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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 苏 省 公 安 厅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苏农机〔2024〕3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与
应用补贴监管工作的意见

各设区市、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发改委、工信局、

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是国家出台的一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为确保这项政策规范高效实施，现就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监管工作的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压紧压实各方监管责任。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是落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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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责任主体部门，要会同发改、工信、公

安、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政策实施加强监督，依法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农业农

村部门与财政部门要加强补贴政策实施审核、资金使用全过程监

管，发现异常情形及时调查处理。发改部门要加强信用信息共享

和失信信息公示。工信部门要加强农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提升农机产品生产质量。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涉嫌骗套农机

补贴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农机产品强制性认证监管，

依法查处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等违法行为，并将行政处罚结

果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税务部门要加强农机产销企

业农机补贴产品发票的管理。

二、优化补贴标准测算方法。省农业农村部门在组织机具补

贴额测算时将充分考虑机具主要参数和成本情况，按“就低不就

高”原则进行测算。对于已经进入补贴品目的产品，其上年市场销

售均价原则上通过省级补贴系统数据测算。对于新增品目的产品，

其市场销售均价由省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市场调查或委托第三方开

展价格评估和成本测算。省农业农村、工信等部门联合探索“优机

优补”工作，推动农机补贴产品优胜劣汰。

三、严格控制累加补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有缺口的

县（市、区）原则上不得实施农机累加补贴；确有累加补贴需求

的县（市、区），需制订本地区累加补贴实施方案，经市级农业农

村、财政部门审核，上报省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备案同意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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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禁止以推广补助等奖补名义违规实施农机累加补贴，发现

违规补贴的，省将采取暂缓补贴资金下达等处理措施。

四、严格执行补贴机具核验制度。县级及以下农业农村部门

负责补贴机具核验工作，对购机者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核、

对重点机具进行现场核查。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机具核验要点规定

内容，逐项比对核验。严格落实机具核验双人交叉核验或个人核

验、单位内部集体会审双重审核。对本地当年新增品目机具在农

时作业季节进行延伸跟踪评价，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书面上报。

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自主

投档平台与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税务系统等共享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机制，及时获取农机企业生

产经营异常或违法失信情况。将农机生产经销企业和购机者失信

信息纳入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按失信严重程度分别纳入全国农

机购置补贴违规通报数据库或黑名单数据库。

六、建立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各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

实施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异常情形报告制度，发现异常情形

和违规行为要及时报告。县级要通过建立农机补贴监督员制度等

形式，采取相应激励措施，及时发现补贴异常情形和违规行为。

七、健全督查检查机制。县级要加强对补贴机具经销企业监

管，重点检查参与补贴政策实施的责任义务履行和承诺践诺情况，

加大违法违规警示教育宣传，保持对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的高

压态势。市级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每年对县级补贴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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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至少组织 2 次专项检查。省农业农村部门每年组织开展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可采取委托独立第三方核查等

方式，按三年周期进行重点县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农业农

村部门加强农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或市场质量监督检查。

八、建立严查快打联动机制。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严格

按照《江苏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经营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等，

对农机产销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对参与较重及以上违规

行为的购机者，给予 3 年内不得享受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处理；

对严重违规产销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从业人员等违规人员，

按规定列入黑名单，禁止再参与补贴政策实施工作；涉嫌构成犯

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有公职人员涉嫌违规违纪违法

行为的，要及时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九、探索补贴机具适应性评价制度。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按年

度对本辖区内新进品牌机具进行适应性评价，评价的内容包括机

具性能、地区适应性、市场价格的合理性等，形成年度评价报告。

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对县级年度评价报告进行审核，并将综合评价

情况报送省农业农村部门。新进补贴品目的机具补贴 1 年后，由

省农业农村部门组织抽取部分机具进行适应性评价，评价可采取

自行组织、委托第三方、指定市县等方式进行。评价报告作为补

贴标准调整的重要依据。

十、配齐培强人员队伍。县乡两级要选择政治觉悟高、思想

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专业人员，调整充实到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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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办理工作岗位，做到定人定岗、配齐培强。市县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经办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提高

经办人员业务素质和政策执行能力。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公安厅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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