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方位加强国家粮食供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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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在坚持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围绕国内粮食流通和国际粮食贸易切实加强供

应保障。 当前，我国粮食储备规模实现较高保障水平，但储备网络仍需优化完善，储存环节的损耗较大；在粮食运

输中，粮食铁路与水路调运的问题突出，跨区域运粮的线路布局有待优化，运输环节的低损耗率仍需保持；在粮食

进口中，仍需特别关注气候变化、俄乌冲突、持续通胀等风险挑战对粮食进口规模、价格和来源的影响。 为进一步

增强粮食供应保障能力，未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和贸易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持续健全多层次的粮食储备网络，提高

粮食储备运营管理监管水平，加大粮食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优化粮食关键物流通道节点布局，持续构建多元化

的粮食进口格局，切实加强粮食进口价格风险管理。
关键词：粮食安全；供应保障；粮食流通；粮食进口；风险挑战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０５－０９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头等大事。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作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能力”等多项

部署安排。 粮食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在稳定发展生产、增强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的同时，着力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统筹做

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并发挥国际贸易作用。 当

前，气候变化异常波动，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局部冲

突动荡频发，全球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国内外的不确

定因素增多，全球与我国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

全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迫切需要在提升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分析我国国内粮食流通和国

际粮食贸易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深化粮食流通与

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切实增强我国粮食供应保障

能力。
近年来，围绕保障粮食供应这一主题，已有文献

基于不同视角、不同背景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分析研

究。 有研究认为，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决策

部署中，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还应

继续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方面综合施

策［１－２］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有效缓解资源

环境约束、各类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生

产的威胁，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３－４］ 。 同

时，全球粮食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不仅

会对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造成负面影

响，也会对国内粮食供需平衡带来冲击［５］ 。 一些重

大国际性事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界的粮食生产

与贸易环境，给我国保障粮食供应以及粮食安全带

来了风险和挑战［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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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看出，对于加强粮食供应保障，已有政策实

践和理论研究大多是从生产端展开的，而从粮食流

通和贸易视角进行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对此，本文

将从国内粮食流通和国际粮食贸易两个关键方面，
构建保障粮食供应的系统性分析框架，聚焦我国的

粮食储备、运输、进口、价格等环节，通过剖析国内粮

食储备物流体系和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问题

与挑战，提出深化粮食流通与贸易体制机制改革的

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粮食供应保障能力，进而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新思路

和新举措。

一、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的分析框架

基于我国现实情况，本文从国家层面、宏观视

角、供给侧出发，将保障粮食供应界定为在稳定粮食

生产的基础上，确保国内粮食流通顺畅和国际粮食

贸易稳定。 其中，国内粮食流通顺畅关系着我国能

否在正常条件下顺利连通粮食生产与消费，能否在

特殊条件下充足保障粮食供应；国际粮食贸易稳定

关系着我国能否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对国

内粮食生产的有效补充。
（一）加强粮食供应保障要求国内粮食流通

顺畅

在国内粮食流通体系中，保障粮食供应视角下

的两个重要环节分别是粮食储备环节和粮食物流环

节。 前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承担着保

障数量供应和平抑价格波动的重要功能，后者是连

接粮食产地与消费市场的必经渠道。
粮食储备环节的核心包括粮食储备规模、粮食

储备网络和粮食储备质量三个方面。 通过合理确定

储备规模、完善储备网络以及提高储备质量，可以有

效应对突发情况，稳定市场供应。 第一，粮食储备规

模是指粮食储备的数量。 充足的粮食库存是确保粮

食供应稳定及其价格平稳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国家

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够提供何种规模、何种价格的

粮食供应，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强保障。 第二，粮食

储备网络是指由政府或相关机构建立和管理的粮食

储备系统。 在我国，粮食储备网络可以细分为中央

储备、地方储备和企业储备。 不同粮食储备的功能

和定位存在差异，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粮食储备网

络，是增强粮食安全韧性的必然要求。 第三，粮食储

备质量关注的重点是在粮食储备过程中可能发生的

损耗，减少粮食储备环节的损失浪费等同于建设无

形良田。
建立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对促进粮食产销衔接，

增强粮食供应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粮食物流的

核心问题包括物流方式、线路布局和运输损失三个

方面。 通过合理选择物流方式、优化线路布局和减

少运输损失，可以提高粮食物流的效率和安全性，确
保粮食能够及时安全抵达消费地。 第一，粮食物流

需要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如公路、铁路、水路运输

等。 不同运输方式具有各自的优势和适用场景，打
造多式联运发展的粮食物流网络，是加强粮食物流

体系建设的现实要求。 第二，粮食运输线路布局是

否合理，影响着粮食物流能否畅通无阻，能否顺利连

接粮食供给和需求。 粮食运输的线路布局应综合考

虑产地和市场地理位置、交通拥堵情况等因素，以便

更好地整合运输资源，优化物流路线。 第三，运输损

失也是粮食物流环节需要重视的问题。 粮食运输过

程中可能会发生腐败、破损、丢失等情况，导致损失

浪费。 在粮食运输过程中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浪

费，也是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升粮食供应保障能

力的重要举措。
（二）加强粮食供应保障要求国际粮食贸易

稳定

粮食进口在保障一国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地

位，发挥着弥补供需缺口、提供多样化选择等作用，
是对国内粮食生产的重要补充。 在加强粮食供应保

障的分析框架下，粮食进口问题的核心涉及进口规

模、进口价格和进口来源三个方面。 第一，粮食进口

规模直接影响了国内粮食供给总量，也反映了一个

国家整体的粮食对外依赖程度。 第二，进口价格是

指进口粮食的成交价格。 高进口价格可能会推高国

内相应的加工产品、食品的价格，而低进口价格可能

会对本国粮食产业构成竞争压力。 因此，过高或过

低的粮食进口价格都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
食进口价格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是否稳定。 第三，进
口来源是指进口粮食的国家或地区。 粮食进口来源

是否多元化，反映了一国粮食进口对于特定渠道的

依赖程度。 若一国的粮食进口来源于个别或少数国

家，则更容易面临该国粮食生产与贸易政策变化带

来的风险。
确保粮食进口稳定，需要特别关注全球共同面

临的各类风险挑战。 ２０２０ 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
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与通货膨胀交织共振，给世界粮

食生产与贸易带来了冲击。 首先，全球气候正经历

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过程，气候变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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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病虫害发生范围扩大。 极

端干旱、洪涝等气候因素直接影响出口国的粮食生

产和出口，在严重情况下还会造成粮食产业链和供

应链中断。 其次，２０２０ 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严重冲击了世界各地的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 尽

管当前全球已经迈入后疫情时代，但亟须回顾和评

价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未来仍需警惕类似世界性

突发公共事件对粮食生产与贸易造成的影响。 再

次，２０２２ 年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不仅给两国的粮食

生产和出口带来了严重影响，还进一步引发了世界

性的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加速颠覆了现有的粮食

贸易格局。 最后，全球通货膨胀同样是国际粮食贸

易中面临的重要风险。 ２０２０ 年以来，受到主要发达

经济体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国际粮食价格

出现新一轮上涨趋势，直接推高了粮食进口价格，不
利于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平稳运行。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保障粮食供应研究的分析

框架可以概括为图 １ 所示。

图 １　 加强粮食供应保障的分析框架

二、我国粮食国内流通体系的
发展现状及其现实问题

　 　 随着“北粮南运”格局的持续深化，粮食跨区域

流通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迫切需要重视并加强国内

粮食流通中的储备体系与物流体系建设。 因此，需
要进一步明确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与物流体系的主要

现状及其面临问题。
（一）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粮食储备体系不断完

善，储备实力持续增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 但同时，面对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新要求，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仍有不少优化改进

空间。
１．粮食储备规模实现较高保障水平

当前，我国的粮食仓容规模稳定增加，设施功能

不断完善，安全储粮的能力明显增强。 整体来看，我
国的粮食储备规模较大，充分具备了应对突发事件、
平抑粮价异动的扎实基础。

在原粮储备上，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

全》白皮书数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全国标准粮食仓房仓

容、简易仓容分别达到 ６．７ 亿吨和 ２．４ 亿吨，有效仓

容总量比 １９９６ 年增长 ３１．９％①。 据测算，当前我国

稻谷和小麦两类口粮的库存量超过一年的消费量；
粮食整体的库存消费比超过 ５０％，远高于联合国粮

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警戒线（１７％）。

在成品粮油储备上，目前，全国 ３６ 个大中城市

的主城区以及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地区都已具

备了 １５ 天以上的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力。 有部分

省份结合应对新冠疫情保障市场供应的经验，要求

所有地级市都要具备 １０—１５ 天或以上的成品粮油

库存保障能力。
在粮食应急供应上，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应急加工

企业、应急储运企业、应急配送中心分别有 ６５８４ 家、
４８４６ 家、３５４２ 家，应急供应网点共有 ５６４９５ 个，每天

的粮食应急加工能力能够满足全国人民两天的消费

需求②。 但值得关注的是，小麦的应急加工企业数

量占小麦成品粮加工企业总数的比重为４１．６２％，而
大米的应急加工企业数量占其成品粮加工企业总数

的比重仅为２６．２３％。 当面临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时，
以大米为口粮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面临口粮暂时性短

缺的问题［９］ 。
２．粮食储备网络仍需进一步优化完善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储备粮规模结构布局持续

优化，全社会储粮层次更加丰富，保障更加有力。 但

同时，中央粮食储备、地方粮食储备和企业粮食储备

仍有不少优化空间。
第一，中央粮食储备库的空间布局不尽合理。

从中储粮直属库的布局来看，约有 ７０％的中央储备

粮库集中在粮食主产区，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的中央储备粮规模过小［１０］ 。 粮食主产区、产粮大

县承担了大量中央粮食储备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加

重了当地的财政支出负担与经济发展压力。 而主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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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平衡区的中央粮食储备库数量相对较少，在发生

突发事件时，可能会因粮食储备规模不足而影响粮

食稳定安全供应。
第二，地方粮食的“异地储备”增加了调运难

度。 粮食主销区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或城市的土地

稀缺，建库存粮的机会成本更高。 不少粮食主销区

通过产区建库、产区代储、协议储备等方式，将地方

储备粮放在主产区。 但地方粮食的异地储备使粮食

运输的距离延长，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异地储粮”
将难以及时发挥储备保障和调节功能。

第三，民营企业在粮食收储中的作用有待增强。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农户出

售粮食的最主要渠道是经纪人收购，在四类粮食作

物中的占比均超过 ５５％。 但在不同粮食作物中，民
营企业收购渠道的占比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稻谷、
小麦而言，民营企业收购的占比较高。 这主要是因

为，稻谷、小麦是最基本的口粮，其加工制成品（大
米、面粉）的市场化和品牌化程度较高，多有民营企

业参与稻谷和小麦的收储；但对于玉米、大豆而言，
民营企业收购的占比明显偏低。

３．粮食储存环节损耗较大

在我国，粮食储备和运输环节的损失浪费占全

链条的 ３３％，高于生产收获环节（２７％）、加工包装

环节（９％）和消费环节（３１％）③。 对于稻谷、小麦、
玉米、大豆这四类粮食作物而言，不当储存均会导致

明显的损失浪费。
第一，农户储粮的损耗较大。 我国农户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储粮比例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一

半，其中小麦约为 ５％，水稻近 ５０％，玉米高达 ７０％。
由于缺少科学适宜的粮食储备装置，农户储粮的损

耗处于较高水平。 据统计，农户储粮中，稻谷、小麦、
玉米、 大豆的损失浪费率分别为 ９． ３６％［１１］６６、
１２．０１％［１１］７５、７．２８％［１１］８４、１６．６８％［１１］９３，在农户储

粮中实现节粮减损仍有巨大的空间。
第二，粮库储藏中的忧患不容忽视。 与农户储

粮相比，粮库储藏的损耗相对较少。 但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粮食轮换倒库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损失，
因此部分粮库会主动减少轮换倒库的频率，以此保

持粮库储备总量不变。 但如果储备粮不能及时轮换

倒库，则会导致粮食陈化变质，使最终可实际用于消

费的粮食供给减少，从而给粮食安全供给带来一定

隐患。
（二）粮食物流体系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当前，我国粮食物流公路、铁路、水路多式联运

格局基本形成，粮食物流效率正在稳步提升。 但同

时，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建设中仍面临不少问题与

挑战。
１．粮食铁路与水路运输的调运问题突出

铁路、水运、公路是我国粮食运输的三种主要方

式。 随着粮食生产不断向少数区域集中，粮食调出

省份向外调运的体量不断扩大，实现长距离、大体量

的调运主要依靠铁路、水路以及铁水联运。
第一，粮食铁路运输的成本偏高，地位下降。 随

着全国的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向北移动，“北粮南运”
的平均运距不断拉长，２０２１ 年粮食铁路平均运距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６２．９３％。 不断拉长的平均运距以及

运输周期，推高了铁路运粮的成本和费用。 在运力

有限和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主要承担了

煤炭等能源以及有色金属等矿产的运输，用于粮食

运输的比重正在减少。 从粮食铁路运输的规模来

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粮食铁路运量整体增长，２００８ 年

达到 １１４７０ 万吨的峰值；但自此之后，全国铁路粮食

货运量逐渐减少，２０２１ 年下降至 ６４７５ 万吨④。
第二，粮食水路运输的设施薄弱，效率偏低。 凭

借运量大、成本低等优势，水路运输在“北粮南运”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港口的粮

食吞 吐 量 达 到 ３２７６３ 万 吨， 比 ２０１２ 年 增 长 了

６３．８７％；其中，沿海港口粮食吞吐量达到 ２１９４６ 万

吨，内河港口粮食吞吐量达到 １０８１７ 万吨，分别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 ５３．３８％、９０．２６％⑤，呈现“沿海港口

为主、内河港口为辅”的运输组织形态。 水路在粮

食运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港口供应能力不足、
基础设施薄弱等瓶颈与关键节点的风险也在显现。
当前，我国万吨级的码头泊位占比较少，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沿海港口码头的运粮能力缺口可能达到２．３
亿吨［１２］ ，从而影响粮食调运的时效性。 此外，适合

水路运输的是散粮运输，但在我国粮食运输方式中，
８５％采用包粮运输，这导致铁路与水路联运过程中

存在运输分割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水路运粮的体

量优势与价格优势。
２．粮食跨区域运输的线路布局有待优化

新时代以来，我国粮食运输“两横六纵”重点线

路的物流节点逐步完善，目前已初步完成在全国范

围内布点。 但同时，全国粮食跨区域运输的线路布

局仍有一定的优化空间。
第一，东北粮食铁路外运在山海关的瓶颈问题

突出。 在全国粮食的铁路运输中，哈尔滨局和沈阳

局的发运量占比超过 ６０％，山海关几乎是东北粮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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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铁路外运的必经之路。 但在“北粮南运”格局

下，全国粮食铁路运力不足的主要瓶颈，尤以山海关

最为明显。
第二，西部地区的物流节点布局相对较少。 从

粮食主要物流线路“两横六纵”所涉及的主要区域

和设立为一级节点的城市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和东北地区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粮食物流网

络，而目前仅有部分路线的中后段涉及西部地区。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加速推进，未来西部地区

的粮食需求潜力较大，但当前西南和西北通道的关

键节点较少，散粮卸货能力不足，西部地区尚未形成

完整高效的粮食物流网络体系。
３．粮食运输环节的低损耗率仍需保持

粮食装卸运输损耗主要集中在装卸“抛撒”中，
即在装卸或过驳过程，会有少部分粮食抛撒在火车

站（场）、码头或江海中。 据估算，我国粮食运输环

节的损耗率相对较低。 粮食铁路运输的损耗率约为

１． ５‰， 粮 食 水 路、 公 路 运 输 的 损 耗 率 均 约 为

０．５‰［１３］ 。 尽管当前我国粮食运输环节的损耗率

相对较低，但未来随着粮食运输体量的不断扩大，仍
需采取有效措施，维持较低的损耗比率和损耗总量。

三、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
发展现状及现实问题

　 　 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以来，我
国的粮食进口规模持续增加，是名副其实的粮食进

口大国。 进口粮食成为我国粮食供给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缓解国内粮食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满足

居民更高水平的食品消费需求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

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粮食进口贸易也面临一系列的风险挑战。
（一）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现状及特点

在对于粮食国际贸易的分析中，本文重点关注

粮食进口贸易。 本部分聚焦稻谷、小麦、玉米、大豆

这四类粮食作物，重点分析我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以来的粮食进口规模、进口价格和进口来源变化。

１．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稻谷进口现状

第一，稻谷进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式跨越

增长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我国稻谷的年进口量始

终在 １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稻谷进口总量

连年保持在 ２００ 万吨以上 ４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稻谷进口量连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 ４９２
万吨、６１６ 万吨⑥。 第二，稻谷进口价格的波动整体

较小。 在 ２０１２ 年稻谷进口规模整体达到一个高位

水平之后，稻谷进口价格虽有波动，但整体上较为平

稳。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稻谷进口价格的年均波动率

（同比变化率的绝对值）为 ５．２９％，明显低于同期小

麦、玉米和大豆进口价格的年均波动率。 特别是在

新一轮的世界粮价上涨过程中，我国的稻谷进口价

格不升反降。 第三，稻谷进口来源呈现出多元化演

进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泰国是我国最主要的稻谷

进口来源国。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越南成为最主要的进

口来源国。 在这一阶段，我国稻谷进口呈现出明显

的多元化特征，自巴基斯坦、缅甸进口的稻谷数量逐

渐增加。 自 ２０２１ 年以来，我国稻谷进口已经形成了

明显的多元化格局，特别是我国自印度进口的稻谷

数量明显增长，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印度已经连续两年

成为我国最大的稻谷进口来源国。
２．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小麦进口现状

第一，小麦进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式跨越

增长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我国小麦进口量整体较

少，多数年份的进口量在 １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年，小麦进口量有所增长，连年保持在 １００ 万

吨以上 ６００ 万吨以下。 ２０２０ 年以来，小麦进口量明

显增长，２０２０ 年首次突破 ８００ 万吨，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小麦进口量连创历史新高，均超过 ９５０ 万吨⑦。
第二，小麦进口价格明显经历了两次价格高峰。 从

我国小麦进口总量连年高于 １００ 万吨的 ２０１０ 年算

起，小麦进口价格经历的两次价格高峰分别发生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 第一个高峰发生

时，正值世界范围内的旱灾危机时期，我国小麦进口

价格超过 ３００ 美元 ／吨。 第二个高峰发生时，正值近

年来新一轮粮食价格危机，小麦进口价格同样超过

３００ 美元 ／吨。 这两轮小麦进口价格的高峰与世界

粮食价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第三，小麦进口来

源的多元化特征始终相对明显。 自加入 ＷＴＯ 以

来，我国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法国进口的小麦

数量占小麦进口总量的 ９５％。 过去 ２０ 多年间，我国

小麦进口并未长期集中于某一个国家，最大的进口

来源国几经改变，对少数进口来源国的依赖程度相

对较低。
３．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玉米进口现状

第一，玉米进口规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式跨越

增长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我国每年的玉米进口量

不超过 １０ 万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我国玉米进口量

连年保持在 １５０ 万吨以上，但年度进口量最高未突

破 ５５０ 万吨。 ２０２０ 年以来，玉米进口量骤增，２０２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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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超过 １０００ 万吨，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更是分别达

到 ２８３５ 万吨、２０６２ 万吨⑧。 第二，玉米进口价格经

历了两次高峰。 与小麦进口价格波动规律相同，在
２０１２ 年前后、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我国的玉米进口价格

均有明显增长，其中的原因也与小麦进口价格波动

的原因相同。 第三，美国和乌克兰是我国玉米进口

的最主要来源国。 ２０１４ 年及之前，我国的玉米进口

主要来自美国；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乌克兰成为我国玉

米进口的重要来源国。 在 ２０２０ 年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定签署之后，我国自美国进口的玉米数量明显

增加，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均超过 １０００ 万吨。 在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我国自乌克兰进口的玉米数

量减少了约 ３００ 万吨。 除美国和乌克兰之外，过去

２０ 年间，我国也从老挝、缅甸、保加利亚等国家适度

进口玉米，但总量和占比都相对较少。
４．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大豆进口现状

第一，大豆进口规模整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

趋势。 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以来，我国的大豆进口

规模持续增加。 ２０２０ 年，大豆进口规模首次超过 １
亿吨；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的大豆进口规模虽有所回落，
但仍保持在 ９０００ 万吨的高位上。 ２０２２ 年，我国的

大豆进口规模达到 ９１０８ 万吨，是 ２００１ 年的 ６． ５３
倍⑨。 第二， 大豆进口价格的两次高峰发生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 ２００８ 年我国的大

豆进口规模已经较大，因此在 ２００７ 年粮食价格危

机、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２０１２ 年旱灾危机的多重影响

下，我国的大豆进口价格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出现了

第一轮高峰。 同样，在 ２０２１ 年及之后，受到新冠疫

情、俄乌冲突等多方面影响，我国的大豆进口价格也

出现了明显增长。 并且，由于我国大豆的对外依存

度高于其他粮食作物，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幅度也

明显更高。 第三，巴西、美国始终是我国大豆进口的

主要来源国。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美国是我国最大的进

口来源国，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约占我国进

口大豆总量的 ４２．８６％，从巴西、阿根廷进口的大豆

数量占比分别为 ３５．２４％、１９．７５％。 ２０１３ 年以来，巴
西成为我国大豆进口的最大来源国，自巴西进口的

大豆数量占比连续 １０ 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２ 年）高于美

国，并接近或超过 ５０％。 其间，阿根廷在我国大豆

进口总量中的占比逐渐下降，２０２２ 年已经降至 ４％。
整体来看，我国稻谷、小麦的进口规模整体较

小，进口价格比较稳定，进口来源相对多元，在进口

端保障粮食安全的风险较小。 但值得关注的是，玉
米、大豆这两类作物不仅进口总量大，而且进口来源

主要集中于美国（玉米和大豆）、巴西（大豆）和乌克

兰（玉米）这三个国家，因此特别需要关注这两类品

种和三个国家。 同时，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和贸易

政策同样不容忽视。
（二）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面临的

风险挑战

在明确了 ２００１ 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规模、进口

价格和进口来源变化的基础上，立足于前文的分析

框架，本部分重点选取全球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俄
乌冲突和通货膨胀作为代表性事件，分析近年来特

别是 ２０２０ 年以来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其对我国粮食进口带来的影响。
１．全球气候变暖增加了我国粮食进口的压力

过去 ２０ 多年来，气候变暖恶化了作物的生长环

境，扰乱了作物的种植规律，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发

育，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效率。 影响全球的厄尔尼诺

和拉尼娜气候现象对全球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作物生

产造成了较大影响，使全球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平均

产量减少 ４．３％左右［１４］ 。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遭受

极端气候事件（热浪、干旱、洪水或风暴）的国家数

量不断上升，给世界粮食稳产增产和对外出口带来

了压力和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产生了重

要影响，我国的部分粮食进口来源国受气候变化影

响较大，对我国粮食进口稳定、供给增加带来了一定

压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世界粮食安

全和营养状况》显示，我国的主要稻谷进口来源国

均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主要小麦进口来

源国受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影响较小；在我国的

主要玉米进口来源国中，乌克兰、老挝、缅甸受到气

候变化的影响严重；大豆进口来源国中，巴西、阿根

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显著。 未来，全球气候变暖

仍将持续，我国粮食进口面临的压力仍不容忽视。
２．新冠疫情一度引发世界粮食贸易摩擦

新冠疫情自 ２０２０ 年暴发以来一度波动反复，对
世界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用工产生重要影响，使化肥、
农药等农资购买渠道受到限制，造成粮食生产成本

上升甚至粮食减产等情况［６］ ，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

威胁和挑战。 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粮食主产国曾

实施了一系列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进一步加剧了

粮食供给紧张的局面。
２０２０ 年疫情暴发之初，部分小麦和稻谷出口国

集中在 ２０２０ 年 ３—４ 月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 此时

疫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且正值春耕时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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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粮食安全意识骤然提高，内顾倾向加强。 这些

粮食出口限制措施一度提升了全球对于粮食安全的

恐慌情绪，并在短期内推高了世界粮食价格。 但随

着疫情形势的改善，绝大多数国家陆续取消了严格

的粮食出口贸易措施。
结合 ２０２０ 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的实际情况可

以看出，新冠疫情引发的世界粮食贸易摩擦对我国

粮食进口规模和进口来源产生的实际影响相对有

限。 但值得关注的是，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的

粮食进口价格上涨，特别是大豆进口价格上涨。 主

要原因在于，作为我国大豆最主要进口来源国的巴

西与美国，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较为严重，面临劳动

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使得大豆生产和运输

有所推迟。 这些因素导致我国进口大豆的到港时间

有所滞后，国内市场上的大豆供需短期失衡加

剧［１５］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速大豆价格上

涨的作用。
尽管当前全球已经迈入后疫情时代，但 ２０２０ 年

以来我国粮食进口规模明显增长，粮食安全对外面

临的风险敞口有所扩大，未来仍需警惕类似世界性

突发公共事件对世界粮食贸易与我国粮食进口产生

的影响。
３．俄乌冲突导致我国玉米进口减少和化肥价格

上涨

２０２２ 年，不断升级的俄乌冲突不仅给两国的粮

食生产和出口带来了严重影响，也引发了全球性的

粮食和能源等价格飙升，扰乱了现有的世界粮食贸

易格局。
受冲突影响，乌克兰的粮食生产与贸易遭受重

创。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农作物的春季播种面积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了 ２１％［８］ 。 乌克兰是全球五大谷物出口国

之一，每年向全球市场供应超过 ４５００ 万吨谷物。 但

由于海运受阻和运费保费上涨，２０２２ 年 ７ 月乌克兰

仍有 １８００ 万吨上年收获的谷物和油料作物被滞留，
铁路和河运路线无法弥补海运损失的出口量。 俄乌

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每月平均出口 ３５０ 万吨谷物

和油菜籽，相比冲突爆发前月均 ５００ 万吨至 ７００ 万

吨的出口量下降近 ４０％⑩。
俄乌冲突加剧了部分国家的粮食恐慌，全球粮

食出口限制政策频频出台，超过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的数量。 作为化肥生产与出口大国的俄罗斯限制化

肥出口供应，导致世界化肥短期内供应短缺，全球化

肥等农资价格大幅上涨。
乌克兰是我国重要的玉米进口来源国，俄乌冲

突直接导致了我国玉米进口量大幅度下降。 ２０２２
年，我国自乌克兰进口的玉米数量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约

３００ 万吨。 并且，由于乌克兰玉米产量与出口量的

减少，其他国家对美国玉米的进口需求增长，也导致

美国向我国出口的玉米规模缩小。 ２０２２ 年，我国自

美国进口的玉米数量比 ２０２１ 年减少了约 ５００ 万吨。
俄乌冲突还助推了我国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

上涨，２０２２ 年、２０２３ 年，国产尿素等化肥价格明显增

长，抬高了农民的种粮成本，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

极性。
当前，俄乌冲突仍在持续，２０２３ 年我国自乌克

兰进口的玉米数量预计仍将减少，玉米供需缺口稍

有扩大。 国内化肥等农资价格仍将高位运行，农民

的种粮收益与种粮积极性亟待提高。
４．全球通货膨胀推高了我国的粮食进口价格

２０２０ 年以来，受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宽松货币

政策的影响，全球通货膨胀推动国际粮食价格快速

上涨［１６］ 。 ２０２２ 年，国际谷物价格指数已经超过

２００７ 年粮食价格危机、２０１２ 年旱灾危机时期的水

平，创下 ２１ 世纪以来的历史新高。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对我国粮食进口贸易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进口价格上。 受到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

影响，我国的粮食进口价格在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出现

明显上涨。 ２０２０ 年，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同比变化和

金额同比变化的幅度大体相当，粮食进口价格并没

有明显提高。 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了 １８．１％，但进口金额同比增长了 ３９．０％，粮食进口

价格明显提高。 ２０２１ 年，我国小麦、玉米、大豆的

进口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２０２２ 年，我国进口

粮食总体以及进口小麦、玉米、大豆三类作物的同比

金额变化幅度仍然高于同比数量变化，粮食进口价

格仍在上涨。 此外，受到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我国原油、成品油、肥料的进口金额

同比变化幅度也明显大于进口数量的同比变化，这
意味着全球通货膨胀还带来了相关农业生产资料进

口价格的提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的通货膨胀水平或

将在高位持续，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粮食与农资

进口价格上涨可能引致的国内粮价异动。

四、深化粮食流通体制和
贸易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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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既要坚持稳定发展生产，也
要提升粮食供应保障能力。 为进一步加强粮食供应

保障，新阶段必须进一步深化我国粮食流通和贸易

体制改革。
（一）持续健全多层次的粮食储备网络

要解决中央、地方、企业粮食储备面临的一系列

结构性问题，重点是持续健全多层次的粮食储备网

络。 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储备的功能定位，增强中

央与地方储备的协同联动效果，提高储备整体效能。
综合考虑粮食国内外流通格局、加工产业布局等因

素，优化调整储备布局。 创新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

的储备合作模式，探索建立储备成本分担机制和利

益联结机制。 推动地方建立合理的企业储备，引导

粮食企业保持合理的商业库存。
（二）提高粮食储备运营管理监管水平

要管好地方粮食储备，创新粮食储备监管方式，
积极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提升监管效果，确保储

备粮在数量上充足，结构上合理，质量上良好，调用

上高效。 进一步规范政府储备粮油质量检查工作，
制定详细科学的检验方案，科学选定承检机构。 针

对不同粮食品种在储备中面临的损耗问题，要重点

优化储备轮换运营机制，积极利用国家粮食交易平

台体系、期货市场等，构建完善储备粮开展正常轮换

的公开市场竞拍机制和调控时期的定向拍卖机制，
提升储备吞吐轮换效果。 开展实施粮食收储供应安

全保障工程，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完善区

域粮食市场调控机制。
（三）加大粮食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针对“北粮南运”格局下粮食大体量、高频次的

调运需求，要加大关键粮食物流通道基础设施投资

力度，重点加强山海关等关键物流节点的基础设施

建设。 布局重点粮食港口码头，提升粮食水路与铁

路运输方式转换的衔接性。 支持粮食仓储物流业采

用先进技术装备，优化不符合“四散化”要求的仓型

结构，提高粮食物流中转能力与快速发放能力，减少

粮食运输中的损耗浪费与质量安全风险等。
（四）优化粮食关键物流通道节点布局

针对粮食跨区域运输的成本与损耗增加、线路

布局有待优化等问题，应强化粮食物流网络构建的

全局意识，加强粮食物流系统专业化设施与社会物

流网络通用性设施的协同运作。 充分发挥东北流出

通道水路外运能力，提高华东、华南沿海物流通道的

粮食分拨能力，加强西南、西北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

设。 发展区域粮食快速物流，全面提升区域内粮食

散装化对接水平。 突出节点的物流集散优势，提供

满足多元化、多层次需求的粮食物流服务。
（五）持续构建多元化的粮食进口格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进口仍面临气候变

化加速、地缘政治冲突、出口限制措施、粮食价格波

动等方面的影响，要确保进口粮食的稳定性和主动

权，避免过度依赖某一个进口来源，积极寻找多元化

的替代粮源。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具有巨大的粮

食增产潜力和明显的地缘优势，应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框架下，积极开展农业合作，提供粮食增产方

案，协助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农业转型升级。
探索和创新更有效率、互惠互利的粮食贸易方式。
支持龙头企业通过集群投资等形式，布局港口和关

键物流节点，确保海外物流通道的畅通。 加快培育

贸易能力，增强我国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的定价和

话语权，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粮源供应体系，加快

构建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以实现在

全球农产品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六）切实加强粮食进口价格风险管理

粮价是百价之基。 ２０２１ 年以来，我国粮食与农

资的进口价格快速上涨，由此可能引发的国内粮价

上涨问题不容忽视。 在坚持适度进口、保证粮食进

口数量稳定的同时，还要及时加强粮食进口价格风

险管理。 特别是我国玉米、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较高，
两类作物的饲料用途占比较大，直接影响肉蛋奶类

农产品的价格变化。 一方面，要在做好国际粮食价

格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工作的同时，结合用好国际

粮食期货交易等各类金融工具，对冲国际粮食价格

波动。 另一方面，注重在国内市场供应端强化价格

风险管理，坚决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行为，维
护粮食市场秩序和价格稳定。

注释

①此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

安全〉白皮书》 （全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ｗｚ．ｇｏｖ．ｃｎ ／ ｈｔｍｌ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１０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７０１４．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②此处数据来自《保障粮食安全　 端牢中国饭碗———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情况》，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ｌｉａｎｂｏ ／ ｂｕｍｅｎ ／ ２０２３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５７２８３．ｈｔｍ，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③此处数据来自《我国粮食全链条减损取得积极进

展　 一项项数据里看亮点》，央视网，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３０ ／ ＡＲＴＩ８Ｏ６５ｅｇｗｄｓ６ＥＢ５ｌｓＥＷｆ２Ｒ２２１１３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④此部分数据由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Ｃ０１）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⑤此处数

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编：《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
人民交通出版社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版。 ⑥⑦⑧⑨此部分数据由笔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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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贸易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ｒｅ，ＩＴＣ）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ｐ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ｒａｄｅｍａｐ．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⑩
此处数据来自《Ｕｋｒａｉｎｅ： ＦＡＯ ｓｃａｌｅｓ ｕｐ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ａｖ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ｈａｒ⁃
ｖｅｓｔ， ｅｎｓｕ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ｖｉｔａｌ ｇｒａｉｎｓ》，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ｄｅｔａｉｌ ／ ｕｋｒａｉｎｅ－ｆａｏ－ｓｃａｌｅｓ－ｕｐ－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ｓａｖ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ｈａｒｖｅｓｔ－ ｅｎｓｕｒｅ－ｅｘｐｏｒｔ － ｏｆ － ｖｉｔａｌ － ｇｒａｉｎｓ ／ ｅｎ，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此部分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ｕｓ⁃
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ｓｙｘ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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