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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学术思考】

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出口限制与我国粮食安全∗

崔 奇 峰　 　 　 普 蓂 喆　 　 　 王 国 刚　 　 　 钟　 钰

摘　 要：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上管控粮食贸易的主要方式逐步由禁运制裁向出口限制转变。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先后有越南、俄罗斯、柬埔寨等国家紧急宣布实施粮食出口限制，呈现出手段上侧重行政

手段而非市场调节、安排上实施步骤非常紧凑急促、品种上主要涉及稻麦口粮等全新的特点。 分析发现，当前实施

粮食出口限制政策的国家，虽在国际稻麦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与我国粮食贸易关联程度相对较小，当下不会冲

击到我国粮食安全，需防范的是对饲料粮带来的冲击。 疫情大考彰显了我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粮食安全战略观的远见。 保障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为此要千方百计实现今年中央提出的粮食产量稳定

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的目标，从“保耕地、保收益、稳市场、稳链条”四个方面采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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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对全球金融市

场、国际贸易、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引发了国

际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恐慌。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

迅速蔓延，粮食更加凸显出战略物资的本质，多个国

家陆续发布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以维护本国粮食安

全。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预警，疫情致使劳动力短

缺和供应链中断，或将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

全。 综合判断分析，这些国家实施粮食出口限制政

策，当下不会危及我国粮食安全，但对于一些粮食高

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肯定有着巨大的挑战。 我国是世

界第一人口大国，多国禁止粮食出口是否会冲击我

们的粮食安全？ 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应对可能

出现在粮食领域的危机？ 透视粮食出口限制政策的

本质，立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认清当前我们粮食生

产面临的主要隐患与问题，研究提出完善对策与措

施，坚决打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对于我国更好地

应对全球粮食形势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国际粮食贸易主要管控方式发生转变

国际粮食市场波动除了受自然灾害等传统因素

影响外，突发公共事件带来新的异动，使得粮食作为

特殊商品的战略属性越来越强化。 二战后，新的国

际经贸秩序重新建立，管控粮食贸易的手段也随之

变化。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公共卫生事件突

发，限制粮食出口渐渐成为一些国家应对突发事件

的常用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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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０ 世纪主要采用禁运制裁方式

２０ 世纪中后期，出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或贸

易争端需要，西方国家经常以惩罚别国为目的而实

施制裁禁运，这成为国际粮食市场异动的主要因素。
它们把粮食用作解决争端的工具和武器，试图造成

被制裁国经济损失或政治动荡的局面。 这种制裁方

式呈现出局部性、国别性和非独立性的特点。
表 １　 二战以来涉及粮食的主要制裁禁运事件

发起方 目标国 实施时间 产品名称 主要手段

美国 朝鲜 １９５０ 年以来
多次实施

粮食等
各类商品

持续对朝鲜实施包
括粮食禁运在内的
一系列制裁措施

美国、
南越等 北越 １９５４—

１９７６ 年 粮食 南越拒绝向北越运
输粮食

苏联 阿尔巴
尼亚

１９５５—
１９６１ 年

粮食
（小麦等）

采取经济制裁，拒绝
向阿国运送小麦等
粮食

美国 老挝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５ 年

粮食
（大米）

全面中断对老挝的
大米援助

美国 中国 ２０ 世纪 ５０
—７０ 年代 粮食 全面经济封锁，包括

粮食禁运

美国 印度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７ 年 粮食 中断粮食援助协议

中国 越南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年

粮食等
各类商品

中断包括食物在内
的所有援助项目

美国 伊朗 １９７９ 年以来
多次实施

粮食等
各类商品

以美国为主的多国，
对伊朗实施包括粮
食禁运与国际贸易
等方面的多项制裁
措施

美国 苏联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年

粮食（主要
是谷物）

除美国依据长期协
议下的 ８００ 万吨粮
食外，禁运 １７００ 万
吨谷物

联合国
安理会 伊拉克 １９９０ 年

至今
食品、药品
以及粮食

先后通过 ６３ 个关于
伊拉克问题的决议，
对伊拉克实行包括
粮食禁运在内的一
系列经济制裁措施

联合国
安理会 利比亚 １９９０ 年

至今
粮食等

各类商品

持续对利比亚采取
国际贸易、金融等领
域的制裁措施

美国 委内
瑞拉

２００６ 年
至今

粮食等
各类商品

实行多项经济制裁，
包括粮食等商品禁
运与金融制裁

美国等 俄罗斯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 年

粮食及其他
农产品

禁止对俄罗斯出口
农产品、农业原料和
粮食

阿拉伯
国家
联盟

叙利亚 ２０１１ 年
至今

粮食等
各类商品

对叙利亚实行包括
禁 运 粮 食 等 制 裁
措施

联合国
安理会 朝鲜 ２０１８ 年

至今
粮食等

各类商品

对朝鲜实施经济制
裁，包括粮食在内的
各类商品实施禁运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的网络新闻资料整理。

首先，制裁和禁运往往针对特定的国家或特定

的目标，其影响呈现出局部性、有限性。 美国对苏联

的粮食禁运政策产生了一定效力，尽管苏联积极寻

找其他替代进口渠道来弥补粮食缺口，与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年相比，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年苏联预期粮食进口量还

是减少了 ６００ 万吨。①同时，由于寻找到的进口替代

国主要是进口小麦，而不是牲畜饲养首选的玉米，苏
联不得不宰杀缺少饲料而未长成的牲畜，牲畜屠宰

体重下降导致肉类获取能力下降。② １９９０ 年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 ６３ 个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决

议，对伊拉克实行包括粮食禁运在内的一系列经济

制裁措施。 截至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长达 １３
年的制裁措施使得伊拉克整体实力倒退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水平。
其次，粮食制裁通常是全面经济制裁的一部分，

很少单独使用，表现出政策的非独立性。 据初步统

计，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全球发生 １５ 次粮食禁运事

件，其中多数与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相伴而行（见
表 １）。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对中国实行包

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１９５６—１９６２
年，美国为控制老挝反对派势力的影响，对老挝实行

经济制裁，全面中断对老挝的大米援助；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美国因不满印度的农业、人口、汇率等政策，对印

度实行经济制裁，中断了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的协

议；从 １９５０ 年朝鲜战争爆发开始，美国持续对朝鲜

实施包括粮食禁运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措施。
２． ２１ 世纪主要采用粮食出口限制方式

由于带有敌对意图的制裁禁运越来越不得人

心，目前仅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还采用这一手

段。 进入 ２１ 世纪，经济危机及公共卫生事件频发，
出口限制在世界经贸市场异动中显现出强大的推手

作用。 尤其是粮食出口限制政策越来越频繁地被作

为管控粮食贸易的手段，其影响是全球性的，波及面

更大、程度更深。
全球金融危机下出口限制导致粮食价格飞涨。

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ＦＡＯ 预测世界粮食

库存降到 ３０ 年来最低，只够维持 ５３ 天。③由此引发

世界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２００８ 年谷物价格指数比

２００５ 年高 ６１％，比 ２０００ 年高 １０５％；粮食价格指数

也分别比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０ 年高 ２８％和 ６１％。④粮食

出口限制政策使得撒哈拉以南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呼

吁粮食援助，２００８ 年津巴布韦粮食缺口达 ５１０ 万

吨⑤，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引起了一系列连锁

反应，全球 ３３ 个国家实施了总计 ５２８ 个粮食出口限

制政策⑥，以维护本国粮食供需平衡。
当前，多国实施粮食出口限制再次加剧粮食危

机恐慌。 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其负面影响如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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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骨牌般迅速波及农业贸易领域。 仅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３１ 日，俄罗斯、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乌
克兰等 １２ 个国家宣布或启动了粮食出口限制措施

以求自保（见表 ２），不排除继续有其他国家跟进。
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应声上涨，ＦＡＯ 的国际大米价格

数据显示，泰国 Ｂ 级二等大米的价格 １ 月份是 ４６８
美元 ／吨，３ 月份达到 ５０９ 美元 ／吨，上涨了 ４１ 美

元 ／吨。
表 ２　 近期出台粮食出口限制的主要国家

国家 产品名称 实施时间 主要内容

越南 大米 ３ 月 ２４ 日

３ 月 ２４ 日，开始对大米实施出口
限制；３ 月 ２７ 日，宣布其计划将国
家大米储备量上调至 ２７ 万吨，以
防范疫情的影响；３ 月 ３１ 日，工贸
部提议恢复出口，并将 ４—５ 月的
月度配额定为 ４０ 万吨，但当时尚
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４ 月 １０ 日，
宣布取消大米出口禁令，恢复大
米储备，４ 月出口 ４０ 万吨大米

俄罗斯

小麦和混
合麦、黑
麦、大麦、

玉米

４ 月 １ 日

４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小麦、黑
麦、大麦和玉米等的出口量限制
在 ７００ 万吨以内；配额耗尽以后，
在这段时间将暂停向欧亚经济联
盟以外的国家出口粮食；４ 月 １３
日起向国内市场出售国家储备
粮，出售总量为 １５０ 万吨，大于早
先宣布的 １００ 万吨

哈萨克
斯坦

荞麦等
１１ 种
农产品

３ 月 ２２ 日

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以确保国
家食品储备充足，暂时对荞麦、小
麦粉或黑麦粉、白糖、土豆、胡萝
卜、萝卜、甜菜、洋葱、白菜、葵花
籽、葵花籽油等 １１ 种关键农产品
实行出口限制令

塞尔
维亚

葵花籽
油等 ３ 月 １５ 日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关闭边境，停

止葵花籽油等部分农产品出口

印度 大米 ３ 月 ２４ 日 稻米出口因“封国”而陷入停滞

埃及 豆类
产品 ３ 月 ２８ 日 ３ 月 ２８ 日起，未来 ３ 个月内停止

各种豆类产品出口

泰国 鸡蛋 ３ 月 ２６ 日

３ 月 ２６ 日起，对鸡蛋进行为期 ７
天出口禁令，其间不发放鸡蛋出
口许可证；４ 月 １ 日，将禁止出口
鸡蛋限期延长至 ４ 月 ３０ 日

柬埔寨 大米、
稻谷 ４ 月 ５ 日 暂停大米和稻谷出口，以确保疫

情期间粮食安全

乌克兰 小麦 ３ 月 ３０ 日

３ 月 ２７ 日，乌克兰政府宣布向当
地市场出售 １６ 万吨制粉小麦；３
月 ３０ 日宣布将 ２０１９ ／ ２０ 销售年
度的小麦出口上限设定为 ２０２０
万吨

欧亚经
济联盟 小麦等 ４ 月 １ 日

６ 月 ３０ 日前，临时禁止小麦、大
米、荞麦（荞麦产品）、小米、粗全
麦面粉、大豆、葵花籽等 １４ 种蔬
菜和粮食类产品出口到联盟以外
国家

　 　 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

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５ 国。 ２０１６ 年以来，乌克兰

小麦出口量为 １６００ 万吨左右，这是出口规模比较大的阶段，
之前年度出口规模在数百万吨不等，都达不到目前设置的

２０２０ 万吨这个出口限额数，所以出口限制的实际意义不大，
主要是一种政策信号。 泰国目前未对大米实施出口限制，基
于其是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也列入该表，以关注该国动态。

３ 月 ２４ 日，越南决定在疫情期间停止签署新的

出口合同，以保障国内供应。⑦３ 月 ２７ 日，俄罗斯联

邦农业部和经济部共同商定，４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小麦、玉米、大麦和黑麦的出口配额为 ７００ 万吨。
３ 月 ３０ 日，乌克兰政府宣布将 ２０１９ ／ ２０ 销售年度（７
月 ／ ６ 月）的小麦出口上限设定为 ２０２０ 万吨。 哈萨

克斯坦将小麦和面粉的出口配额分别设定为 ２０ 万

吨和 ７ 万吨。 此外， ３ 月 ３１ 日， 欧亚经济联盟

（ＥＡＥＵ）成员国发布了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临时禁

止出口部分基本粮食产品的禁令。 ３ 月 ３１ 日，白俄

罗斯政府发布法令，对包括荞麦、荞麦米、洋葱和大

蒜在内的一些主食产品实施为期三个月的出口禁

令。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宣布对包括小麦、面粉、大
米、植物油和食糖在内的一系列产品实施为期 ６ 个

月的禁令。 ３ 月 ４ 日，阿根廷政府通过 ２３０ ／ ２０２０ 号

法令宣布对出口税制再次作出调整。 此前，阿国政

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实施了一项修订粮食出口的政

策，将大豆、豆油和豆粕的出口税率从 ２５％上调至

３０％，将谷物的出口税率从 ７％上调至 １２％。⑧最新

的修订包括将大豆和大豆制品的税率进一步上调至

３３％，并按农场规模实施差异化税率，后者预计将使

小规模生产者受益。 小麦、玉米和高粱的出口税率

维持在 １２％，活牛、牛肉、鸡肉和奶粉的出口税率维

持在 ９％。 与此同时，水稻的出口税率则从 １２％降

低至 ６％，精米的出口税率从 ９％降低至 ５％，此举目

的是增加国家收入。 多国粮食出口限制让疫情下的

全球粮食安全雪上加霜，４ 月初 ＦＡＯ 表示，除非快

速采取行动，保证全球粮食供应链通畅，缓解疫情蔓

延对整个粮食体系的影响，否则全球将面临粮食危

机迫近的风险，冲击效应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显现。

二、当前粮食出口限制的主要特点

不同于自然灾害、军事战争、政治威胁等方式引

发的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粮食

出口限制呈现出全新的特点。 准确了解此次疫情下

多国粮食出口限制措施的新特点，细化受限粮食品

种类型，将有助于判断我国粮食安全是否受到影响，
以及可能受影响程度。

１．从手段上看，侧重行政手段而非市场调节

随着国际贸易格局的不断变化，各国政府和国

际机构对国际贸易的管理方式、制度架构也有相当

大的变化和调整。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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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税、最低出口价等市场调节是粮食贸易调控的

重要手段。 中国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废除小麦、稻米、玉
米和大豆的出口退税后，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小

麦、荞麦、大麦和燕麦征收 ２０％出口税，对稻米、玉
米、高粱、小米和大豆征收 ５％出口税；俄罗斯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底把小麦出口关税从 １０％提高至 ４０％；
沙特阿拉伯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提高小麦价格 ２０％—
３０％。⑨而此次疫情蔓延期间，粮食贸易调控手段以

粮食出口限制这一行政手段为主，直接明确提出粮

食出口限制数量或完全禁止出口，如欧亚经济联盟、
印度和越南禁止粮食出口，俄罗斯、乌克兰限制小麦

等粮食出口数量。 行政手段是国家控制出口商品的

管理制度，是实行贸易歧视政策的一种更直接、更有

效的方式，也是此次疫情期间粮食贸易管理的主要

手段。
２．从安排上看，实施步骤非常紧凑急促

此次多国紧急宣布实施粮食出口限制政策令人

猝不及防。 柬埔寨从 ３ 月 ３０ 日下令，到 ４ 月 ５ 日暂

停大米和稻谷出口，缓冲期仅有 ６ 天。 而俄罗斯在

３ 月 ３１ 日宣布对商品采取干预性措施，第二天即 ４
月 １ 日开始对小麦和混合麦、黑麦、大麦、玉米（不
含种子）实行出口配额管理。 更多国家的粮食出口

限制政策为“宣布即实施”，大米出口大国、疫情不

太严重的越南是最早采取行动的国家之一，该国在

３ 月 ２４ 日突然宣布当天实施粮食出口限制措施。
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印度于 ３ 月 ２４ 日下午宣布

全国进入为期 ２１ 天的封锁状态，大米出口因“封
国”陷入停滞状态。 埃及 ３ 月 ２８ 日宣布，自当日起

未来 ３ 个月停止各种豆类产品出口。 乌克兰也是在

３０ 日宣布的当天，即实施 ２０１９ ／ ２０ 销售年度小麦出

口上限设定为 ２０２０ 万吨的行动。
３．从品种上看，主要涉及稻麦口粮

从宣布实施出口限制的农产品种类看，有粮食

产品、蔬菜、油料、鸡蛋等，但以稻麦口粮的出口限制

为绝对主体。 共有 ９ 个国家对稻谷（大米）、小麦

（面粉）实施了出口限制政策，这些国家包括水稻出

口大国印度、越南，小麦出口大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乌克兰等国，充分体现出稻谷小麦的战略价值。
印度、越南是全球重要的大米出口国，其大米出口在

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
克兰三国小麦出口在世界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这些

国家的政策具有很强导向性，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将

会对全球大米小麦供应产生较大冲击。

三、粮食出口限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面对疫情蔓延，一些国家以自保为目的突然宣

布限制粮食出口，致使全球粮价恐慌性上涨，这一情

况值得我们警醒。 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农业价值

链，需密切关注实施出口限制国家的粮食出口情况，
准确判断对我国粮食进口及粮食安全的影响，防范

可能带来的冲击。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实施出口限制主要国家的粮食出口情况

主要国家 限制品种 出口规模（万吨） 占全球出口比重（％）

越南 大米 ６１１ １５．６２
柬埔寨 大米 ５３．０８ １．３８
印度 大米 １１６６．５６ ３０．３１

乌克兰
小麦 １６３７．３４ ８．３８
荞麦 １０．３９ ６．７７

俄罗斯

小麦 ４３９６．５６ ２４．０９
大米 １５．０２ ０．３９
玉米 ４７８．４３ ２．７６
荞麦 ２６．１８ １７．０５
黑麦 １２．９２ ７．７７
大豆 ９５．９８ ０．６３

哈萨克斯坦

小麦 ６１９．８４ ３．１７
大米 ９．６９ ０．２５
黑麦 ０．８６ ０．５２
荞麦 ０．００ ０．００
大豆 ３．３２ ０．０２

埃及 大豆 ０．０５ ０．００

　 　 数据来源：ＵＳＤ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ＧＡＴＳ）
数据库。

１．实施出口限制国家的粮食贸易情况

由表 ３ 可以看出，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大米出

口国，２０１８ 年出口规模为 １１６７ 万吨；越南大米出口

量居全球第三，２０１８ 年出口 ６１１ 万吨；柬埔寨出口

规模较小，年均保持在 ５０ 万吨左右，三国出口合计

占全球的 ４６．８％。 越南、印度、柬埔寨宣布暂停大米

出口，将对全球大米贸易产生较大影响。 俄罗斯小

麦在全球小麦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２０１８ 年小麦出

口 ４３９７ 万吨，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 ２２．５１％；乌克

兰出口 １６３７ 万吨，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 ８．３８％。
哈萨克斯坦出口限制产品种类较多，但最重要的当

属小麦，２０１８ 年出口小麦 ６１９ 万吨，占全球小麦出

口总量的 ３．１７％。 上述三国小麦出口规模占到全球

的 ３４．０６％，对全球小麦市场有着重要影响。 此外，
俄罗斯本次限制出口的重要大宗产品还有玉米，但
出口规模较小，２０１８ 年为 ４７８．４３ 万吨，仅占全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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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量的 ２．７６％，埃及主要限制出口大豆，但出口量

小、占比低，对全球市场影响十分有限。
表 ４　 实施出口限制主要国家与我国贸易情况

主要国家 限制品种 从出口限制国的
进口规模（万吨）

占我国进口
比重（％）

越南 大米 ４７．９１ １９．１４
柬埔寨 大米 ２２．４８ ８．９８
印度 大米 ０．１０ ０．０４

乌克兰
荞麦 ０．００ ０．００
小麦 ０．４１ ０．１２

俄罗斯

小麦 ４．６９ １．３３
大米 ０．１８ ０．０７
黑麦 ２．４１ ６６．４１
大豆 ８５．７２ １．００

哈萨克斯坦
小麦 ３９．８４ １１．３４
大豆 １．７３ ０．０２

　 　 数据来源：ＵＳＤ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ＧＡＴＳ）
数据库、中国海关总署。

２．与我国粮食进口关联度有限

从整体上看，目前实施粮食出口限制的国家，与
我国贸易关联程度相对较小，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

很小。 由表 ４ 可以看出，２０１９ 年我国从越南、柬埔

寨、印度进口大米规模分别为 ４７．９１ 万吨、２２．４８ 万

吨和 ０．１０ 万吨，从三国合计进口量为 ７０．４９ 万吨，占
我国全年总进口规模 ２５０．３７ 万吨的 ２８．１５％。 最重

要的是，仅占我国大米总产量的 ０．４７％。 在小麦进

口方面，２０１９ 年我国进口 ３２０．４８ 万吨，但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本次实施小麦出口限制国家

进口数量为 ４４．９４ 万吨，占进口规模的 １４．０２％。 越

南大米主要出口国是菲律宾，印度出口市场相对分

散，超过百万吨的主要有伊朗、沙特等国家，俄罗斯

小麦主要出口国是埃及、土耳其、越南、苏丹、尼日利

亚等，出口规模都超过 ２００ 万吨，哈萨克斯坦小麦主

要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乌克兰

小麦主要出口国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埃及等。 我

国进口大米、小麦主要用于调剂日益增长的优质品

种需求，而非弥补供需缺口。 事实上，２０１９ 年我国

还出口大米 ２７４．７ 万吨，多于进口 １９．７ 万吨，是大米

净出口国；小麦库存充足，年度结余均超过 １４００ 万

吨。 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越南等主要的

出口目标国埃及、土耳其、菲律宾相比，粮食出口限

制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极小。
３．防范对饲料粮带来较大冲击

玉米、大豆是我国主要的饲料粮，目前玉米大豆

主产国尚未实施出口限制政策。 玉米是重要的能量

饲料，２０１９ 年我国进口 ４７９． ３ 万吨，比上年增加

３６％，主要进口国包括乌克兰、美国、老挝、缅甸和俄

罗斯等。 大豆是重要的蛋白饲料原料，我国高度依

赖进口，２０１９ 年我国大豆进口规模达到 ８８５１ 万吨，
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的 ８３％。 其中从巴西、美国、
阿根廷采购的大豆进口比例分别为 ６５％、１９％和

１０％，是我国主要的大豆进口国。 从俄罗斯进口

８５．７２万吨，只占到 ２０１９ 年进口大豆总量的 １％。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我国玉米、大豆前 ５ 位主要进口国家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疫情对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影响开始显现，
部分港口由于劳动力减少等因素加剧了港口货物拥

堵，导致农产品贸易与供应链受阻。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洛杉矶港货物吞吐量同比下降 ２５．９％。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美国、巴西、乌克兰、阿根廷分别累计确

诊 ４３．２５ 万例、１．３７ 万例、０．１８ 万例和 ０．１７ 万例，全
球已有超过 １００ 个国家宣布入境管制。 到 ４ 月 ２
日，丹麦航运咨询机构 Ｓｅ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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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美洲之间已有 １９．８５ 万个集装箱货柜被取

消。 未来需防范因航运受阻而导致产品到港时间与

运输时限存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需及时监测、预警

分析因疫情导致主要出口国玉米、大豆可能出现的

产量大幅下降、贸易量减少乃至出口限制等问题。

四、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面对疫情大考，我国真正做到了“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彰显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观的远见。 当前，多国粮

食出口限制的事实告诫我们，主要依赖进口粮食养

活国民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幻想，粮食安全问题仍然

是战略问题。 目前，每年全球粮食贸易总量在 ４ 亿

吨左右，大体占我国年消费量的 ２ ／ ３，即便把这些粮

食全部供应中国，也远远不能满足国人需要。 我们

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障 １４ 亿中国人口吃饭问题

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的，“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
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我国必须全面准确地贯彻落

实“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现今年中央提出的

粮食产量稳定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的目标，切实做到

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而且主要装中国粮。
１．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筑牢粮

食安全根基

一是要压紧“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牢固树立

抗灾夺丰收的思想，强化各级政府抓粮的主动性，坚
决防止出现轻视粮食生产的情绪。 严守 １８ 亿亩耕

地红线，围绕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储备能力、流通能

力，使各省份切实承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的重

任。 二是稳定种植面积。 把主销区、平衡区粮食自

给目标和举措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分担国

家粮食安全压力。 适度扩大轮作、减少休耕，支持有

条件的地区恢复双季稻面积。 三是提升耕地质量，
提高粮食优质产能。 确保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 １０ 亿亩高

标准农田，集中打造优质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

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夯实粮田高产稳产基础，实现藏

粮于地。 四是以技术为先导促进 “藏粮于技”。
２０２０ 年全国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将高于往年，区域

性、阶段性旱涝灾害并存，虫害来势汹汹。 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立足抗灾夺丰收，制定有力的应急预案，发挥科技创

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促进粮食集成技术推广，以优

质品种及其配套技术、农机转型升级为两翼推进

“藏粮于技”发展。
２．确保种粮效益合理增长，长效激励粮食生产

主体

粮食生产主体是粮食产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必
须把保障种粮抓粮主体的效益置于核心地位。 一是

加大财政支粮惠粮力度。 加大对主产区和主销区、
平衡区产粮大县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

产粮大县财政奖补金额，释放强烈的政策信号。 同

时，提高粮食生产者补贴标准。 二是进一步探索完

善粮食收储制度。 尽快出台优质优价政策，增加农

民种植优质粮食的动力。 健全粮食收购价格应急预

案，在突发事件背景下，适度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

购价。 三是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和覆盖范围。 总结当

前粮食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经验并加以推

广，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粮食生产者享受到保险的

兜底作用。 四是破解种粮主体融资难题。 推广“银
行＋保险＋风险保证金”模式，加大对种粮主体中长

期贷款发放力度，并提供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扶持

政策，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五是推进粮食安全立法。
加快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让粮食生产主体吃到

定心丸，从根本上稳粮食面积、稳惠粮政策、保种粮

预期，避免粮食与经济作物频繁交互替代、面积产量

波动幅度过大。
３．强储备、稳粮价，坚守粮食安全市场防线

国家粮食储备是保障一国粮价稳定、粮食安全

的阀门。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粮食垂直储备制

度。 建立保障有力、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管理科学

的粮食储备系统，并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自动化、科学

化和智能化储粮水平，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储备功

能。 二是优化区域储备布局。 从粮食战略储备角度

出发，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增建扩建一些国家储备

粮库，加大东南沿海地区在主产区建设专用粮食储

备库的力度，增强双方对接协作。 三是发挥市场机

制和政府调控的双保险作用。 通过销售临时存储

粮，调节市场供求关系。 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推广

“互联网＋”流通模式，保持粮食市场供应稳定畅通，
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四是完善粮食多

式联运供应链物流体系。 继续加强铁路、水路、公路

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调配铁路运力，提升港口运转专

业化水平，降低公路运输成本，充分利用公、铁、水联

５２

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出口限制与我国粮食安全



运体系和资源优势，发展现代粮食物流项目。 五是

健全粮食应急供应体系。 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

粮食应急储备基地，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打造集

“产、购、储、加、销”于一体的粮食应急保供综合服

务体。 强化粮食紧急调运能力，制定和完善粮食调

运的应急预案，确保突发事件下粮食快速调动，降低

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
４．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保

障粮食适度进口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不仅冲击甚至撕

裂包括粮食在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导致粮食贸易

受阻，同时抬高了政策壁垒，增强了从国际获取粮食

的难度。 基于此，短期内我国要全力推动外贸企业

复工复产，确保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针对粮食

企业在进口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相关部门要密

切配合，在维护国内粮食供应链正常运转的前提下，
尽可能促进国际贸易通畅。 长期来看，要推动进口

来源和进口方式多元化，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国家酿

成被动局面。⑩要在更广阔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走
出国门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或加工企业，与当事国形

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缓解我国粮食紧平衡

和资源紧缺压力，进一步夯实我国粮食产业持续发

展及安全保障的“四梁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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