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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农业基础种植、基础设施

等方面篇幅相对少于 2023 年，但是在稳定与提升农产

品种植面积与单产、农产品调控、农业产业发展等方

面提出新的要求，关注实施效率与提升规划，整体以

“巩固强化”为主。文件明确提出巩固大豆、粮食作

物种植成果，扩大油菜种植面积，并提出建设东北地

区大豆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打造食品和

饲料产业集群，预计将对国产大豆、进口大豆等品种

需求形成一定提振，但是在生猪去产能背景下，大豆、

玉米饲料需求仍然较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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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农产品相关内容 

2024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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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章明确将“两确保”

“三提升”“两强化”作为今后“三农”工作重点，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主要围绕稳产

量、提单产、农产品调控以及农产品加工升级等方面进行。 

“稳面积、提单产”是 2024 年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基调。文件表示，在稳定粮食面

积的基础上，将粮食增产的中心放在提升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一方面，通过种植补贴政策巩固并提升大豆、玉米、稻谷等品种现有种植规模与

种植意愿，另一方面明确提出扩大油菜面积，提升油料产量。农业保障方面，本次文

件但是删去“保险+期货”这一表述，但是表示将扩大成本保险与种植收入保险覆盖范

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农业保险有序扩面，并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

险，不断加强农保障范围，兜底农业种植生产。 

农产品调控增强同样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另一重要内容，该内容包括价格调控与产

能调控。价格调控方面，2024 年文件提出“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

最低收购价”这一表述，较 2023 年“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

购价”表述相对和缓，并提出“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多品种联动

调控、储备调节和应急保障”，熨平因产量变动可能导致的价格波动。产能调控方面，

文章强调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通过将生猪产能保持在合理区间保障生产经营的平

稳运行。 

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文件提出推进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发展，支持东北

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打造食品和饲料产业集群，支持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主产区建设加工产业园，提升国内大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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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对比  
2023年 2024年 

文件

内容 

1.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在 1.3万亿斤以

上，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

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2.加力扩种大豆油料，深入推进大豆和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统筹油菜综合性扶持措施，推

行稻油轮作，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

行动。 

3.统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强化

储备和购销领域监管，落实生猪稳产保供

负总责，强化以能繁母猪为主的生猪产能

调控，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继续实施

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助政策，完善

天然橡胶扶持政策，加强化肥等农资生

产、储运调控。 

4.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

谷最低收购价，稳定稻谷补贴。 

5.逐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 

5.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制粮食生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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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

品种，扩大油菜面积，支持发展油茶等特

色油料。 

3.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优化

生猪产能调控机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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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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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

险，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

赔尽赔。完善巨灾保险制度。 

6.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能力，健全

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多品

种联动调控、储备调节和应急保障。优化

粮食仓储设施布局。 

7.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协

同发展，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

全产业链加工，打造食品和饲料产业集

群，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建设加

工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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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1.油菜种植表述由“统筹油菜综合性扶持措施”修改为“扩大油菜面积”。 

2.大豆农业保险修改为“有序扩面”。 

3.加强农产品调控、储备调节和应急保障。 

4.新增支持大豆、食品、饲料全产业链加工，打造产业集群等表述。 

5.删去“深入实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表述。 

6.删去“保险+期货”相关表述。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兴证期货研究咨询部整理 

二、分析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农业基础种植、基础设施等方面篇幅相对少于 2023 年，

但是在稳定与提升农产品种植面积与单产、农产品调控、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新

的要求，关注实施效率与提升规划，整体以“巩固强化”为主。具体品种方面，油料

扩种延续2023年基调，巩固大豆扩种成果，但是明确提出扩大油菜种植面积，进一步

提升我国油脂油料的自给率；玉米、小麦、稻谷等粮食方面，通过种植补贴、保险覆

盖等方式提升并巩固种植意愿，同时转基因大豆、玉米的种植也在逐步试点，以上品

种产量未来仍存在一定上升空间。本次文件同样表示将强化农产品调控，2023 年玉米、

国产大豆价格持续下跌，豆粕价格波动较大，文件表示将适当上调小麦、稻谷最低收

购价，在保障农户种植收益的情况下同样将对玉米价格形成一定支撑，但是转基因玉

米种植将提升我国玉米产量，国储收储预计将成为本年度玉米价格的重要托底因素。

文件同时也提出将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大豆生产补贴存在

实现可能，但是东北地区主要以非转基因大豆为主，该内容预计对国产大豆需求提振

较大。文件同时删去“豆粕减量替代”这一表述，提出“打造食品和饲料产业集群”

这一要求，预计将对进口大豆与玉米的饲料需求形成一定提振，但是在生猪去产能背

景下，豆粕与玉米饲料需求仍然较为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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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

观点。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分析逻辑基于本人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的得

出结论，力求客观、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本人不曾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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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

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

日的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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