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今開會 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二審

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昨日正式對外發布，這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第13個指

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今年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因地制宜發展

農業新質生產力」。文件提到，以科技創新引領先進生產要素集聚，因地

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瞄準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強化農業科研資

源力量統籌，培育農業科技領軍企業。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發揮「南

繁硅谷」等重大農業科研平台作用，加快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種。推動農機

裝備高質量發展，加快國產先進適用農機裝備等研發應用。支持發展智慧

農業，拓展人工智能、數據、低空等技術應用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20252025年年22月月242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5年2月24日（星期一）

2025年2月24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鄭慧欣文 匯 要 聞A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四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今起（24
日）在北京舉行，備受關注的民營經濟促進
法草案將進行二次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發言人辦公室此前表示，各方面普遍認
為草案將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重大方
針、政策和舉措上升為法律規範，對於全社
會穩定預期、振奮信心、凝聚力量，激發民
營經濟發展動能，推動高質量發展，發揮民
營經濟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的重要作
用，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草案二審後，
常委會法工委還將進一步徵求各方面意見，
修改完善草案，保證民營經濟促進法盡快審
議出台。

規範異地涉企執法 提振發展信心
2024年12月，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初次審

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隨後廣泛徵求社會
各界意見建議。草案首次在法律中明確民營經
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
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同時，將堅持公有
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
濟制度寫入法律，被認為是回應了長期以來輿
論關於「國進民退」的擔憂，獲得廣泛好評。
對於「遠洋捕撈式執法」等社會爭議問題，

草案中也進行了明確。草案提出，嚴格依法實
施限制人身自由強制措施，不允許超權限、超
範圍、超數額、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財物，禁

止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規範異
地執法行為，加強行政執法監督，健全企業信
用修復制度等等。「這些有力回應了包括民營
企業在內各類經營主體的期盼和訴求，為今後
涉企執法、監管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中國
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李兆前指出，該法必將更
好地穩定民營企業發展預期、提振發展信心。

二審後續徵意見 保證盡快出台
2月17日，中央舉行民營企業座談會，習近平

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中國人大》報道指
出，全國人大憲法法律委、常委會法工委認真
學習領會重要講話精神，對標對表黨中央部署
要求，聚焦平等對待、公平競爭、同等保護、

共同發展，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突出法治
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根據全
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意見，對民營
經濟促進法草案進行修改完善。二審後，法工
委將進一步徵求各方面意見，修改完善草案，
保證民營經濟促進法盡快審議出台。
民用航空法修訂草案亦將在提請此次人大常委

會會議審議。據介紹，近年來，中國民航運輸和
通用航空「兩翼齊飛」，低空經濟如火如荼，民
航業成了經濟發展領域焦點和熱點。作為民航領
域的一部基礎性、根本性法律，民用航空法順應
時勢修訂，承載着公眾對民用航空業快速發展的
新期待。業界預期，此次修訂將促進中國民航更
好地與國際規則接軌，為行業注入發展新動能。

文件題為《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進一
步深化農村改革 扎實推進鄉村全面

振興的意見》，全文共六個部分，包括：
持續增強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
力、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着力壯
大縣域富民產業、着力推進鄉村建設、着
力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着力健全要素保障
和優化配置體制機制。其中，「糧食安全
和重要農產品的安全穩定供給」擺在國家
安全的首位，所佔篇幅最長，大概佔了三
分之一的篇幅，講了九個方面，為鞏固和
發展糧食安全政策體系，作出系統部署和
安排。

強調培育農業科技領軍企業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朱晨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文件首次提出「農
業新質生產力」，並特別強調生物育種產
業化、人工智能、低空經濟以及「科技小
院」等領域的發展。這不僅賦予了農業現
代化更高的科技含量，也使政策更具可操
作性，為推動農業向智能化、高效化、可
持續化方向發展奠定了基礎。
為推動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文件強
調要培育農業科技領軍企業。中國社科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農產品貿易與政策研究室
主任胡冰川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這些企業
不僅在技術研發上處於行業前沿，還能夠
在產業鏈條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技術創
新、市場導向等方式促進農業現代化。農
業科技企業的崛起有助於加速農業領域的
創新生態建設，並推動農業科技成果的轉
化和應用。

強化食品安全和膳食健康目標
朱晨還指出，文件進一步強化了食品安
全和膳食健康目標，不僅深化獸用抗菌
藥、農藥殘留治理，還首次明確提出推廣
全穀物飲食和「減鹽減糖減油」的細化健
康飲食結構調整目標。這些舉措不僅有助
於全面提升城鄉居民的食品安全水平和營
養健康狀況，同時也為農食企業帶來了新
的挑戰和機遇，推動行業向更健康、更可
持續的方向發展。

深化農村改革促鄉村全面振興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金文
成表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改革」意味
最濃，就是要用「改革」這個法寶來破解
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面臨的難題和挑戰，
從而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改革的重點，
首要就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
「三塊地」上進一步下功夫。國家發展改
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涂聖偉表示，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突出「以深化農村改革
來促進鄉村的全面振興」，文件裏提到改
革的事項比較多，歸納起來實際上還是在
地、錢和人三個關鍵要素上。只有形成協
同效應，才能充分保障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今年文件中5

次提到「打擊」，為當前農業農村治理社
會劃定「紅線」，涉及農產品貿易、農村
移風易俗、鄉村振興投融資等多個方面，
其中打擊婚託婚騙、鄉村傳銷等內容首次
在一號文件中出現。

中央一號文件首提農業新質生產力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

所農產品貿易與政策研究室

主任胡冰川對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2025年中

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業領域科技、基礎設施建

設、體制機制改革等多項政策，為民營企業農

業領域發展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和市場機遇。

涉農科技農機企業有錢途
「科技方面，政策加碼農業科技攻關，AI決

策系統、智能灌溉等技術應用將提升農業生產

效率。」胡冰川指出，擁有AI技術、數字孿生

技術的民營企業可與農業生產企業合作，開發

更多適合農業場景的技術和產品，推動農業生

產管理模式的創新。

同時，政策推動農機裝備補短板，北斗輔助

駕駛系統、無人機植物保護等技術應用加速。

從事智能農機製造的民營企業以及提供農業信

息化服務的企業，也將迎來更廣闊的市場需

求。它們可以通過不斷優化產品、拓展服務，

助力農業生產向智能化、精準化方向發展，同

時也為自身贏得更多的商業機會。

此外，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支持生物育種產業

化，「這將為相關民營企業帶來技術推廣和市

場擴張的良機。這些企業可以加大在生物育種

技術研發和應用方面的投入，提高種業的核心

競爭力，滿足市場對高品質種子的需求。」胡

冰川說。

同時，文件還強調創新鄉村振興的投融資機

制，民營企業可積極與金融機構合作，探索開

發適合農業農村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為農業項

目提供融資支持。

冷鏈物流預製菜龍頭迎機遇
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文件強調了冷鏈

物流和低碳農業基礎設施的重要性。胡冰川表

示，民營企業可抓住機遇加大在冷鏈物流領域

的投資，建設縣域冷鏈集配中心、冷藏庫等設

施，提高農產品的保鮮和運輸能力。同時，也

可以投身低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如投資建設

農村沼氣發電項目、光伏溫室等，享受政策補

貼，降低建設成本，推動農業的綠色發展。

在國家糧食安全方面，政策強調了糧食產能

提升與耕地保護。「從事糧食種植的民營企業

可以通過擴大種植規模、採用先進種植技術等

手段提高產量。糧食加工企業則可以加大對深

加工的投入，開發更多高附加值的產品，延伸

糧食產業鏈。」胡冰川同時指出，結合中央「千

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農業全產業鏈整合者

成為重點扶持對象。預製菜龍頭、冷鏈物流等

民營企業可以通過整合上下游資源，打造從種

植養殖到加工銷售的完整產業鏈，提高產業協

同效率，穩固自身在農業產業中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

中央一號文件五大新信號
信號1：改革意味更濃厚

改革重點首要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承包地、
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上下功夫，推動土地承包30年到期
再延長30年的試點擴大，允許農民合法取得的住房通過入
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推動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

信號2：牢牢守住糧食安全底線

「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的安全穩定供給」擺在國家安全
的首位，持續推進糧油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

信號3：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

今年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第五
年，也是過渡期的最後一年，是收官年。守住「三保障」
（義務教育保障、醫療保障和住房安全保障）和飲水安全的
底線。

信號4：首提農業新質生產力

農業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包括生物育種技術、無人機技
術、人工智慧技術和數字技術等，數字技術在農業領域、
鄉村領域的應用，改變傳統生產模式，推動農業標準化、
規模化。

信號5：城鄉融合的鄉村全面振興

一號文件特別提出要「發展縣域富民產業」，發展優勢突
出、就業容量大、帶動效益突出的縣域富民產業。

來源：央視新聞

廣東作為內地農業大省、製造業
大省和科技創新大省，在農業裝備

研發應用、智慧農業建設方面已取得積極成效，
特別是在以無人機為代表的新業態助力下，農業
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
農業無人機、農業無人車、智能插秧機、農機

導航……在位於廣州黃埔區的極飛超級農場，佔
地約300畝水稻試驗田從播種到收割驗證，全程
採用無人管理模式。極飛科技公共事務高級經理
黃鑫帥介紹稱，以農業無人機為例，在病蟲草害
防治方面，農業無人機效率是人工20倍；施肥方
面，在每秒13.8米全速飛行下，農業無人機以每
分鐘280千克最大推料速度，11秒即可撒完一袋
50千克肥料。

過去「靠經驗」現在「看數據」
同時，智能設備在智慧管理平台的管理下，效

率可進一步提升。黃鑫帥介紹，以棉花為例，一
個水閥覆蓋10畝地，如果種3,000畝地的情況
下，傳統灌溉方式要去擰300個水閥。採用智能
設備後，直接在手機裏設定好時間，什麼時候開
啟或關閉，可以遠程操作。農田水閥設備還可記
錄流量，由過去「靠經驗」到現在「看數據」，
實現標準化生產。

極飛科技2013年開始展開農業無人機研
發應用，目前是內地農業無人機領域的龍頭企
業。「從2016年開始，極飛科技每年都會發布
新款農業無人機，截至目前，已在全球銷售13
萬台套智能農機設備。讓我們自豪的是，通過我
們的持續研發努力，一套農業無人機從起初的13
萬多元（人民幣，下同），下降至不足5萬元。
同時，原本需要專業飛手操作，到如今，五六十
歲的農戶經過簡單培訓即可自行操作。」黃鑫帥
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羅錫文是

中國著名的農業機械化工程專家，近年來致力研
究、應用和推廣智能農機和智慧農業模式。近日
在廣州黃埔區舉行的2025年農業產業高質量發
展座談會上，羅錫文表示，智能農機裝備的突破
將徹底改變傳統農業「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產
模式，其發展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涉及政策、
經濟、社會協同的系統工程。未來需通過科技創
新驅動、政策精準扶持、產業生態構建，加速實
現農業裝備產業跨越式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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