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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支农的规模、结构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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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农业是世界最发达的农业,这除了得益于美国大规模投入资金之外,支农结构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美国财政支农的规模、结构及其特点,以期望为我国财政支农的改

革提供一些经验。[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 

一、美国财政支农的项目 

美国的财政支农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农村发展、食品、营养与消费者、食品安全、自然资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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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市场营销与调控计划、科研、教育与经济、农场与海外农业以及其他方面。 

1. 农村发展方面主要包括农村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如农村的电气、电信、电话设施、农村

的远程教育与医疗、农村的垃圾处理、农村的社区发展等等。 

2. 食品、营养与消费者项目是目前美国政府支出的最大的项目,主要负责全美的国内营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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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券计划、儿童营养计划、妇女婴幼儿专项营养补充计划、农产品援助计划、食品捐赠计划等

项目。最初,食品、营养与消费者的项目支出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过剩的农产品,到后来才逐渐的增

加了一些福利成分。同时尽管这项支出归于农业部的预算,但实施对象人不仅仅是农村居民,还包括

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此外,对老人、妇女、儿童还有专项支出。 

3. 食品安全是美国近年重点投资的一个领域,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内外公众的健康。主要的工作

由 

美国的食品安全检验局负责,工作主要包括联邦食品检验、实验室服务(主要用于科学实验以支

持检验工作) 、工厂自动化和信息管理(为众多的工厂提供自动化技术和信息,同时通过远程通讯提

高广泛分布的检验人员的通讯水平,以便及时了解各种有关的信息) 、对州拨款(是指食品安全检验

局对州际检验计划进行复检,确保州际检验标准符合联邦政府的标准) 、现行使用费和信托基金(食

品安全检验局对定期检疫和在节假日进行的检疫服务收取使用费,以弥补部分成本费用) 。 

4. 自然资源与环境是政府为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主要通过自然资源和环境计划来实 

现。其中包括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保护、水流域的调查与规划和防洪活动、农地

保护计划、环境激励计划、野生动物栖息地激励计划、湿地保护计划等。目前自然资源与环境是美



国政府的农业支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2002年的新农业法中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支出增加了。 

5. 市场营销与调控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适应美国农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营销需求,确保动 

植物健康及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美国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共同利益。它通过管理一系列旨在

提高市场营销和农产品分级水平的计划,促进竞争、有效的市场环境的形成,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带来

共同利益。 

6. 科研、教育与经济,该项投资主要负责有关的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与高等教育、经济分析和

统计相关的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和传播。主要的负责机构有农业研究局、州合作

研究、教育与推广局、经济研究局和国家农业统计局。其中农业研究局提供农业信息,进行科技开

发,为解决国际范围和国内高度关注的农业技术问题提供帮助。经济研究局是美国农业部内最主要的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任务是通过研究,为农业决策提供科学的经济实证依据。州合作研究、教育与推

广局的主要职责是在广泛运用的国家农业研究、推广及高等教育体系内建立联邦与州间的联系,负责

多学科性的研究和推广计划等。 

7. 农场与海外农业,这项支出分为两个方面,即农场方面和海外市场的开拓方面。农场方面主要

指 

政府对一些农场的资金贷款援助。海外市场的开拓主要是美国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剩余农产品

而致力于开拓国外市场的投资。其中美国的海外市场的开拓是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稳定国内的农业生产和农场主的收入,每年对此项投资

规模巨大,具体项目在介绍美国的投资结构设计时再介绍。 

8. 其他项目,主要包括美国农业部每年的各种活动支出。 

二、美国财政支农的规模和结构 

2000 年美国GDP达到99 634. 67 亿美元,其中农业GDP为1 594. 15亿美元,第一产业约占1. 

6%。美国2000年对农业的总体投资(仅包括美国政府方面的,不包括私人和企业的投资)达到了900. 

51亿美元,占农业GDP的56. 49%。由于美国的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2% ,如果平均到每个农

业人口上,数量是非常高的。用OECD组织的单位专业农户PSE等值来衡量,美国2000年的单位专业农户

PSE等值达到了20 000美元,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日本2000年的单位专业农户PSE等值是30 000美

元) 。因此,美国对农业的支持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支持和投资力度一般都比较稳定,投资数量、投

资方向都由各时期的农业法规定,政府农业部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行政策,因此,美国对农业的

投资一般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且由于很多项目都是连续几年(一般美国一部农业法的管辖期间为5 - 

6年)实施,对各项目的投资既持续又稳定。 

以上是美国2000年对农业的总体投入情况,在分析美国农业投入结构时,可以发现美国的农业投

入结构具有独特之处。 

三、美国财政支农的特点 

(一)美国对农业投入力度很大 



美国对农业的保护和支持从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

增强,对农业的投资不断扩大,体系日渐完善,已经对农业、农民和农村建立了严密的收入安全网,以

确保美国农民的收入不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 

(二)联邦政府是美国对农业投资的主体 

美国政府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虽然美国州和地方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但在农业投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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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占主导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补贴,以及大量的跨地域、跨流域的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和环

保项目都由联邦政府承担。美国成立了农业政策性公司,专门执行国家的各项农业政策,其费用和支

出均由联邦政府承担。如农产品信贷公司、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等政策性公司承担联邦政府的各项

支农任务。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为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署的农产品计划、农场服务署与自然资源保

护局的保护计划, 以及海外农业局的出口计划提供资金。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农产品信贷公司进行的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的39. 03%。其他的通过联

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投资的农作物保险支出2000年占农业总投资的1. 96% ,仅这两项美国联邦政府的

支出就占总投资的40. 99%。因此,美国的农业投资联邦政府是主体,一般联邦政府的投资都超过了

50%以上。中央政府投资占主体的现象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农业投资的稳定性。 

(三)市场流通环节是美国投资的重要环节 

由于美国农业高度发达,农业生产率极高,产品常年大量过剩,而不得不实行休耕政策,控制农产

品 

的供给量。因此,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环节投资不多。相反,一方面为了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另一

方面为了给社会公众提供健康安全的农产品,美国对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投入较多。从2000年美国农业

投资的情况看,对流通环节投资达到263. 04亿美元。而对生产环节的投资仅为101. 93亿美元。这种

投资结构是由美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和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决定的。从流通环节的各项投入看,其中对

农产品计划的投入最大, 2000年的投入达到195. 48亿美元,占市场流通环节投入的74. 32%。其次是

海外市场开拓, 2000年投入51. 9亿美元,占19. 73%。其他的食品检疫、包装、营销总投资为15. 78 

亿美元,占6%。从这个投资结构可以发现,美国投资的重点在于帮助农场主生产后顺利的出售,同时又

得到合理的收入,如价格支持与营销贷款、差额补贴贷款、购买与销售支出等。食品检验、检疫、营

销方面的支出则主要是为保证消费者得到安全、健康、方便的食品,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也提高

美国农产品的质量。而海外市场开拓支出则主要是为了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增加国际市场占有

率,缓解国内农产品大量过剩的压力,为国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机会。2000年,美国联邦

政府用于支持农产品出口的资金约为64. 74亿美元,占总投资的7. 19% ,其中45亿美元用于农产品信

贷公司的出口信贷担保计划, 4. 94亿美元用于出口促进计划, 900万美元用于市场准入计划。同时,

美国农业部根据第480号公法对外国食品捐赠计划还提供9. 87亿美元。到2002年的新农业法中对促

进农业出口的投资又有所增加。其中为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项 

目包括市场准入计划、国外市场开发合作计划、出口贷款担保项目、促进对新生市场的农产品

出口、对特定作物的技术援助、生物技术和农业贸易项目等。由于美国对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视,美国



农产品的出口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目前美国农产品的25%用于出口, 2001 财政年度,美国的农产品

出口额高达567. 1亿美元,是1970年73亿美元的7倍多。从世界市场的份额上看,美国农产品占有很高

的比例: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5% ,大豆出口占34%,玉米占21%以上。 

相对本国投资项目而言,美国对生产环节的投资不大,但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比较,美国对农业生产

的投入还是很大。2000 年美国对生产环节的投入为101. 93亿美元,投资数量最大的是农村公用设施 

建设,为38. 19亿美元,占37. 47%。这些公用设施建设投入主要是对农村的一些社区的设施建

设、农村的电气、电信等的投资、对农村水和垃圾的处理等等,目的在于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给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农场贷款与拨款项目投资30. 13美元,占生产总投资的29. 56%。

这些贷款与拨款由农场服务署实施,目的是资助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小农户,使他们能够有机会获得

自己的农场或者保持现有的农场。作物保险计划是为生产者提供10 - 15年期的地租补偿,以使高度

侵蚀的农田和其他环境敏感性土地退出生产,保护环境。2000年为此项目投入15. 96亿美元。作物保

险计划是为了帮助农业生产者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损害而建立的,目的在于帮助农场主减少灾害的损

失,及时恢复生产。作物保险计划投入17. 65亿美元,极大的帮助了农场主抵御自然灾害。 

(四)美国农业投资的主要形式 

美国对农业的投资大部分都是以各种项目、计划的形式进行的,如各种农产品计划、食品券计

划、 

儿童营养计划、农作物保险计划、土壤保护储备计划、农地保护计划等。这些计划或项目的好

处在于,对每一项支出都有明确的目标,投资一般都比较连续和稳定,并且项目极具可操作性。在项目

或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容易实施过程监控,政策效应比较明显。而且这些项目或计划一般都在美国各时

期的农业法中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操作或执行中只能以法律的框架为依据,不能随意的进行项目或计

划的修改,减少了项目执行中的随意性。 

以上是美国财政支农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我国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四、美国财政支农对我国的启示 

(一)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我国从2004年左右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并且把农业

作为党的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出台了很多的支农政策,如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出台了粮农直

接补贴政策、农机补贴政策、良种补贴政策等,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但

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农业的投入还远远不够,仅仅是把长期实行的扶工抑农的政策调整为工农并重

而已,按照OECD的PSE值来看,我国对农业生产者的PSE值刚刚从负值接近于0。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弱质性会越来越突出,因此,今后,必须借鉴美国经验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二)对农业的投入必须法制化 

美国农业的投入之所以能够稳定而可靠,主要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农业投入是以法制化作为保证

的,它不受时间和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美国农业投入稳定又持续,这也是美国农业能够长久

保持世界第一的原因之一。而我国对农业的投资还没有建立法制化的管理方法,随意性较强。最明显

的表现就是,当农业出现危机了,国家和政府才开始重视农业,加大投入力度;当危机缓和了,对农业的



重视程度也就相应降低了,从而导致我国农业的发展波动较大,损害了农民和国家整体的利益。美国

的农业投入法制化应该对我国下一步的财政支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加大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投资力度 

从美国的投资结构看,市场流通、开发海外市场是美国财政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农

业 

已经结束了短缺时代,进入了受市场约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扩大农产品的

需求,规范农产品市场是支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方面。而我国目前对农业流通环节的投

资主要是粮食储备补贴,而对于产品产后的运输、检疫、包装、帮助生产者寻找销售市场等等投入很

少。加大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投入是我国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主要着眼点之一。 

(四) 适当上移农业投资主体 

农业投资由于具有强外部性、高风险性,一般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对其大量投资,不仅如此,地方政

府 

还经常挪用中央政府的农业专项投入。据统计,我国对农业的投资大约有30%左右不能落实,而问

题 

就出在地方政府身上。所以,美国等其他国家都是以中央政府作为农业投资的主体。为了提高我

国农业投资的效益,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适当上移支农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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