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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

果显示，2020 年一季度，中经农

业经济景气指数（以下简称“农经

景气指数”）为95.2，比去年四季

度回落6.8点，回落幅度较大。中

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 （以下简称

“农经预警指数”） 为 76.7，比去

年四季度下降16.6点，回落至“浅

蓝灯区”运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农

业经济受到了一定冲击，但粮食生

产形势良好，生猪生产恢复势头持

续向好，涉农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基

本恢复，农业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

冲击。

随着涉农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全

面恢复，农业生产有望平稳运行；

农民务工务农有序开展，农民收入

将恢复增长；市场需求回暖，农产

品价格有望保持稳定；涉农投资和

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加大。但受国外

疫情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或将继

续承受较大压力。总体来看，未来

一段时间农业景气有望回升后保持

平稳运行态势。

景气指数大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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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现下降态势，其中农业生

产明显下降，务农收入增速由正转

负，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农产品

出口降幅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出现

较大幅度下降，农林水财政支出增

速由正转负。

农经景气指数比剔除随机因素

后的指数低1.4点，表明近期受新

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农

业生产发展受到一定冲击，农业景

气指数大幅回落，农业预警指数由

“绿灯”降至“浅蓝灯”。

在构成农经预警指数的 10 项

指标中，位于“红灯区”的有2项

指标，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猪

料比；位于“绿灯区”的有2项指

标，为谷物及制品进口额和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指数 （逆转）；位于

“浅蓝灯区”的有 1 项指标，为粮

油食品零售额；位于“蓝灯区”的

有 5 项指标，为第一产业增加值、

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林牧

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农产品

出口额和农林水财政支出。与去年

四季度相比，一季度4项指标灯号

发生了变动，谷物及制品进口从

“浅蓝灯区”回升至“绿灯区”，第

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经营

净收入和农林水财政支出均从“绿

灯区”跳落至“蓝灯区”，其他 6

项指标灯号未发生变动。

粮食生产保持稳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0186.2 亿元，同比下降 3.2%。夏

粮长势总体向好，从播种面积来

看，今年早稻播种面积明显扩大，

扭转了连续7年下降的局面。这主

要与全国优化种植结构，加大水稻

生产扶持力度，以及各地积极落实

各项奖补措施，鼓励支持早稻生产

有关。从主要夏收粮食作物冬小麦

的长势来看，河北、江苏、安徽、

山东、河南等冬小麦主产区气候条

件整体有利，苗情较好，冬小麦长

势好于去年和常年，为夏粮丰收打

下了良好基础。

畜牧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但生

猪产能稳步恢复。受非洲猪瘟疫情

持续影响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冲

击，一季度畜牧业生产明显下降。

一季度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为

1813万吨，同比下降19.5%，其中

猪肉产量减少426万吨，是影响畜

牧业生产指标下降的主要因素，而

作为生猪主要替代品的家禽、禽蛋

和牛奶产量有所增加。

生猪出栏减少，存栏连续两个

季度恢复增长。一季度全国生猪出

栏 13129 万头，同比下降 30.3%；

猪肉产量 1038 万吨，同比下降

29.1%。一季度末全国生猪存栏

32120 万头，同比下降 14.4%，自

去年四季度生猪存栏环比止跌回升

后，连续两个季度环比增长，反映

生猪生产能力的能繁母猪存栏

3381 万头，环比增长 9.8%。牛羊

出栏减少，存栏增加。一季度全国

肉牛出栏 1047 万头，同比下降

5.8%；牛肉产量156万吨，同比下

降6.4%；牛奶产量654万吨，同比

增长 4.6%。一季度末全国牛存栏

9202 万头，同比增长 1.5%。一季

度全国羊出栏 6573 万只，同比下

降 8.3%；羊肉产量 96 万吨，同比

下降 7.7%。一季度末全国羊存栏

超过3亿只，同比增长2.3%。

此外，家禽生产保持增长。一

季度全国家禽出栏34.8亿只，同比

增长0.8%；禽肉产量523万吨，同

比增长 1.1%；禽蛋产量 828 万吨，

同比增长 4.3%。一季度末全国家

禽 存 栏 57.3 亿 只 ， 同 比 增 长

4.3%。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

巩固，活禽交易市场有序开放，后

期家禽生产有望加快发展。

贸易不畅出口下滑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162.3 亿美元，同比下降 5.6%，降

幅比2019年扩大4.7个百分点。其

中，占比较高的水海产品出口额为

38.3 亿美元，为 2012 年以来同期

最低，同比下降17.0%，蔬菜、茶

叶等优势农产品出口也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大幅下

滑，主要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导致的农产品贸易往来物流不畅

有关。

粮食进口同比降幅持续收窄。

一季度，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额

为 15.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8%，

降幅比 2019 年收窄 2.9 个百分点。

其中小麦进口3.6亿美元，同比增

长 17.9% ， 增 速 上 升 1.0 个 百 分

点；大麦进口2.5亿美元，同比下

降 54.4%，降幅扩大 46.8 个百分

点；玉米进口2.7亿美元，同比增

长 24.7%，增速下降 10.1 个百分

点；稻谷和大米进口 2.9 亿美元，

同比下降10.5%，降幅收窄10.4个

百分点；大豆进口71.8亿美元，同

比下降1.1%，降幅收窄6.1个百分

点。

生产价格持续上涨

一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

上涨39.0%，涨幅比去年四季度扩

大10.5个百分点，连续4个季度大

幅上涨。与前几个季度一致，农产

品生产价格的大幅上涨主要受畜产

品尤其是生猪价格的带动。

分类别来看，农产品价格呈

“两升两降”特点，其中畜牧业产

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大，为 88.6%，

涨幅比去年四季度扩大18.9个百分

点；种植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1.9%，而去年四季度下跌 1.5%；

林业产品价格同比下跌 3.8%，而

去年四季度上涨 1.8%；渔业产品

价格同比下跌 0.1%，跌幅比去年

四季度收窄0.2个百分点。从主要

产品看，畜牧业产品尤其是生猪价

格延续了大幅上涨态势，带动了活

牛和活羊生产价格上涨。其中，猪

（毛 重） 生 产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33.2%，涨幅比去年四季度扩大

23.7个百分点，连续4个季度持续

扩大；牛同比上涨17.5%，涨幅回

落 5.1 个百分点；羊上涨 10.7%，

涨幅回落4.8个百分点；家禽价格

同比下跌 2.3%，而去年四季度同

比上涨13.3%。

从三大主粮看，一季度小麦和

稻谷库存充裕，市场供应充足，生

产者价格分别下跌 5.2%和 3.6%，

玉米略涨 0.3%。一季度，农业生

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8.6%，涨幅

比2019年扩大4.0个百分点，主要

是仔畜幼禽及产品畜价格持续大幅

上涨导致。受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

疫情叠加影响，生猪价格高位运

行，生猪养殖盈利水平仍处于历史

较高水平，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持续

增加，导致仔畜幼禽及产品畜价格

大幅上涨。一季度，仔畜幼禽及产

品畜价格同比上涨98.9%，涨幅比

2019 年大幅扩大 53.1 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保持基本稳定态势。

作为我国化肥重要生产基地，

湖北磷矿和化肥企业在疫情期间停

工停产或将造成下一阶段化肥等农

资产品供给偏紧，推动价格上涨，

应尽快全面恢复农资生产秩序，特

别是推动湖北相关企业复工复产，

打通原料和产品运输通道。猪料比

持续走高，生猪价格高位趋稳，一

季度猪料比为14.6比1，而去年四

季度为13.8比1，继续保持上升态

势，猪料比的持续上升与生猪价格

的持续上涨有关。

从集贸市场价格看，受非洲猪

瘟疫情和猪周期的叠加影响，生猪

价格在过去两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上

涨。生猪价格 2020 年 3 月达 35.9

元/公斤，同比增长151%。不过随

着国家出台一系列恢复生猪生产的

举措，生猪产能加快恢复，以及国

家增加储备冻猪肉投放，市场供给

增加，近期生猪价格高位有所回

落。从周数据来看，集贸市场生猪

价格自2020年第1周每公斤34.5元

涨至2020年2月第3周37.7元后转

为下跌，4 月第 4 周为每公斤 33.7

元，环比跌1.3%，与2月第3周相

比累计回落超过10%，预计短期内

生猪价格仍将延续微幅下跌趋势。

终端食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一季度，反映最终消费的粮油、食

品零售额为3857.8亿元，同比增长

12.6%，增速比 2019 年高 2.4 个百

分点。受疫情影响，一季度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但

粮油食品类销售仍保持较快增长，

这主要与疫情期间居民居家用餐增

多以致对粮油食品类商品需求增加

有关。

收入增速由正转负

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为 1518 元，同比名义下降

1.1%，而 2019 年全年为同比上升

7.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41 元，增长 0.9%，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下降 4.7%，降幅比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0.8个百分

点。这主要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

分地区农民工进城务工受阻有关，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农民工有

序返城务工，农民收入有望恢复稳

定增长。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071 亿元，同比下降 12.1%，而

2019 年为同比增长 0.7%。受疫情

影响，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下降16.1%，相应地，农业投资也

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农林水财政支

出由升转降，一季度农林水财政支

出 4031 亿元，同比下降 3.6%，而

2019年为同比增长6.3%。

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由增转

降。一季度，受第一产业增加值下

降影响，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人

均 4309 元 （可比价），同比下降

1.3% ， 而 去 年 全 年 为 同 比 增 长

11.7%。

多措并举稳定发展

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病

虫害偏重等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影

响，农业景气指数明显下降，但粮

食生产形势良好，生猪生产恢复势

头持续向好，涉农企业生产经营秩

序基本恢复，农业经济经受住了疫

情冲击，有效发挥了“压舱石”作

用。

从未来预期看，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涉

农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全面恢复，

农业生产有望平稳运行；农民务

工务农有序开展，农民收入将恢

复增长；重点农产品供给保障稳

定，市场需求回暖，农产品价格

有望保持稳定；涉农投资和财政

支出将进一步加大。但受国外疫

情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或将继

续承受较大压力。总体来看，未

来一段时间农业景气有望回升后

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经 模 型 测 算 ， 2020 年 二 季

度、三季度农经景气指数分别为

98.6和99.8，农经预警指数分别为

83.3和86.7，将回升至正常的“绿

灯区”运行。

我国农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

基本态势不会变，但其阶段性影响

仍不容忽视。为了保障农业长期稳

定健康发展，应加大力度，确保各

项稳定“三农”发展的政策措施有

效落地。

抓生产。一方面，要千方百计

保粮食产量。在当前全球粮食调度

困难增加的背景下，通过着力恢复

早稻生产，稳定夏播面积，加强病

虫害防控和气象灾害防御管理等措

施，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另一

方面，要抓好“菜篮子”产品的生

产和供应。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加

强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确保生猪生产尽快恢复到常年水

平，继续抓好家禽、水产品、蔬菜

和水果等生产，增加绿色优质副食

品供给。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 受 疫 情 影

响，农民务农务工收入均受到一

定影响，尤其是乡村休闲旅游业

等体验式经济首当其冲。下一

步，要强化农产品产销衔接，加

大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建设力度，组织龙头企业、批发

市场、电商平台开展专项对接；

要持续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提振消费信心，创新服务业态，

加快恢复乡村休闲旅游业；要加

大创业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扶

持力度，引导和支持返乡留乡农

民创新创业，加大职业农民技能

培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抓紧补齐短板，加大涉农投

入。要吸取疫情防控经验，补齐农

业发展短板，提升农村公共卫生防

疫条件，同时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和

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强高标准农

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等重大现代化牵引性工程建设。此

外，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

政府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引导撬动

金融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农业农村的

投入。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研究结果

显示，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中经农业经济景

气指数为95.2，比去年四季度明

显回落 6.8 点。农业生产、出

口、投资等重要指标有所下降，

其中财政涉农支出和社会资本投

资均明显下降，涉农投资的骤降

一方面与突发疫情导致的全社会

投资放缓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自

去年以来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持续低迷有关。

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

需要资金保障。无论是农村基

础设施的改善，还是农业产业

规模和效益的提升，都需要大

量的资金支持。近几年，我国

一 直 在 加 大 对 农 业 农 村 的 投

入，用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脱贫攻坚。2020 年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优先

保障“三农”投入，加大中央

和 地 方 财 政 “ 三 农 ” 投 入 力

度，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农

业农村倾斜。社会资本涉农投

资也呈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投

资模式多样化、投资领域广泛

化的新趋势。但同时，我国农

业农村发展面临效率不高、效

益不强、效能不够等问题，涉

农资本投入仍面临资金使用效

率偏低、渠道不够通畅、市场

预期不够稳定、社会资本投资

热情不足等现实困难，亟需强

化政策引导，提振投资信心。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进一步

加大财政投入，提高政府资金使

用效率。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涉农

支出规模，有序扩大用于支持乡

村振兴的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统

筹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

新增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调剂收

益。要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结

构，改变原有财政涉农资金“全

面撒网”的做法，根据各地补短

板的需求，突出重点扶持项目，

优化精准奖补措施，重点用于高

标准农田建设、重大水利工程和

配套设施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现代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快建立覆盖

全面、体系完整的项目储备库。

要提高财政资金投资效率，在财

政直接补贴和补助的基础上，创

新财政支农方式，通过担保补

助、农业保险、贷款贴息、成立

农业引导基金等多种方式吸引金

融资本投资涉农领域，同时强化

财政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另一方面，要激发社会资本

投资活力，更好满足多样化投融

资需求。社会资本作为农业农村

投资中最活跃的力量，在农业固

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超过八成，而

且是将人才、技术、管理、数据

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农村的

重要载体。因此，要在保障各级

财政强化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引

导和撬动社会资本加大对农业农

村的投资力度。

创新投融资模式。根据不同

区域、产业和项目的特点，探索

并灵活采用区域整体开发、全产

业链开发、创立农业投资基金等

多种模式，打造稳定的盈利模式

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吸引社

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域，带动

各类经营主体共同发展。

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 境 ， 稳 定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预

期 。 农 业 生 产 周 期 性 普 遍 较

长，且易受自然灾害等环境因

素影响，多数涉农投资短期内

难以得到超额回报，因此更需

要加强长期投资预期引导。通

过破除市场准入、行政壁垒等

显性或隐性障碍，激发投资主

体活力，同时尊重市场规律，

尊重社会资本作为市场主体的

盈利诉求，用可见的前景、可

行的模式、长期稳定的合理回

报，吸引社会资本。

打造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

的合作平台。一方面要加强政府

在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时的各

项对接服务，做好涉农项目规

划、土地、建设运营等一揽子、

全方位投资服务，积极为银企对

接搭建沟通桥梁，为社会资本拓

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要积极发

挥平台型服务企业在涉农领域的

引领和枢纽作用，通过整合线上

线下企业的资源要素，推进建设

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促进一二

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加大涉农投入 服务乡村振兴
——2020年一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解读

吕庆喆

今年一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发布——

农业经济总体平稳 夏粮长势好于常年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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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经景气指数大幅下降
粮食生产保持稳定，
畜牧业受疫情冲击较大

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