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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是田成方、渠成网，旱能灌、涝能排，这样的耕
地抗灾能力强，适宜机械化作业，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建设是
改善耕地基础设施，提高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抓手；
是提升粮食产能、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重大举措；是夯实乡
村振兴、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
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如何持续有效推进成为亟
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农业基础设施

薄弱、防灾抗灾减灾能力不强，优质耕地资源紧缺，农田基础设
施投入标准不高、财政投入不足，职能整合不够彻底，提质更新
范围有待扩大，还存在底数不清、面积重叠、质量参差不齐，建
成后期管护资金缺乏，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二、日韩农田建设做法及经验
袁中友等基于日本围绕农田建设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法律规

章，分析了完善和规范的标准体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修订和细
化，并指出了日本土地整治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日本政府重视农
田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大，水利建设优先；兼顾多发利益，监管
并举。韩国注重将农田建设与国土区划和规模经营紧密结合。日
韩两国的成功经验可用于指导我国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三、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对策建议与措施
（一）建立系统的法律规章制度和完善的标准体系，为农田

建设提供指导和规范
2014 年国家标准委发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距今已 7

年，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和技术标准难以满足我国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要求，迫切需要加快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编制
实施新一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结合“十四五”规划
编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以及国土空间规划、水利建设
规划等相关规划，进一步做好统筹衔接平衡，积极推动全国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划编制，形成科学的国家、省、市、县四级农田建
设规划体系，并强调规划的严肃性和执行力，确保建设活动不脱
离规划要求。一方面，建议对照田土水路林电技管“八字”综合
配套方针，实施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便民化、生态化、长
效化一体推进要求，制定平原、丘陵、山区，河灌与井灌等分区
域、分灌溉类型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及定额。完善耕地质量监测
评价标准，编制地方标准，形成有机衔接的农田建设标准体系。
另一方面，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清查，建设农田管理大数据平
台，明确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细化建设内容和保障措施，全程
动态监测监管，加快推进统一上图入库管理，形成全国农田建设
“一张图”。以统一监管为基础，以标准体系建设为着力点，提
升农田建设管理效能。     

（二）加强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1.统筹利用撂荒地，支持扶贫开发地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建议将平原地区撂荒地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对丘陵地区撂荒地，
宜粮则粮、宜特则特。首先，强化政策扶持，引导农民复耕撂荒
地。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释放价格信号，健全补贴机制，完善保
险政策，加大创业支持，提高种植比较效益。其次，加快设施建
设，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将具备条件的撂荒地纳入高标准农田
建设范围，尽快修复因灾损毁的撂荒地，对撂荒地开着地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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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梳理了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对日韩农田建设经验进行综述，探讨推进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策，旨在提供参考。建议以提升

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统筹整合资金，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建设内容，加强建设管理，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地力提升和高效节水灌溉，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

施短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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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加快适合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同时，建议加大对扶
贫开发地区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力度，取消所有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对县级财政配套资金的要求。

2.提高农田建设管理水平。我国农田建设要紧跟世界最新科
技成果应用，加大智能化农田建设设备研发力度，努力实现产学
研有机结合的农田建设信息化、数字化和智慧化，并做好应用推
广工作让农田管理者积极注重应用智慧农田系统，促进我国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3.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支持力度。鼓励引导多渠道
资金投入，创新投入模式。在加大财政投入基础上，引导创新投
入模式，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筹资机制，推动用好政府债券和土地
出让收益使用政策，扩大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模，鼓励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受益对象和农村集体筹资投劳，鼓励采取投资补
助、PPP、以奖代补等形式鼓励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出台完善的激励机制，调动组织和农民积极性。一是完善奖励机
制。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优先安排农产品加工用地指
标。支持产粮大县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域调剂
使用，调剂收益按规定用于建设高标准农田。二是调动农民积极
性，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模式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各级财政
支持的小型项目，优先安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
作为建设和后期种植管护主体，强化农民参与和全程监督，健全
农田设施管护机制。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工商资本投资土地
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四、结束语
高标准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是大力提升耕地质量的最主要

抓手。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新体制，坚守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耕地质量标准，凝聚各方
面力量使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够获得双丰收，对
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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