仍有扩张空间，未来的方向重心是在单产上进行提高。长期趋势看全球大豆

供需结构要进入熊市周期，预计大豆价格进入周期性下行阶段，种植利润存在下行的风险，

容易传导到种植成本，要防范大豆价格趋势性下行风险。 

2、玉米：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是“三农”工作一号文件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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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是我国三大主粮之一，保证玉米产量和质量是保证我国粮食产量，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措

施中的重要一环。一号文件主要从以下至少六个方面确保了玉米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一

是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文件中提到了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

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这意味着对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生产

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二是耕地保护制度，文件中提到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这

有利于确保包括玉米在内的基本粮食种植面积。三是补贴政策支持，文件中提到继续实施耕

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这意味着 2024 年大豆和玉米生产

者补贴将持续进行，有利于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保证玉米作为主粮对其他经济

作物的播种优势。四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文件中强调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耕地

建成高标准农田、水利灌溉条件的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等，这些措施将有助

于提高玉米等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五是农业科技支撑，文件中提到了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

略布局，加强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这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包括玉米的种植和收获。

六是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文件中提到了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这将为玉米等农产

品的深加工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综合来看，一号文件中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将对玉米

生产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提高玉米的产量和质量，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3、小麦： 

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

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适当提高小麦

最低收购价。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作为主粮，小麦稳产保供任

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2024 年国产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上调为每 50 公斤 118

元，同比稳步提高 0.01 元/斤。小麦最低收购价自 2021 年连续四年提高，不断深化其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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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底部，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2024 年收获的冬小麦种植

面积保持稳定，结合政策强调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这将有力推动小麦产

能迈上新台阶。 

4、油菜籽：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在第一部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提及油菜相关内容，相

较过往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生产被放在首要位置陈述，强调始终要绷

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从具体陈述上看，“扩大油菜面积，支持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2024

年对油菜的陈述更注重工作部署的方向性，过往三年更注重政策举措的针对性，总体上与过

往三年目标接近，旨在扩大油菜面积，有利于持续提高菜籽自给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

据，2022 年油菜种植面积 725 万公顷，较 2019 年的 658 万公顷累计增长 10%，预计在

多政策举措促进下我国油菜种植面积仍趋增。 

 

5、生猪：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2021 年以来一号文件中关于

生猪产能调控政策的表述，2021 年为“保护生猪基础产能”，2022 年为“稳定基础产能，

防止生产大起大落”，2023 年为“落实生猪稳产保供省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

猪产能调控”，2024 年为“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显示出在我国生猪养殖业处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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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政策端对产能的调控方向出现变化。我国在 2018 年下半年及 2019 年期间经历大范

围非洲猪瘟疫情，自 2019 年四季度起进入产能恢复期并持续至 2021 年年中。由于产能集

中释放，自 2021 年猪价进入下行周期，至 2024 年初已经持续三年。在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全年处在亏损状态，凸显了我国生猪产能过剩的状态。不同于 2021

年及 2022 年保护产能和稳定产能的表述以及 2023 年稳产保供的表述，面对猪价持续低

迷和全行业亏损现状，2024 年政策方向为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一方面表达了政策层面

意识到了生猪行业产能过剩的现状，另一方面此前政策端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猪产能调控

方式将出现变化。这是由于我国现行的生猪产能调控政策指导文件是 2021 年 9 月农业农

村部下发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文件，该文件中指出“设定能繁母猪存栏量

调控目标，即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 4100 万头左右”。在过去几年中，受益于行业以

二元母猪替换三元母猪以及母猪种群优化等措施，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生产性能大幅提高，涌

益咨询统计行业 MSY 从 2020 年的 16.19 上升至 2023 年的 19.36，随着母猪生产性能

改善，假设在猪肉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此前所设定的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 4100 万头或

仍然相对过剩，后续关注生猪产能调控政策方面可能的变动。 

6、白糖：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

糖业发展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推广糖料蔗良种种植，稳定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2023 年广

西出台了《广西深化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在广西深化糖料

蔗良种推广，实现新植蔗脱毒、健康种苗全覆盖。对糖料蔗脱毒、健康种苗实行差异化补贴。

另外，还提出 2023 年在全区范围内，深化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深化机械化生产的推

广，2023 年全区糖料蔗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0％，收获机械化率达到 32％，并对农机作业

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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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到“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保持了政策的连

续性，有利于广西继续深化糖料蔗良种推广以及机械化生产的推广，推动广西糖业健康、可

持续的发展。该政策有助于稳定糖科生产，促进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提高我国糖科蔗的竞争

力。总的来看，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糖科蔗的种植，预计国内糖科蔗的种植面积将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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