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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核心举措，对推动农业经济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截至2025年，我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粮食产能得到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条

件得到显著改善。本文通过调研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现状，探讨了其中存在原因，并对目前存在的规划

与选址不合理、资金投入不足与使用低效、工程质量与验收漏洞、后续管护机制缺失、模式单一、群众

参与不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加强部门协作、统筹推进，实施精细化管理、提高建设成效，合

理规划建设、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数字农业、开发信息系统，树立建管并重理念、健全管护制度等解决

措施，为促进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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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is a core measure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toring grain in land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2025, China has built 1 billion mu of high-stand-
ard farmland,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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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 This article,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
struction in China,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it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planning and site selection, insufficient and inefficient capital in-
vestment, quality and acceptance loopholes in engineering, lack of subsequent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s, single models,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It proposes 
solu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advance-
ment, implementing refined management to enhance construction effectiveness, rationally plan-
ning and constructing to achieve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developing digital agriculture and 
developing information systems,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equal emphasis 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ystems, providing certain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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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粮食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物质资料，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国际民生。耕地作为农业基本生

产资料，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基石，耕地质量提升直接关乎粮食产量、质量和安全，而高标准农田具备集

中连片、稳产高产、配套设施齐全、抗灾能力强、生态环境友好等特性。因此要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农民

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就必须大力发展高标准农田。自 200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

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高标准农田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农田就是

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1]“高标准农田要坚定不移抓下去，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收、

高产稳产”[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成高

标准农田”[3]。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0 亿亩，有效提高了耕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进

一步优化了耕地灌溉方式和农业种植结构，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我们同样

清醒的看到，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仍面临系列困难和问题，而通过加强部门协作，统筹推进、推行精细

化管理，提升建设质量与效率、科学规划与因地制宜相结合，优化空间布局、加快数字赋能，构建智慧

农田管理系统、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等措施，有助于推进高标准农田的高标准化。 

2. 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 规划选址不合理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在我国多地普遍存在，有些地方未严格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要求进行选址，且未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有效衔接，造成建设效益低下、资源浪费、

生态环境破坏等系列问题[4]。如，宁夏部分区县存在将高标准农田规划在禁建区，云南部分高标准农田

规划在果园和林地。有些地方因项目前期调研和科学论证不足，选址未充分考虑地形、水源和土壤条件，

导致规划粗放、效果低下。 
(二) 资金投入不足与使用低效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文因素不同，造成了各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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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差距很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少，不足以保证高标准农田建设所需资金的投入，另外由于国家对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大，所以地方政府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资力度也相应较小，所以导致很多地

区资金投入不足。在一些贫困地区，虽然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维

护，但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使得后期管护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比如在一些偏远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建成之后，由于当地财政收入较少，不能保证资金的及时到位和有效使用，这就使得后期管护工作

无法顺利开展[5]。 
(三) 工程质量与验收漏洞 
多地存在使用“非标”建材的现象，例如，2023 年央视 3.15 曝光的江苏盐城滨海县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因钢筋混凝土水泥管钢筋用水了缩水一半，且存在做工粗糙、钢筋裸露、水泥管地板厚度不达标

等问题，导致管道强度不足，引发沉降、裂缝等后果[4]。有些地方出现修建的灌溉管道内无水、泵房无

电，修建至今未使用且设施损毁等现象[5]。还有些地方暴露出施工方为缩短工期或减少成本，违反规范

要求，未按标准预制 20~30 cm 厚的混凝土底板，导致结构稳定性差等现象。尽管国家出台了《高标准农

田建设通则》和地方标准，但在实际验收中仍存在验收标准不严、审计与监督机制缺失、验收数据造假

等问题。 
(四) 管护机制缺失 
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内容主要涉及农田土壤的监测和管护、水利工程管护、田间道路工程管护、生

态环境工程管护、农田病虫灾害管护、建筑物标志与公示工程管护等方面[6]。但目前高标准农田建后管

护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普遍现象，再加上管护机制的缺失，导致高标准农田建设后管理不规范、先

进设施得不到合理利用和及时维护，极大降低了农田的整体效能，成为现代化高标准农田发展的关键瓶颈。 
(五) 农民参与度不高、积极性不足 
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农民在规划设计、施工实施等环节的参与度较低，不能有效

反映农户的实际需求，导致建设和使用脱节。部分农民反映，种植经济作物收益远高于粮食作物，导致

农民更倾向非粮化种植[7]。同时因为建设标准“缩水”、基础设施维护缺失、土地流转受阻、规模化经

营困难等系列问题的存在，影响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3. 对策建议 

(一) 加强部门协作，统筹推进 
1. 建立“联席决策 + 专班推进”组织架构  
在省级层面成立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自然资源、水利、财政、生态环境等多部门参与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联席会议”，明确各部门权责清单，制定年度协同任务书[8]。设立省、市、县三级专项工作专

班，推行“任务交办单 + 进度督办函”机制，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如国土“三调”数据、水利灌溉布

局等)。 
2. 创新资金与资源整合模式  
整合农业农村、水利、乡村振兴等领域资金，设立“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基金”，实行“项目库管

理 + 竞争性分配”机制。探索“政府主导 + 社会资本参与”的 PPP 模式，鼓励国企、农业龙头企业以

EPC 总承包方式参与建设[9]。 
3. 构建“田长制 + 网格化”管理网络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纳入“田长制”考核，建立“总田长统筹、网格田长负责、技术田长指导”的三

级管理体系[10]。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实现跨部门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动态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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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行精细化管理，提升建设质量与效率  
1. 实施“全过程标准化”管控 

制定涵盖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后期管护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明确田块平整度、灌排设

施覆盖率等量化指标[11]。引入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对土壤改良、沟渠建设等关键环节进行“飞行检

查”。 

2. 推广“分区分类”建设模式 

在东北黑土区重点实施保护性耕作，黄淮海平原主攻节水灌溉，南方丘陵山区推行梯田整治 + 生态

护坡。针对盐碱地、酸化土等障碍性耕地，采取“一地一策”改良方案，配套生物有机肥、暗管排盐等

技术。 
3. 建立“数字孪生 + 模拟仿真”预评估机制 
运用 BIM 技术对项目区进行三维建模，模拟建设后农田排灌效率、抗灾能力等指标，优化设计方案。 
(三) 科学规划与因地制宜相结合，优化空间布局  
1. 衔接“多规合一”实现精准落地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水资源利用规划等“多规融合”，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

粮食生产功能区布局。划定“三区三线”：重点建设区(高产稳产区)、提质改造区(中低产田)、后备资源

区(宜耕未利用地)。 
2. 尊重区域特色差异化设计 
北方干旱区推广滴灌、喷灌与水肥一体化技术；南方多雨区建设生态沟渠、蓄水池防涝；丘陵山区

推行“宜机化”改造[12]。在生态脆弱区实施“农田建设 + 生态修复”协同工程，配套植被缓冲带、生

态田埂等设施。 
(四) 加快数字赋能，构建智慧农田管理系统 
1. 建设“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平台 
整合卫星遥感(监测耕地变化)、无人机巡检(评估建设进度)、物联网传感器(采集土壤墒情、气象数据)，

构建省级农田大数据中心。开发“农田一张图”系统，实现项目申报、进度跟踪、问题反馈全流程线上

办理。 
2. 推广智能装备与技术应用 
在项目区布设智能虫情测报灯、自动气象站、水肥智能调控系统，实现精准管理。 
试点“数字田长”AI 助手，通过算法模型预警耕地撂荒、设施损坏等风险。 
3. 探索“区块链 + 农田管护”模式 
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农田建设资金流向、管护责任落实等数据，确保信息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  
(五) 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1. 创新“三位一体”管护责任体系 
明确“政府监管 + 村级主体 + 社会化服务”分工：政府负责考核督导，村集体组织日常巡查，专

业公司承担设施维修。将管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按每亩每年不低于 30 元标准保障，探索“农田保险”

分担风险。 
2. 推行“以用促管”激励机制 
对管护成效显著的地区，优先安排下年度项目资金；对新型经营主体流转高标准农田的，给予地力

补贴上浮 10%奖励。试点“农田管护积分制”，农户通过参与沟渠清淤、设施维护等获取积分，兑换农

资或技术服务。 
3. 培育专业化管护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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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乡镇农技站组建“农田管家”服务队，开展定期培训；鼓励成立农田管护合作社，承接区域性

管护业务。提出加强部门协作、统筹推进，实施精细化管理、提高建设成效，合理规划建设、实现因地制

宜，发展数字农业、开发信息系统，树立建管并重理念、健全管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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