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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小康“三农”短板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摘要： 

2020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抓好“三农”领域

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以下简称 2020 年中央一号文

件）。该份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 22 个、新世纪以来连续下发的第 17 个

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彰显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

重视程度以及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

标任务，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对 2020 年的“三农”工作进行了重要部

署。对比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除此之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脱贫工作上也开始由量的关注向质的提升

上相转移，并对脱贫工作完成后的持续减贫政策进行了研究，对“三农”改

革的力度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在“人、地、钱”等要素上均给予了大力度的

保障政策，同时也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了回应和解决。笔者认

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加快恢复生猪生产、稳定粮食生产、优化“保

险+期货”模式、继续推动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等政策将对相关品种产生

一定的利好，农业补贴政策市场化、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和加强动物防疫体

系建设等政策的后市影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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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全面小康“三农”短板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 

2020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以下简称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该份文件是改

革开放以来第 22 个、新世纪以来连续下发的第 17 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

文件，进一步彰显了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笔者结合历年中央涉农一号文件的变化对比以及当前国

内外形势的分析，对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及影响进行了解读。 

一、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重要内容梳理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

年。为确保这两大目标任务的顺利实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领域的突

出短板均做出了重要部署，要求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确保脱

贫攻坚最后堡垒的必须攻克，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为完成这一

硬性指标，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成为补齐重点。对此，文件明确指出，

将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上，全面解

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确保剩余人口如期脱贫，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对已有的脱贫成果做好考核验收和宣传工作。同时，开始研究接续推进减贫工作，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并将这一问题

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 

2、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落后是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民生问题，也是城

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最直观的体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标对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提出了补齐八个短板的具体措施：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提质扩面；加强农村供水保障，全面完成农村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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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农村

厕所革命；重视农村教育队伍建设，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建设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发展互助式

养老；扩大乡村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实施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强调农村生态

环境治理，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黑土地保护、农村水系保护等提出综合整治要求。 

3、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粮食生

产要稳字当头，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加强粮食生产技术

服务，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多举措保障粮食安全。针对近两年持续蔓延的非洲

猪瘟疫情，文件特别指出，将采取综合性措施，通过推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加

快疫苗研发进程、调控生猪产业布局等举措，保障生猪生产的快速恢复，确保 2020

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文件明确，将支持各地立足资源

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稳定

农民工就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4、加强农村基层治理 

文件明确指出，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推

动县、乡、村联动，建立健全统一管理服务平台，将更多的资源下沉，加强人民调

解工作，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面排查整治农村

各类安全隐患，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5、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 

为补齐“三农”短板，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方面强化了“人地钱”的要素保

障，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农村重点改革任务。在要素保障方面，将优先保障“三农”

投入，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加快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优化“保

险+期货”试点模式，完善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政策体系，推动人才下乡，将基层服

务经历与职级晋升相挂钩。在深化改革方面，将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

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严格农村宅基地管理，探索“三权分置”改革，

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积极探索拓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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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期货市场的潜在影响分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任务，

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对 2020 年的“三农”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对比历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今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在脱贫工作上也开始由量的关注向质的提升上相转移，并对脱贫工作

完成后的持续减贫政策进行了研究，对“三农”改革的力度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在

“人、地、钱”等要素上均给予了大力度的保障政策，同时也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予以了回应和解决。笔者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加快恢复生猪

生产、稳定粮食生产、优化“保险+期货”模式、继续推动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

市等政策将对相关品种产生一定的利好，农业补贴政策市场化、拓展多元化进口渠

道和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等政策的后市影响值得关注。 

1、加快恢复生猪生产，确保产能恢复正常 

自 2018 年 8 月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生猪存栏量大幅下降，猪肉

价格一路走高，对 CPI上涨和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产生了较大的压力。根据统计局公

布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猪肉产量为 4255万吨，同比减少 21.3%。所谓猪粮安天

下。针对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以来，生猪生产和猪肉价格出现的波动，今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中指出，将把生猪稳产保供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同时明确规定，将确保 2020

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水平，这一点对于后期饲料消费将产

生较大的利好，粕类价格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趋势保持不变。 

对于生猪养殖行业而言，中央政策将进一步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鼓励政

策有望向大中型规模养殖企业相倾斜，行业分化程度或将进一步提升。在产业布局

方面，为减少活猪长距离调运风险，将引导生猪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转移，笔者

预计，这或将加快生猪养殖企业在全产业链上的布局，同时原有的生猪养殖集中区

域或将向主销区相转移。在环境保护方面，2019 年下半年，为保障生猪供应、吸

引下游补栏，部分地区大幅放开生猪饲养的环境保护限制。针对这一“一刀切”的

政策做法，中央一号文件中也予以了纠正，明确将对随意扩大限养禁养区和搞“无

猪市”、“无猪县”问题进行纠正。随着国内对非洲猪瘟疫情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央

政策也将更加科学化和均衡化，环境保护政策对生猪养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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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的动物疫情严峻形态，一号文件中特别提出，将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

设，落实防疫人员和经费保障，在生猪大县实施乡镇动物防疫特聘计划。这一方面

说明生物安全防控手段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有利于后期防范非洲猪瘟疫情的进

一步扩散和禽流感等其他疫情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的生猪饲养成本将有

所提升，猪肉价值中枢底部抬升，防疫相关产业股票迎来利好。 

2、加大高产饲用品种种植，继续扩大进口来源 

为解决中美贸易战以来的大豆进口缺口矛盾，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

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同时逐步扩宽大豆进口渠道。从实施效

果来看，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9 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由大幅提升，

但相较于我国大豆的总需求量仍有较大差距。因我国耕地总体面积有限，后续的产

量增加将更多地从增质和增效两方面入手。针对这一点，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指出，将加大对大豆高产品种和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支持力度，即利用大

豆和玉米的植株高度差，使得二者相互穿插种植，从而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同时推

广统防统治、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模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重点扩大粮改

饲规模，推广种养结合模式。笔者预计，2020 年国产大豆的产量仍将保持上升趋

势，豆一与玉米间的价差或将有所收敛。 

同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将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增加适应国内需

求的农产品进口，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深入开展农产品反走私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与 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相比，政策延续了“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的说法，但

将“主动扩大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修改为“增加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进口”，

删去了“一带一路”的特别指向，增加了“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的提法。由此看

来，2020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将更为灵活，进口渠道或将进一步拓宽，

此前与美国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具体落实上将与美国后期的实际表现相挂

钩，笔者对于新年度美豆进口量的增长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3、推进补贴政策市场化，优化“保险+期货”模式 

自 2016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五年提出支持“保险+期货”模式的发

展，其用词由“稳步扩大”到“扩大”再到目前的“优化”，可见这一模式的创新

生命力以及对服务“三农”工作的助力作用。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还提到，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7460

www.hibo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