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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何生产足够的食物
，特别是如何解决粮食基本自给的问题，始终是政府决策的头等大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改革开放之初
创建的“粮食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框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及新的粮食流通体制的要求。
为适应新的粮食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粮食经济学》教材。
　　本书的特色在于，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框架构建“粮食经济学”的逻
辑框架，即从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原理出发，遵循粮食供给、粮食需求、粮食市场、粮食宏观调控与粮
食政策的理论脉络建立教材内容体系。
编写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并以实用为主；在介绍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侧重解决实际问题，突出
了教材的实用性。
　　本书主要包括五部分。
一是阐述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
二是从粮食生产、储备和进口三个方面具体介绍粮食供给。
三是从粮食消费、粮食出口两个方面具体阐述粮食需求。
四是介绍我国粮食价格的形成及波动，探讨我国和世界的粮食供求形势及粮食安全变化，介绍我国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一些国家在粮食流通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介绍我国粮食市场相关概念及粮食市场
体系建设。
五是阐述粮食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手段，我国粮食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应对措施，以及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所采取的粮食政策。
　　本书由东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省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黑龙江省粮食局等有关学校的教师和相关单位的粮食实际工
作者合作编写。
编写分工具体如下：前言、第一章由周慧秋、卜祥银编写；第二章、第三章、第九章由刘家富编写；
第四章由邓建平编写；第五章由韩翠萍编写；第六章、第八章由穆月英、袁文业编写；第七章由吴晓
华编写；第十章、第十三章由李忠旭编写；第十一章由卜祥银、周慧秋编写；第十二章由李孝忠、刘
家富编写；第十四章由李孝忠、周慧秋编写。
　　黑龙江省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徐建成详细地审阅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第二批普通高校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粮食安全形势下黑龙
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资助。
此外，在编写过程中参阅、引用了部分相关著作、教材和论文，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对《粮食经济学》教材编写框架做了一些改革尝试，虽然做了不少努力
，仍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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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即从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原理出发，遵循粮食供给、粮食需求、粮食市
场、粮食宏观调控与粮食政策的理论脉络建立教材内容体系。
编写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并以实用为主；在介绍一般理论的基础上，侧重解决实际问题，突出
教材的实用性。
　　本书适于各类高等学校涉及粮食经济的经济学、管理学专业以及其他非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学生
使用，也可供生产一线从事粮食经济管理的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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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供求形势及其变化　　　　一、不同类型国家粮食供给的特征　　　　二、世界粮食供求形
势变化　　　第三节　粮食安全　　　　一、粮食安全的演变及内涵　　　　二、粮食安全衡量指标
　　　　三、《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中有关粮食安全指标规定　　　　四、我国粮食安全
形势判断　　　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十一章　粮食流通　　　第一节　粮食流通的相关概念
　　　　一、粮食流通的含义　　　　二、粮食流通产业内涵　　　　三、粮食流通体制内涵　　　
第二节　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及演变　　　　一、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历史沿革　　　　二、粮食流
通体制发生的深刻变革　　　第三节　一些国家粮食流通经验与启示　　　　一、美国、日本粮食流
通简介　　　　二、主要国家及地区粮食流通经验及启示　　　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
　粮食市场建设　　　第一节　我国粮食市场的主体　　　　一、农产、粮食经纪人和粮食合作经济
组织　　　　二、企业　　　　三、政府　　　第二节　我国粮食市场的类型　　　　一、粮食市场
的主要类型　　　　二、粮食初级市场　　　　三、粮食批发市场　　　　四、粮食期货市场　　　
第三节　我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　　　　一、我国粮食市场体系演变及现状　　　　二、我国粮食市
场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的目标、原则和对策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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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粮食宏观调控运行机制　　　　四、粮食宏观调控的作用　　　第二节　我国粮食宏观调
控手段　　　　一、粮食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　　　　二、粮食宏观调控的金融手段　　　　三、粮
食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　　　　四、粮食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　　　　五、粮食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
工具)　　　第三节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措施　　　　一、粮食宏观调控面临的新
挑战　　　　二、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原则　　　　三、粮食宏观调控需要处理的关系　　　　四、
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实践　　　　五、加强我国宏观调控的措施　　　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
十四章　粮食政策　　　第一节　我国粮食政策目标及挑战　　　　一、粮食政策内涵　　　　二、
粮食政策种类　　　　三、粮食政策目标及选择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政策调整　　
　　一、第一次调整(1979～1989年)　　　　二、第二次调整(1990～1993年)　　　　三、第三次调
整(1994～1999年)　　　　四、第四次调整(2000年至今)　　　第三节　我国主要粮食政策的历史沿革
与发展　　　　一、耕地保护政策　　　　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三、粮食补贴政策　　
　思考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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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商品粮基地的特征　　1.区域界限的完整性　　作为农业专业化区域，商品粮基地一般具
有明显的区域边界和一定的区域经济规模。
在既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如果超越其区域界限，则可能由于受生态、气象、资源等自然因素的制约
，不宜于集中发展粮食生产；或者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制约，集中发展粮食生产将不经济。
即在既定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中，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规定了商品粮基地的区域位置、区域界
限和区域规模。
　　2.产业结构的相似性　　在同一商品粮基地内部，由于在农业生态条件、农业资源结构、区域位
置及布局、粮食生产基础设施、产业技术装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较小，其产业结构的“均质化”程度
比较高，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特征。
表现如下：　　一是在粮食作物结构中，代表区域专业化方向的主导粮食作物品种在粮食作物中的份
额、生产水平、商品化程度等都比较相似。
　　二是在种植业结构中，粮食作物栽培业所占份额较大，而且不同地区间差异很小。
　　三是在农业产业结构中，粮食生产和以粮食及其副产品为饲料的农区畜牧业都比较发达，在农业
产业结构中的份额也比较接近。
　　四是在农村产业结构中，以粮食及其转化产品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运销、贸易
、中介服务等相关产业比较发达，而且大多属于或已经被规划为商品粮基地的主导产业。
　　3.系统的开放性　　商品粮基地的本质属性及基本功能决定了其必然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系统，
与其他经济区域之间存在广泛的经济、技术、贸易等协作关系。
通过开展经济、技术、贸易等协作，商品粮基地要向其他经济区域输出粮食及粮食转化与加工产品；
另外，商品粮基地要从其他经济区域输人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本基地生产缺乏优势的农产品及其
加工产品等生活资料，从而通过国内外大市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实现自我发展。
4.功能的整体性　　商品粮基地的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能力，是就其总体功能而言的，而不是就基
地范围内的农户等微观产业组织的个体功能而言的。
对某一具体的商品粮基地来说，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能力，是基地区域规模、农业资源结构、基础
设施配置、区域位置及布局、粮食的相关产业发展的水平、内外部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于农户等微观产业组织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商品粮基地的布局调整、建设规划
与运行过程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区域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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