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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个百分点，但入社农户数仅占全省农

户总数的33.33%。[19]家庭农场数量少、层次低，2022年

末，云南有家庭农场80824个，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

场仅占7.09%、仅占农户总数的0.054%，分别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了0.69和0.02个百分点，户均年经营收入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了4.90万元。[20]

2、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偏低

云南参与流转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小、流转耕地面

积少、耕地流转率长期偏低，呈现出耕地流转总体水平

偏低、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较低、州（市）耕地流转水平

和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差异较大等特点。2022年，云南农

村耕地流转率为12.1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4.59个百

分点，在全国居倒数第2位，仅高于海南省。其中流转入

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面积仅占农

户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7.0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

6.80个百分点；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比重为27.55%，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26个百分点，在全国（除西藏外）

居第21位。16个州（市）的耕地流转率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最高的西双版纳比最低的怒江高出23.84个百分

点。

3、社会化服务水平低

云 南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在 全 国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 各 类

服务组织的服务水平差异较大、高质量社会化服务严重

不足，难以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产业新业态的发

展需求。2022年，全省仅有935.05万亩农作物获得耕、

种 、 防 、 收 等 环 节 的 托 管 服 务 ， 仅 占 农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的 8 . 7 4 % ， 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低 了 6 8 . 6 8 个 百 分 点 ， 在 全

国 （ 除 西 藏 外 ） 居 第 2 8 位 ， 仅 高 于 海 南 和 贵 州 。 仅 有

73.27万个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受了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其中小农户60.22万户，仅占承包农户总数的

6 . 6 8 % ， 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低 了 1 7 . 3 8 个 百 分 点 ， 在 全 国

（除西藏外）居第22位。全省仅有16.73%的农业龙头企

业和7.6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服务，分别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了30.18个百分点和8.52个百分点。

（五）农业发展基础有待夯实

山地为主的农业立地条件以及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历史欠账，使得云南农业的发展基础依然薄弱。

1、耕地总体质量不高

由于优质耕地资源流失等原因，云南省农业坡地化

趋势加剧。国土“三调”结果显示，云南省坡度6度以下

的耕地占23.04%，比“二调”时下降了2.99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4.21个百分点；坡度15度以上的

坡耕地占45.86%、比“二调”时上升了0.95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6.51个百分点，25度以上耕地占

18.64%，比“二调”上升了4.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了15.33个百分点。而生态功能区定位加剧了产业

发展的土地资源配给矛盾，且限制了农业发展和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2022年，云南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因灾直

接经济损失分别居全国第3位和第8位。

2、人才支撑严重不足

乡 村 科 技 人 才 总 量 不 足 与 结 构 不 优 并 存 ， 农 业 从

业人员整体能力偏低，青年人才流失严重，从业人员老

龄化日益突出，涉农企业技能型人才不足。当前，云南

省 乡 村 就 业 人 口 中 ， 未 上 过 学 和 小 学 文 化 程 度 分 别 占

4.275%和45.62%以上，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1.615

个百分点和17.916个百分点；[21]50岁以上年龄阶段的占到

了约90%，其中60岁以上的超龄务农人员占比约50%，农

村留守人员中妇女所占比重超过70%；[22]2022年，云南规

上农产品加工业[23]（不含烟草制造业）的全员劳动生产

率仅为135.28万元，比制造业平均水平低了48.67%。[24]

3、投融资体系支撑弱

财政投入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效应不显著，2022年，

云南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为22.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5个百分点，在全国居

第12位；同时，金融对农业和乡村产业的“惜贷”问题

仍不同程度存在，农业保险主要针对粮食作物和种畜，

不少特色重点产业尚未获得农业保险的保障支持。

4、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农业科技创新投入较低，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足，

农业产业的科技转化率和贡献率较低，绿色农业科技创

新严重滞后。2022年，云南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

发投入强度仅为0.85%，分别比当年云南省规上工业企业

和全国平均水平低了0.02和0.46个百分点。

云南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突破路径

（一）以提高粮食供给保障为底线实现农业生产要

素配置的大幅跃升

充分利用国家在耕地保护和提高耕地水平的相关政

策，严守7857万亩耕地、570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两条

保护红线，稳步实施新一轮补充耕地三年行动，优先加

快3750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升工

作。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确保耕地，尤其是种粮

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良田粮用，将15度以下

耕地作为整改重点，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

非粮、非农作物有序退出。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认

真落实落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宣威、

智库报告丨Think  Tank   Report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