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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粮食供求平衡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宋洪远

( 农业部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026 )

摘 要: 随着世界粮食供求的变化、国内粮食安全问题的变化，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对粮食安全的

需要，有必要对中国粮食安全进行全面分析。本文梳理了自党的十六大报告以来有关的粮食安全政

策，并针对当前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新趋势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资源环

境约束和生产要素的制约，且国际市场对中国粮食市场的供求影响较大，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

粮食进口的难度加大。对此，本研究提出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内容和要求，并针对新要求和

新内容提出优化路径和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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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安全的概念、现状及其重要意义

粮食通常是各种主食食料的总称。广义的粮食主要是指食用作物，狭义的粮食则专指谷物

类作物。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对粮食又有不同的定义，所包括的作物也有所不同。联合国粮农

组织( FAO) 每年公布的世界粮食总量中共包括 15 种谷物，美国农业部 ( USDA ) 的数据库中粮

食包括 9 种谷物。从 FAO 和 USDA 的定义和统计中可以看出，国外通常是把谷物称作为粮食。
关于粮食安全的内涵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和要求又是不同

的。总的来看，粮食安全主要内容兼顾三个层面 : 在宏观 ( 国家 ) 层面，要保证一定的粮食自给

率 ; 在中观( 城市) 层面，要提高粮食的可及性 ; 在微观( 家庭) 层面，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粮食的可

获得性［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粮食生产

实现了连续十年增产丰收。粮食总产量从 2000 年的 46218 万吨增长到 2013 年的 60164 万吨，

单产从 4261 公斤 /公顷增长到 5374 公斤 /公顷，人均占有量从 365 公斤 /人增长到 442 公斤 /人
( 见表 1 ) 。

自 2004 年以来，在粮食生产保障能力有较大提升的基础上，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很

大改善。国内的粮食生产满足了居民的粮食消费需求，保持了国内的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稳

定 ; 粮食消费者能够比较便利地获得可消费的粮食，贫困人口通过政府救济能够获得必要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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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居民的营养健康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 ; 粮食生产主要

向优势产区集中，通过市场整合保障了区域的粮食安全 ; 中国不仅解决了 13 亿人口的粮食安全

问题，也为保障全球的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表 1 中国粮食总产量、单产和人均占有量情况

时间
总产 单产

总产量 ( 万吨 ) 增长率 ( % ) 产量 ( 公斤 /公顷 ) 增长率 ( % )

人均占有量

( 公斤 /人 )

2000 46218 0 ． 39 4261 ． 15 1 ． 52 365

2004 46974 0 ． 41 4623 ． 15 2 ． 12 361

2010 54648 2 ． 10 4973 ． 58 1 ． 67 408

2011 57121 4 ． 52 5165 ． 90 3 ． 87 423

2012 58958 3 ． 94 5301 ． 76 3 ． 30 435

2013 60164 2 ． 05 5373 ． 90 1 ． 36 442

数据来源 :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粮食安全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性问

题。实现粮食供求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对提高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城乡居民生活

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一直给予高度重

视。1996 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粮食首脑会议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概念，发

表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白皮书，向国际社会作出了承诺。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国内资源

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国家又提出和实施了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对策措施。本文在对中国粮食生产要素动态变化、国内外粮

食供求态势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

对策建议。

二、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资源要素制约

( 一) 耕地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耕地面积从 2001 年的 19 ． 06 亿亩，减少到 2008 年的 18 ． 26 亿亩。
与此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不断下降，2009 年全国中低等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67 ． 35%。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也难以扭转，预计到 2020 年中国

耕地面积将累计净减少 1000 多万亩。受土壤严重污染和耕地占优补劣等因素的影响，耕地质

量下降的问题也难以在短时期内根本解决。据初步测算，到 2020 年，由于耕地面积减少和质量

下降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将导致粮食生产能力下降 1% 以上。
( 二) 水资源短缺和部门间竞争

从当前情况看，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 ，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

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50% ，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从发展趋势

看，人口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将导致非农用水需求量增加，农业用水比例下降

( 见图 1 ) 。据中国水资源模拟模型( CWSM) ①推算，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导致

农业用水量所占比重下降 0 ． 47 个百分点，考虑到部门间的重新分配，预计到 2020 年农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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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使用中国水资源模拟模型 ( CWSM) 进行建模和模拟可量化中国农业部门城镇化和用水量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对中

国十大流域———辽河、松花江、海河、淮河、黄河、长江、珠江，中国东南部、西 南 部 和 西 北 部 流 域———进 行了模拟，涵盖的内容

包括整体水平衡、部门间水资源分配及其对农业生产影响。中国水资源模拟模型 ( CWSM ) 的具体研究应用请参见以下文献 :

王金霞，2013。



占总用水量的比重将下降到 58%。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意见》的要

求，到 2020 年全国用水总量应控制在 6700 亿立方米以内。按农田灌溉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

比例减少 4 个百分点测算，到 2020 年，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省的农田灌溉用水增长 4% 左右，远

低于过去 10 年 16% 的用水增长幅度。水资源短缺，势必会提升水资源价格，将对保持粮食生产

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图 1 中国各部门用水量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 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部。

( 三) 资源分布不均与生产布局变化

据统计分析，长江以南地区水资源拥有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83 ． 2%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为 3487 m3，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30% ，亩均水资源量为 4 317 m3 ; 长江以北地区水资源

拥有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16 ． 8%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770 m3，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

的 70% ，亩均水资源量为 470 m3。长江以南地区，粮食生产逐步退出 ; 长江以北地区，已逐步成

为粮食和农业主产区。面对水土资源区域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保持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难

度进一步加大。
( 四) 粮食生产经营成本上升

1 ． 土地流转价格上涨，导致粮食生产经营成本上升。近年来，随着多种形式农业规模经营

的发展，耕地的流转规模逐步扩大，流转速度不断加快，土地租赁费用持续上涨［2］。
表 2 家庭承包地流转面积及流转价格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家庭承包地流转面积

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 ( 亩 ) 1263177510 1274113998 1277346303 1310450485 1327092049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 ( 亩 ) 151541027 186683159 227933334 278334081 341020217

流转面积占比 ( % ) 12 ． 00 14 ． 65 17 ． 84 21 ． 24 25 ． 70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价格

亩均土地租赁费用 ( 元 /亩 ) 173 ． 65 381 ． 46 623 ． 69 862 ． 55 879 ． 75

比上一年增长量 ( 元 /亩 ) 207 ． 81 242 ． 23 238 ． 86 17 ． 20

增长率 ( % ) 119 ． 67 63 ． 50 38 ． 30 1 ． 99

数据来源 : 承包地流转面积数据来源于 2009—2013 年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 ; 土地租赁费用数据根据全国农村固定

观察点监测数据计算。

2 ． 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前，中国未熟练

掌握特殊技能的农村劳动力赚取的平均工资数额相对稳定。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工资开始

持续上涨。2008—2013 年，外 出 农 民 工 人 均 月 收 入 从 1340 元 增 加 到 2609 元，年 均 增 长

14 ． 2%。2000—2012 年，农业劳动力工资( 元 /天) 年均增长率为 20 ． 1% ，农业用工成本占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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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的比重从 35 ． 5% 提高到 39 ． 7% ①。

图 2 2008—2013 年外出农民工月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

3 ． 农业机械化替代农业劳动力，面临着技术推广困难和成本上升压力的障碍。如果农业机

械能够比较顺利的替代农业劳动力，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在中国许多地区，推进农

业机械化仍面临许多难题［3］。一方面，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在一些地方可能会受到地形条件的

限制，如小型农田地块的面积不适宜机械化耕种，交通不便的山区可能会无法使用农业机械。
另一方面，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还受到农业机械价格和使用成本上涨的限制，2000—2012 年，

农业机械成本迅速提高，占比从 14 ． 9% 上升到 29 ． 6% ②。

图 3 中国农业机械费用占总物质费用的比重

数据来源 : 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三、中国粮食供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 一) 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产量

综合考虑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以及土地转化带来的土地生产力的变化，水资源短缺、农

业用水比例下降以及水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匹配，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业从业人员工资上涨

以及农业机械推广应用面临的技术经济问题等诸多因素，对粮食作物生产和其他农产品生产的

4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16 卷

①

②

资料来源 : 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改委。
资料来源 : 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国家发改委。



影响，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比 2012 年减少约 3 ． 63% ，达到 56812 ． 2 万吨。农业资源

要素变化对不同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大米、小麦、玉米的影响是减产的，对大豆的

影响是增产的( 见表 3 ) 。
表 3 2012—2020 年农业资源要素变化对主要粮食产量的影响( %)

总影响 水资源使用制约 耕地转为建设用地 劳动力成本增加

粮食 －1 ． 3374 －0 ． 4458 －0 ． 4458 －0 ． 5201

大米 －2 ． 5262 －1 ． 8575 －0 ． 2972 －0 ． 3715

小麦 －1 ． 2631 －0 ． 6687 －0 ． 2972 －0 ． 2972

玉米 －1 ． 3374 －0 ． 1486 －0 ． 5201 －0 ． 6687

大豆 9 ． 7333 12 ． 1852 －1 ． 486 －0 ． 9659

注 : 依据 CAPSim 模拟结果进行推算，计算方法是 : 影响值 = CAPSim 模拟结果* ( 2020 年城镇化率－2012 年城镇化率 ) 。

( 二) 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粮食消费总量每年平均增长 2 ． 5% ，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最快

的时期。从发展趋势看，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和城乡结构的变化、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

消费结构的变化、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持续较快增长，全社会对粮食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4］。
据分析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 6 ． 7 亿吨。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正处在食物消费结构较快转变的阶段。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和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食物消费结构逐步转变升级［5］;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

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转移人口的食物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6］。饲料

用粮和工业用粮的需求将继续增加。据分析预测，到 2020 年，作为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玉米

和大豆需求，将分别达到 22368 ． 7 万吨和 160 ． 6 万吨。
( 三) 农产品贸易与净进口

随着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粮食进口总量不断增长，进口品种不断

增多。一些粮油品种和饲料用粮进口增加具有不可逆转性，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较

高。粮食自给率从 2003 年后逐步下降，到 2012 年已下降到 87 ． 5%［7］。据分析预测，到 2020
年，粮食进口将达到 10891 ． 8 万吨，出口将达到 308 ． 6 万吨，净进口将达到 10583 ． 2 万吨，自给

率将降低到 84 ． 3%。
( 四) 农产品供求及其缺口

2012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 58957 ． 0 万吨，总需求为 60147 ． 7 万吨，产需缺口为 1190 ． 7 万

吨。其中三种谷物总产量为 47173 ． 5 万吨，总需求为 42833 ． 6 万吨。根据分析预测结果，2020
年粮食总产量为 56812 ． 2 万吨，总需求为 67395 ． 4 万吨，产需缺口为 10583 ． 2 万吨。其中，大

米、小麦、玉米三种谷物总产量为 45485 ． 8 万吨，总需求为 47785 ． 2 万吨，产需缺口达到 2299 ． 4
万吨( 见表 4 ) 。

四、世界粮食供求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一) 世界粮食供求形势

在生产方面，自 1990 年以来，世界粮食产量缓慢增长，年均增长 1 ． 47%。从粮食总产量占

比看，玉米产量占比增加较大，水稻产量占比小幅增加，小麦产量占比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 见表

5 ) ; 世界粮食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印度、印尼、巴西等国家，1990—2012 年这五个国家的

粮食总产量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平均比重为 54 ． 84% ( 见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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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2 年和 2020 年主要粮食作物供给与需求预测

2012 年 粮食 大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产量 ( 万吨 ) 58957 ． 0 14296 ． 5 12058 ． 0 20819 ． 0 1360 ． 0

库存量 ( 万吨 ) 7215 ． 2 2768 ． 3 1159 ． 5 1486 ． 3 702 ． 7

净进口 ( 万吨 ) 8406 ． 0 209 ． 0 370 ． 1 495 ． 1 6714 ． 5

总需求 ( 万吨 ) 60147 ． 7 11737 ． 2 11268 ． 6 19827 ． 8 7371 ． 8

自给率 ( % ) 87 ． 5 98 ． 6 97 97 ． 7 16 ． 8

2020 年 粮食 大米 小麦 玉米 大豆

产量 ( 万吨 ) 56812 ． 2 12044 ． 9 11033 ． 9 22407 ． 0 1496 ． 6

净进口 ( 万吨 ) 10583 ． 2 712 262 ． 8 1965 ． 4 7920 ． 9

总需求 ( 万吨 ) 67395 ． 4 12116 ． 1 11296 ． 7 24372 ． 4 9417 ． 5

自给率 ( % ) 84 ． 3 99 ． 4 97 ． 7 91 ． 9 15 ． 9

数据来源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 《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2014 年第 360 页。

表 5 2000—2012 年世界玉米、水稻、小麦总产量及其占比

年份
玉米 水稻 小麦

产量 ( 亿吨 ) 比重 ( % ) 产量 ( 亿吨 ) 比重 ( % ) 产量 ( 亿吨 ) 比重 ( % )

粮食总产量

( 亿吨 )

1990 4 ． 83 24 ． 77 5 ． 19 26 ． 62 5 ． 92 30 ． 36 19 ． 50

1995 5 ． 17 27 ． 28 5 ． 47 28 ． 86 5 ． 43 28 ． 65 18 ． 95

2000 5 ． 92 28 ． 76 5 ． 99 29 ． 10 5 ． 86 28 ． 47 20 ． 58

2005 7 ． 14 31 ． 51 6 ． 34 27 ． 98 6 ． 27 27 ． 67 22 ． 66

2010 8 ． 40 33 ． 92 6 ． 96 28 ． 10 6 ． 54 26 ． 41 24 ． 76

2011 8 ． 86 34 ． 19 6 ． 95 26 ． 82 7 ． 00 27 ． 01 25 ． 92

2012 8 ． 63 33 ． 91 7 ． 00 27 ． 50 6 ． 56 25 ． 78 25 ． 45

数据来源 : 2000—2010 年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 http: / / faostat． fao． org) ，2011—2012 年数据来源于美

国农业部数据库 ( http: / /www． fas． usda． gov /psdonline) 。

图 4 五国粮食总产量与世界粮食总产量比较

数据来源 :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 http: / / faostat． fao． 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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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方面，1991—2013 年，世界谷物消费量从 17 ． 07 亿吨增加到 23 ． 57 亿吨，年均增长

1 ． 55% ; 口粮消费和饲料粮消费增长较为平稳，年均增长分别为 1 ． 1% 和 0 ． 8% ; 工业用粮成为

新的增长点，年均增长 3 ． 6% ; 发达国家居民对粮食的消费主要以间接消费为主，发展中国家居

民对粮食消费主要是直接食用消费 (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4 ) 。
( 二) 世界粮食供求变化趋势

1 ． 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基本稳定，产量将稳步增加。在种植面积适度扩大和单产水平增长的

背景下，根据 2013 年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预 测，到 2020 年 世 界 谷 物 产 量 将 达 到 25 ． 95 亿 吨，比

2011 年增长 12 ． 1% ，年均增长 1 ． 3%。其中世界小麦产量在 2020 年将达到 7 ． 46 亿吨，比 2011
年增长 11 ． 2% ，年均增长 1 ． 2% ，低于过去十年 1 ． 4% 的增长速度。

2 ． 世界谷物消费将保持稳步增长。谷物消费受人口、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各国经济政策，如

生物质能源等诸多因素影响［8］。如果人口增长速度及经济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动，根据 2013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到 2020 年世界谷物消费量将达到 25 ． 88 亿吨，比 2011 年增长 12 ． 0% ，

年均增长 1 ． 3% ，低于过去十年 2% 的增长速度。由于人口基数的增加，导致口粮仍将以 1 ． 1%
的速度持续增加。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但种子用粮以及损耗的谷物消费

量将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所下降［9］。预计世界小麦消费量在 2020 年将达到 7 ． 46 亿吨，占粮食总

消费量的 68% ，略低于当前的水平。
3 ． 世界谷物供需形势好转，贸易供应量基本保持稳定。与粮食危机时的供需缺口相比，预

计 2020 年谷物净供给将达到 700 万吨。在世界供给形势好转的条件下，未来世界谷物的可供

给性基本可以 得 到 保 证。预 计 到 2020 年 世 界 谷 物 贸 易 量 将 达 到 3 ． 28 亿 吨，比 2011 年 增 长

18 ． 8% ，年均增长 1 ． 9%。其中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阿

根廷的贸易量将占世界谷物贸易总量的 84% ; 世界小麦贸易量年均增长 2 ． 1% ，2020 年将达到

1 ． 45 亿吨，比 2011 年增长 15 ． 7% ，年均增长 1 ． 6% (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 ) 。
4 ． 世界谷物库存量将 略 有 增 加。天 气 正 常 条 件 下，预 计 谷 物 库 存 水 平 在 2020 年 将 达 到

5 ． 48亿吨，比 2011 年增长 11 ． 8% ，年均增长 1 ． 3%。其中世界小麦库存水平将达到 2 亿吨，比

2011 年增长 9 ． 3% ，年均增长 1% ; 库存消费比在 2020 年将接近 27% ，略低于目前的水平，但比

2007 年最近一次世界粮食危机时的水平高 3% (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 ) 。
表 6 2000—2012 年世界粮食供求形势

年份 产量 ( 亿吨 ) 需求量 ( 亿吨 ) 库存量 ( 亿吨 ) 贸易量 ( 亿吨 ) 库存消费比 ( % )

2000 18 ． 58 18 ． 68 3 ． 23 2 ． 94 17 ． 29

2001 19 ． 05 19 ． 04 3 ． 34 2 ． 91 17 ． 54

2002 18 ． 33 19 ． 19 4 ． 25 3 ． 06 22 ． 15

2003 18 ． 87 19 ． 58 4 ． 98 3 ． 03 25 ． 43

2004 20 ． 71 20 ． 11 4 ． 45 3 ． 03 22 ． 13

2005 20 ． 48 20 ． 31 4 ． 40 3 ． 23 21 ． 66

2006 20 ． 14 20 ． 22 4 ． 60 3 ． 36 22 ． 75

2007 21 ． 49 21 ． 57 4 ． 27 2 ． 73 19 ． 80

2008 22 ． 86 21 ． 82 5 ． 20 2 ． 81 23 ． 83

2009 22 ． 63 22 ． 34 5 ． 34 2 ． 76 23 ． 90

2010 22 ． 59 22 ． 79 5 ． 09 2 ． 85 22 ． 33

2011 23 ． 48 23 ． 27 5 ． 23 3 ． 15 22 ． 48

2012 22 ． 84 23 ． 14 4 ． 97 2 ． 94 21 ． 48

数据来源 :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 http: / / faostat． fao． 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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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

1 ． 国内外粮食市场相互影响的程度加深，保持国内粮食市场和价格稳定的难度加大。中国

加入 WTO 之后，粮食进口关税降低，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

程度加深。一方面，国际粮食生产波动、粮食进出口贸易、投机资本炒作、货币汇率变动等因素，

对中国粮食供求和市场价格的影响加大 ; 另一方面，中国粮食供求和市场价格的变动，也对国际

粮食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据研究测算，到 2020 年，中国进口玉米达到 1979 ． 4 万吨，将导致国

际市场玉米价格上涨 4 ． 5% ; 进口大豆达到 7953 ． 6 万吨，将导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上涨 6 ． 8%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2014 ) 。在上述背景下，国际粮食市场和价格波动既增加了

中国粮食生产和供求平衡的难度，也对中国粮食市场和价格调控手段的运用和调控政策的效果

产生较大影响［10］。
2 ． 世界粮食需求持续增 长，中 国 增 加 粮 食 进 口 的 难 度 加 大［11］。一 方 面，粮 食 供 需 状 况 好

转，有利于中国粮食进口。另一方面，由于新兴经济体发展较快、发达国家粮食用途的不断拓

宽，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不断增加，各国在粮食进口方面的竞争更为激烈。以埃及为例，2010
年谷物进口量达到 16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23 ． 1% ; 以美国为例，2012 年仅生物质能源项目耗粮

就达到 6300 万吨。而且，粮食出口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粮食贸易受到几个国家操控的可能性不

断提高，中国粮食进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12］。全球粮食供求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地域性、结

构性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中国增加粮食进口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13］。

五、实施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 一) 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内容和要求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一国对粮食安全的关注重点和政策目标会随着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环

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发达国家一般更强调粮食的营养和价格的稳定。人均农业生产资

源丰富的国家一般不存在突出的粮食数量或供给安全问题，对粮食安全的关注重点主要是粮食

价格稳定和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而人均农业生产资源稀缺的发达国家，除了对本国消费中关

键的农产品( 如大米和土豆等 ) 实行高度保护以维持较高的自给率外，对其他农产品更注重通

过国际贸易为本国居民提供充足和多样的食物供给。结合国际经验，为适应国内资源环境条

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国 1996 年提出国家粮食安全概

念，201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以我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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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构建和实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首先要处理好两个重要关系。一是在重视粮食

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粮食的品质和

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更加注重粮食品质和质量安全 ; 二是在保障当期

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我们为提高产量、增加供给，付出了较大的

成本和代价，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构建和实施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还要着重抓好四个重点工作。一是要严守耕地

保护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 18 亿

亩耕地红线，进一步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下

降 ; 二是要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 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主产区政府抓粮积极性 ) 。稳

定发展粮食生产，要加强政府支持保护，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

让主产区抓粮可得实惠 ; 三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职责。保障粮食安全，要科学确定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主要职责。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全国的粮食供求平衡责任，地方政府要承担本地区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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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平衡责任 ; 四是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中国在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环节存在大量浪

费现象，餐桌上的粮食浪费尤为惊人。节约粮食要从餐桌抓起，着重解决收储、销售、加工过程

中的粮食浪费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
( 二)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对策和措施

1 ． 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提高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都有很

大提升潜力。发挥这一潜力的基础是农业规模经济，不仅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内部规模

经济，还要发展农户间的联合与合作，发展社会化服务，实现外部规模经济。中国推进土地规模

经营，要注意适度和有序，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同步增长。政府的主要作用，一方面

是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促使农民的永久性转移，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 另一方面是完

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发育农村土地市场，引导耕地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

经营主体集中。中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持续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改善粮食基本生产条

件。推进农业技术进步的重点是增加农业 Ｒ＆D 公共支出，集成推广先进增产技术，推广粮食全

程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和加快培育作

物新品种。改善粮食基本生产条件的重点是中低产田改造和农田水利建设，更新水利设施，发

展用水合作社，改革水价形成机制。
二是改变不计环境成本追求粮食增产的做法，切实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在粮食主产区开展

重金属污染普查，摸清底数，通过环境风险评估确定重点治理区域，对重点区域进行功能区划

分，根据污染程度确定治理方式，调整作物种植结构。中国需要制定科学严谨的重金属污染土

地的种植标准。对污染严重、确实需要退出粮食耕作的地区，需要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保

证农民的就业和收入不受影响。应巩固已有的退耕还林的成果，防止出现毁林复耕，同时还应

扩大退耕还林规模，将范围拓宽至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实施土地质量保护专项补贴制度，

对自愿休耕、调整结构或限制化肥农药使用的农民，给予奖励补助。
2 ． 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提高耕地质量和水平。扩大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等项目实施范围。大

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合理轮作和间作套种，减少农业耕作对土壤层的破坏。鼓励和引

导农民采用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等土壤改良技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以粮食主

产区为重点，进行水、土、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提高稳产高产农田比例。
二是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灌排泵站更新改造、流域治理，扩

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覆盖范围，加大小型水库建设和除险加固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效节水

灌溉，加强雨水集蓄利用、堰塘整治等工程建设力度，提高抗旱减灾能力。
三是完善农田水利建设管护机制。重建设轻管护是农田水利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要深化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落实灌排工程运行维护经费财政补助政策。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产

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落实小型水利工程管护主体、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探索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新机制。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探索建设项目和资金监管维护机制。
3 ． 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和技术推广

一是加强农业科研攻关。以分子育种为重点，加强基础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 ; 提高肥料质

量，推广有机肥料的使用 ; 以农业物联网和精准装备为重点，建设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械化技术

体系 ; 以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推进新兴产业技术研发。
二是发展现代种业和农业机械化。保护和开发农作物品种资源，完善优良品种繁育、引进、

加工、销售和推广体系，促进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育

种创新体系，推进种业人才、资源、技术向企业流动，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应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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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突破性新品种。加快推进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主攻机械插秧、机械收割等薄弱环

节，实现粮食品种、栽培技术和机械装备集成配套。积极发展农机作业、维修、租赁等社会化服

务，支持发展农机合作社等合作组织，为农户粮食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
三是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强化农村基层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条件建设，提升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服务能力。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社、专业服

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服务组织，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生力军作用，为

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

补助、招标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开展农田灌溉排涝、农作物病虫

害统防统治等生产性服务。整合资源建设乡村综合服务社和服务中心，搭建区域性农业社会化

服务综合平台，发展专业服务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涉农企业加专家加农户等服务模式，推行技

物结合、技术承包、托管服务，促进粮食生产经营先进适用技术到田到户。
四是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以培养农村发展带头人、技能服务型人才、生产经营

型人才为重点，提高农民科技素质、职业技能、经营能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建立

农民免费培训制度，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未升学的农村高初中毕业生提供技能培训，支持农村

青年和返乡农民工务农创业，开展粮食生产经营活动。
4 ． 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调控体系

一是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国家按照“生产成本+基本收益”原则，选择确定粮食目标价

格，当市场价格过高时政府对低收入消费者给予补贴，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差价

补贴生产者，让粮食价格形成完全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按照 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启动

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探索粮食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开展粮食生产规

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二是健全粮食市场调节制度。综合运用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等手段，继续落实“米袋子”

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全面开展粮食大县直接统计调查，编制发布国家粮食价格

指数，合理确定不同粮食价格波动调控区间，保障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基本稳定。科学确定粮食

储备功能和储备规模，强化地方尤其是粮食主销区的储备责任，优化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完

善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粮食政策性收储。充分发挥应对粮

食危机、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的机制和作用。调整优化主要农产品进口结构，适当增加大

豆、植物油、奶制品等主要农产品进口。
三是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粮食市场。研究制定国际贸易战略，加强进口规划指导，优化进

口来源地布局，建立稳定可靠的粮食贸易关系。加强进出境植物检验检疫，打击粮食走私行为，

保障进口粮食质量安全和国内产业安全。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

油等大型企业。支持到境外开展互利共赢的粮食生产和进出口合作。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

为粮食国际贸易和农业走出去服务的金融品种和方式。探索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基金和海外

农业发展基金。
5 ． 强化粮食生产发展支持政策

一是统筹使用涉农资金。稳步推进从财政预算编制环节清理和归并整合涉农资金。在认

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动符合条件的地方开展涉农资金整合试验。改革项目审批制度，

创造条件逐步下放中央和省级涉农资金项目审批权限。改革项目管理办法，加快项目实施和预

算执行监管。盘活农业结余资金和超规定期限的结转资金，由同级预算统筹限时用于农田水利

等建设。
二是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按照稳定存量、增加总量、完善方法、逐步调整的要求，积极开展

改进农业补贴办法的试点试验。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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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等政策，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在有条件的地方开

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提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加大农机购置补

贴力度，继续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强化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
三是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商品粮生产大省

和粮食生产大县的奖励补助，鼓励主销区通过多种方式到主产区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承担

完成国家粮食储备任务。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降低或取消产粮大县直接用于粮食

生产等建设项目的资金配套。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开

展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试点，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支持地方开展耕地保护补偿。
四是加大保险支持力度。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

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不断提高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品种保险的覆盖面和风

险保障水平。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有条件的地方提供保费补贴，中央财政

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规范农业保险大灾风险

准备金管理，加快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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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Demand－Supply Balance and State Food Safety
SONG Hongyuan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demand and supply，the domestic food safety problem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need for food safety under the new common status，it is urgent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China's food safety． Therefore，the present paper commented on the
food safety policies since the Party's 16 th Congress Ｒeport，and made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new
challenges and new trends that the food safety faces today．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the food safety to-
day faces the restraints by both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production elements，and the demand and
supply on China's food market are greatly impa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and the difficulties to
import food in China are becoming bigger and bigger．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re-
quirements of new national food safety strategy，and based on those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put for-
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s and policy choices．

Personal Status Problems of Membership Ｒights in Ｒ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LI Airong

Ｒ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right is one way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wnership，which is based on the membership of the organization． It
is thought that the unclearness of own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which is expected to be solved by equity
reformation，is the reason why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wnership can’t be developed
smoothly． Even so，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right，which is based on
regional relationship and kinship，is the key to equity reformation．

Household Division，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Ｒural Family Ｒeproduction: A Case of
Ｒural Area in Northwest Shandong
YIN Zi

The peasant’s practice of household divisio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northwest Shandong Province have an impact on the family reproduction theory． Along with the accumu-
lation and flow of property，the system of family’s‘division－inheritance－integration’is reconfigured．
In the new system，‘division’is virtual，‘inheritance’is weakened，and‘integration’is strength-
ened． Facing the pressure of family development brought by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mother family
bears the life pressure of the children’s family． An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generation interaction，they
adjoin tightly rather than split． The essence of inter 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in modern family is that a-
round family reproduction，the parent－child family integrates and utilizes the family resource together．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structure into a tendency of nucleation does not mean that family’s integrity dis-
appears，and the China’s modern family maintains its own unique tradition．

Ｒoutinization of Mobilized Organizations———Operation Logic and Evolution Path of Ｒural Eld-
erly Association: A Case Study of Elderly Association of W Village，Hubei Province
DU Peng

The elderly associ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pe with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problem．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ural areas，‘using extern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is the
only way for the elderly association’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Facing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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