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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聚

焦于 2005—2022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依托准自然实验的逻辑框架，采用连续型双重差

分模型和两阶段估计方法，深入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因果效应及影响机制。结

果表明：（1）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具有显著的农民增收效应，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2）东、中、

西、东北部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正向促进农民增收，而水田和牧区的并不具有农民增收效

应；（3）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主要以带动粮食增产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综上，

建议制定区域非均衡性政策，完善种粮补贴政策和重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发挥其农民增收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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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2, relying on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adopted continuous double-difference model and two-stage 

estimation method to deeply analyze the causal effe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high-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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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2)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positively promoted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in the eastern, north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arid, whereas those in the paddy fields 

and pastoral zones did not have the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and (3)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mainly boosted the farmers’ income by driving the increase in food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o formulate 

regionally unbalanced policies, improve grain subsidy policy an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s to fully realize its income-generating effect on farmers. 

Key words: high-standard farmland; farmers’ income; grain output;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policy effect 

在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务院明确强

调：“要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

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如今，我国正处于“后

扶贫时代”的关键转型期，助力农民增收是加速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

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战略举措，为农民

持续增收提供了强有力支撑。然而，在全球贸易

环境动荡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下，当

前我国农村地区仍面临农民收入增速减缓[1]、农

民增收传统动能削弱[2]、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加剧

等问题。上述问题的交织叠加，不仅导致农村经

济停滞不前，更极大阻碍着农民增收。 

迄今为止，我国已建成田块规模化、耕作机

械化、排灌高效化于一体的高标准农田，其不仅

降低了农业综合生产成本，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还有效增加了脱贫农户收入[3]和种粮收益[4]。自高

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颁布以来，学术界对其展开了

深入探讨，广泛聚焦于其规划布局[5]和时序安排[6]，

其中选址决策尤为注重自然风险[7]，耕地质量是关键

指标[8]。政策实施效应主要从资金配置效率[9]、

社会效益[10]及生态效益[11]等维度出发，进行结果

导向的综合分析。此外，高标准农田建设也面临

资金利用效率低[12]、耕地质量关注度不足、耕地

权属界定模糊[13]等困境。综观既有研究，虽已覆

盖选址合理性、实施效果以及建设困境三个方面，

但关于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则

缺乏相关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依托 2005—

2022 年的面板数据，使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和

两阶段估计模型，深入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

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为探索农民

增收新路径提供实证支撑。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系统性地总结了政策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拓宽

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节约了农业生产成本，提

高了产出效率，优化了农业经济效益结构，据数

据显示，平均每亩降本增效约 500 元，有效增加

了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具体而言，高标准农田

建设通过集中整理土地、修建机耕道路、改良农

地肥力等措施，解决耕地细碎化难题，实现耕地

面积的增加和农田质量的提升，从而提升农业生

产潜力和耕地产出效能，增加粮食产量，间接实

现农民增收[14]。一方面，在市场价格稳定的条件

下，粮食增产直接转化为农民销售收入的增加，

从而获得更高的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粮食增

产还激发粮食加工、仓储和物流等相关产业的活

力，这不仅为农民扩大就业机会，还通过产业链

的延伸与增值为农民带来额外的工资性收入。 

1.2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民

增收 

高标准农田建设依托“宜机化”改造和“大

田并小田”等创新举措，实现经营规模与地块规

模双重扩张，进而深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渗透

力[15]。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节约了农业

生产成本，还增加了农业产出和非农就业时间，

实现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在经营性收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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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农业生产性服务通过强化农业生产的机械

化、专业化、科学化三个维度水平，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增加农业产出；二是农业生产性服务借

助规模服务模式，扩大经济效益和降低农业生产

成本[16]。就工资性收入而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利好，一是减轻农业生产对劳

动力的密集需求，有效缓解季节性农忙期间劳动

力紧张问题，使更多的农民能投身于非农领域；

二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劳动效率的提升，大

幅缩短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投入，农民具

有充裕的时间参与非农生产活动[17]。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H2

和 H3，见图 1。 
 

 
 

注：H1：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具有农民增收效应。 

H2：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以粮食增产助力农民增收。 

H3：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助力农

民增收。 

Note:H1: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has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H2: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helps 
farm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 by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H3: The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helps 
farmers increase their incom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图 1  影响机理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luence mechanism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使用“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连续变量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组和实验组分别为低占

比和高占比的样本。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在一定

程度上能缓解由于个体异质性和区间趋势等未观

测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确保政策分析结果的

严谨性和可靠性。鉴于此，构建如下连续型双重

差分模型： 

post
it i t it i t itIncome α βtd I γCon μ δ ε       式（1） 

式（1）中，Incomeit 表示 i 省 t 年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tdi为农田面积比例，当 t≥2011 年，It
post=1，

β为待估计参数，Conit 为控制变量，μi 为地区固定

效用，δt 为时间固定效用，εit 为随机误差项。 

2.1.2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影响分析 

参考 Nunn 等[18]做法，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平

行趋势检验和动态影响分析： 
2017

it t i t
t 2005

it i t it

Income α β td D

γCon μ δ ε


   

  

  

式（2）

 

式（2）中，Dt 为政策实施年份。βt 为估计系

数。平势检验要求是：βt 在政策实施前保持稳定，

而在实施后显著上升，说明政策具有农民增收效应。 

2.1.3  影响机制检验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政策如何通过粮食

增产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民增收，规避遗

漏变量与错误归因，确保研究逻辑严谨，减少内

生性问题： 

post
it i t it i t itM α βtd I γCon μ δ ε        式（3） 

post
it i t

it it i t it

Income α βtd I

λM γCon μ δ ε

   

   
 

式（4）
 

式（3）~（4）中，Mit 为 i 省 t 年的机制变量，

λ 为待估计参数。 

2.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涵盖经营性收入和

工资性收入。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能更

全面和准确地反映政策对农民整体经济生活的改

善效果，鉴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与数据的可得性，

2005—2013 年用农民人均纯收入代替。 

核心解释变量：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用高

标准农田面积比例与政策实施年份的相乘项衡

量，用农业投入资金作为稳健性检验替代农田面

积比例的指标。 

机制变量：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粮食产量以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衡量；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用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与农作物播种面积

之比衡量。 

控制变量：选取财政支农收入、城镇化水平、

受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数量、农业机械化程度

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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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精确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7 年的面板数据

评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数据

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此外，采用比例法和插值法对 2018—2022

年的高标准农田数据进行合理补充与预测，以填

补数据空白，确保研究的时间连贯性与分析全面

性。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民收入 R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874 0.722 0.368 0.986 

核心解释变量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 tdi 高标准农田面积/总耕地面积 0.374 0.230 0.068 1.322 

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tdi’ 单位面积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 5.985 0.793 4.895 6.452 

机制变量 
粮食产量 M1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0.197 0.167 0.087 0.367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M2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 0.014 0.013 0.002 0.122 

控制变量 

财政支农水平 Con1 农林水事务支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273 0.328 0.122 0.322 

城镇化水平 Con2 地区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 0.603 0.116 0.208 0.917 

受教育水平 Con3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7.560 0.646 3.254 9.872 

家庭劳动力数量 Con4 农业劳动力数量/农村人口 0.695 0.245 0.525 0.823 

农业机械化程度 Con5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 0.634 0.210 0.423 0.879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水平 Con6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0.015 0.009 0.006 0.369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为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包括普通

标准误、稳健标准误和 Bootstrap 随机抽样标准

误。通过对比分析三种不同标准误，发现无论采

用何种方法衡量，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估计系数均为 0.115，显著性水平为 1%，即高标

准农田建设政策增加了 11.5%的农民收入，研究

假说 1 成立。 

3.2  平行趋势检验与政策的动态影响分析 

3.2.1  平行趋势检验 

依据公式（2），对估计系数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由图 2 可知，虚线部分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2005—2010 年的估计系数都小于 0，2011—2017 

 
表 2  基准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model 

变量 普通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 Bootstrap 随机抽样标准误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I2011 0.115***（0.012） 0.115***（0.012） 0.115***（0.012） 

财政支农水平 0.081*（0.042） 0.083*（0.048） 0.083*（0.042） 

城镇化水平 0.015***（0.012） 0.015***（0.012） 0.015***（0.011） 

受教育水平 0.013（0.018） 0.013（0.019） 0.013（0.018） 

家庭劳动力数量 1.396***（0.538） 1.398***（0.536） 1.396***（0.536） 

农业机械化程度 0.393（0.128） 0.392（0.138） 0.392（0.126）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水平 0.089***（0.033） 0.087***（0.034） 0.087***（0.032） 

省份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877***（2.345） 2.877***（2.357） 2.877***（2.455） 

观测值 403 403 403 

R2 0.377 0.377 0.37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Note: ***, ** 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ce levels at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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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2017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动态影响 

Fig.2  Dynamic impa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from 2005 to 2017 
 

年的都大于 0，说明估计系数在政策实施后存在

显著差异，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具有显著且

正向的农民增收效应，符合平行趋势检验的要求。 

3.2.2  政策的动态影响分析 

表 3 为动态影响估计结果。由表 3（2）可知，

随着政策规范执行与逐步推进后，估计系数显著，

由 0.170 上升至 0.630，增幅呈先小后大的趋势，

揭示随着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的完善与机械化水平

的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动态

影响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表 3  动态影响估计结果 

Table 3  Dynamic impact estimation results 

变量名称 （1） （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5 0.016（0.038） –0.008（0.033）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6 –0.038（0.036） –0.043（0.030）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7 –0.012（0.045） –0.008（0.033）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8 –0.033（0.037） –0.042（0.031）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9 –0.004（0.005） –0.002（0.00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0 –0.003（0.004） –0.001（0.00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1 0.167***（0.042） 0.170***（0.039）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2 0.193***（0.048） 0.210***（0.041）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3 0.262***（0.055） 0.283***（0.047）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4 0.396***（0.075） 0.405***（0.07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5 0.425***（0.069） 0.442***（0.067）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6 0.565***（0.081） 0.578***（0.077）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7 0.608***（0.071） 0.630***（0.06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22***（0.027） 0.085***（0.001）

观测值 403 403 

R2 0.806 0.812 
 

3.3  稳健性检验 

3.3.1  安慰剂检验 

本文在保持样本数据不变的前提下，人为设

定政策实施年份进行安慰剂检验。由表 4 第二列

所示，假设政策于 2008 年启动时，估计系数未达

到显著水平，表明估计结果稳健。 

3.3.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主要用于土地整理，涵盖

建设高标准农田和改造中低产田等，故由其替代

核心解释变量。由表 4 第三列可知，估计系数显

著，表明估计结果稳健。 

3.3.3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其他政策可能会对政策效应产生一定的影

响，故纳入种粮补贴政策和土地确权政策开展稳

健性检验。由表 4 第四、五列可知，政策实施仍

显著正向促进农民增收，表明估计结果稳健。 

3.4  异质性分析 

3.4.1  自然禀赋差异 

根据区域内耕种方式的主导类型及比例将研

究区域划分成旱地、水田、牧区进行分析。表 5

表明，旱地在 10%显著性水平下，正向促进农民

增收，而水田和牧区不具有增收效应。可归因于

我国旱地多集中于北方，其土地整合度高，便于

规模化经营，为政策发挥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反观水田大多处于南方，其地形地貌复杂，耕地

碎片化严重，且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阻碍了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推进及其增收潜力的释放；牧区农

业技术相对落后，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生态环境

脆弱，制约了政策效应的发挥。 

3.4.2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我国划分为东、

中、西、东北四个地区进行分析。表 5 显示，东、

东北、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系数呈现递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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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变量名称 安慰剂检验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种粮补贴政策 土地确权政策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I2011   0.141**（0.055） 0.140***（0.047）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I2008 0.203（0.130）    

农业综合开发投入×I2011  0.037***（0.014）   

种粮补贴   0.018（0.027）  

土地确权    –0.048（0.076） 

常数项 1.626***（0.185） 1.945***（0.616） 1.621***（0.319） 1.680***（0.210） 

省份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60 150 270 360 

R2 0.301 0.370 0.323 0.307 

 
表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名称 旱地 水田 牧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I2011 0.152*（0.053）0.056（0.085） 0.466（0.183） 0.033***（0.012）0.024***（0.005）0.008***（0.003）0.028***（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512***（0.315）2.505***（0.414）0.193（0.092） 4.563***（0.654）4.136***（0.256）3.985***（0.145）4.367***（0.548）

观测值 156 195 52 130 78 156 39 

R2 0.413 0.409 0.706 0.732 0.681 0.702 0.715 

 

即政策效果存在区域非均衡性特征，具有马太效

应[19]。可能源于东中部地区农业基础雄厚，耕地

面积辽阔，东北地区黑土地肥沃，农业资源丰富，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实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积

累效应，即资源的高效配置与政策的红利叠加，

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而西部地区

以畜牧业为主导，发展农业的先天性条件不足，

导致政策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农民增收效应相对

有限。 

3.5  机制检验 

由表 6（1）和（3）可知，高标准农田建设

政策在 1%显著性水平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估计系数分别为 0.058 和 0.013，

（2）和（4）表明机制变量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

影响，政策的估计系数由 0.115 分别降至 0.097

和 0.018，证明了研究假说 2 和 3 成立。 

3.6  延伸探讨 

为了填补 2018—2022 年高标准农田相关数

据的空白，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法和比例法进行估

算[14]，对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农民增收效应进

行全面评估。插值法是利用现有的 2005—2017 年 

高标准农田面积数据的线性关系，插值估算其

2018—2022 年的数据。比例法是依据《中国农垦

统计年鉴》计算 2005—2017 各省农垦高标准农田

面积占总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的平均值，估算各

省 2018—2022 年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法不仅简

化了数据处理流程，而且其结果与官方公布的

2022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 6.7 亿 ha 高标准农田的

数据高度吻合，证明了其具有可行性。 

3.6.1  基准回归与动态影响分析 

表 7 列（1）~（2）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

在 1%显著水平下正向促进农民增收，估计系数分

别为 0.206 和 0.214，两者结果相互印证，增强了

结论的可靠性。列（3）~（4）为补充数据后的动

态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在 2017 年后的农民增收效

应依然显著且持续，彰显了政策的长效机制与稳

定效能。 

3.6.2  平行趋势检验 

鉴于两种方法在补充 2018—2022 年数据后

所展现的政策动态效应具有趋同性，出于精简篇

幅考虑，本文特选取比例法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予以展示。由图 3 可知，2005—2010 年的估计系

数小于 0 且稳定变化，2011—2022 年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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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影响机制检验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influence mechanism 

变量名称 （1）粮食增产 （2）农民收入 （3）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4）农民收入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I2011 0.058***（0.012） 0.062***（0.016） 0.013***（0.008） 0.018***（0.013）

粮食增产  0.097***（0.154）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0.062***（0.068）

常数项 0.543（0.092） 0.566***（0.122） 8.124***（0.201） 8.225***（0.265）

省份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03 403 403 403 

R2 0.406 0.421 0.396 0.478 
 

表 7  延伸分析估计结果 

Table 7  Estimated results of extended analysis 

变量 （1）插值法 （2）比例法 （3）插值法 （4）比例法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I2011 0.206***（0.033） 0.214***（0.021）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5   –0.013（0.018） –0.015（0.016）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6   –0.018（0.022） –0.016（0.02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7   –0.052（0.029） –0.063（0.026）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8   –0.017（0.028） –0.022（0.023）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09   –0.022（0.008） –0.027（0.005）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0   –0.012（0.019） –0.008（0.006）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1   0.166***（0.032） 0.185***（0.027）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2   0.206***（0.030） 0.232***（0.03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3   0.405***（0.031） 0.414***（0.036）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4   0.416***（0.029） 0.426***（0.03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5   0.453***（0.028） 0.463***（0.030）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6   0.556***（0.031） 0.561***（0.029）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7   0.592***（0.032） 0.598***（0.028）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8   0.602***（0.022） 0.604***（0.025）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19   0.633***（0.031） 0.648***（0.024）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20   0.645***（0.028） 0.659***（0.042）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21   0.693***（0.030） 0.703***（0.037） 

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2022   0.705***（0.025） 0.712***（0.031） 

省份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用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23***（0.027） 0.887（0.018） 1.463***（0.028） 0.923（0.017） 

观测值 558 558 558 558 

R2 0.886 0.846 0.892 0.851 

 

 
 

图 3  2015—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动态影响 

Fig.3  Dynamic impa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from 2015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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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于 0 且呈现显著的递增趋势，满足平行趋势

检验的要求，巩固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启示 

依托准自然实验的逻辑框架，本文采用中国

31 个省 2005—2017 年的面板数据和辅以线性插

值法和比例法补充的 2018—2022 年缺失数据，使

用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和两阶段估计策略深入剖

析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因果效应和

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基准回归分析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

政策平均增加了 11.5%的农民收入，即使纳入种

粮补贴政策和土地确权政策干扰，政策效果依然

显著，对农民增收的正向效应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旱地和经济发展

水平不一的东、东北、中、西部地区，政策均能

促进农民增收，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农民

增收的边际效应更为显著，而水田和牧区的政策

并不具有农民增收效应。 

第三，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

政策通过粮食增产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

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同步增加，双轮驱动

农民增收。 

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具有

农民增收效应，为政府建设高标准农田提供了政

策启示：第一，严格遵循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

扩大耕地面积，优化耕作条件，提高土地产出率，

充分挖掘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潜力。第二，坚持因

地制宜原则，制定区域非均衡性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政策。旱地要注重节水基础设施建设，水田要

合理划分与归并田块，牧区要提升耕地品质。第

三，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和强化对农业生产性

服务业的支持。重视政策实施的情景依赖性和中

介效应，精准施策，高效地发挥政策的农民增收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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