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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粮食生产、流通与储备协调机制研究：基于粮食安全》在对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进行客观评价和
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粮食安全与粮食生产、粮食安全与粮食流通、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之
间的关系；然后将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分析了系统内三者之间不协调的表现
及原因，并结合我国国情和粮情，构建了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三者协调机制；同时，还建立了
实现该协调机制的政策支撑体系和社会保障措施，为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及安全水平，提高政
府粮食安全调控能力和管理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
此外，《中国粮食生产、流通与储备协调机制研究：基于粮食安全》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对
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河南、河北等地的粮食生产、流通与储备问题进行了典型研究。
《中国粮食生产、流通与储备协调机制研究：基于粮食安全》可供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粮食主管
部门工作人员，农业经济管理相关领域的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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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评价粮食安全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也是各国
政府和国际社会所追求的核心政策目标。
对于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利用的经济问题，还要放到国家稳
定、人民富裕的政治层面上来看待。
1.1  粮食安全保护的意义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几次大的起伏，
都是由农业首先是粮食的大波动引起的，什么时候粮食丰收了，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就向前发展，反
之就停止和倒退。
大家可能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严重缺粮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还记忆犹新，也可能没有忘记改革开放之
初我们为了解决全国人民吃粮问题而做出的种种牺牲和努力。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粮食安全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改革不断推进的重要保证。
1.1.1  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粮食供求矛盾的缓解，使我国步入了农业发展的新阶段。
农业生产经营从原来的单一产品产量目标向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力争农民收入增长的产量、收入双
重目标转变；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从温饱型向质量型、安全健康型、选择型转变；农产品市场从卖方
市场向买方市场，竞争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转变。
正因为粮食的低价充足供给，才保证了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
据统计，在1997年至2003年期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有的省份还出现了负增长，但是
农民的负担及其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及文化教育支出并没有减少，有的甚至还是增加的。
可是由于粮食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有保证，因而在收入下降、负担加重、支出增长的情况下，农村依
然安定。
也正是由于粮食的充足供给和低价，在我国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过程中，虽有大批职工下岗、
转岗，但他们不必担心吃饭问题，生活有保证，最终促进了城市及工业改革的持续推进。
1.1.2  粮食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由于有足够的粮食作后盾，我国迅速地实现了经济战略的大调整和
开发重心的大转移，把西部大开发提上了议事日程。
西部大开发中有几个比较现实的战略措施：一是进行全国农业布局大调整，建立东部创汇农业区、中
部粮棉集约经营主产区、西部高效生态农业区；二是在西部的江河源头及生态环境脆弱区，实现退耕
还林还草、以粮代赈、以粮换林草；三是重点建设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
这些措施实施的背后，充足的粮食供给是一个最基本的保证条件。
中国农村改革30年最显著的成效是粮食生产的大发展、粮食供给从短缺转向相对充裕。
1.2  粮食安全评价指标1.2.1  粮食安全目标解读粮食安全目标是一个动态目标，随着国家农业的发展会
不断呈现出新的隐患和问题，这就要求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进入了新阶段，从2004～2010年，粮食产量连续七年增产，国内粮食自给率达
到96%，但是，粮食安全的潜在性危机不可忽视。
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粮食生产、供给、库存和需求与消费都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
因此，对于粮食安全的目标我们要赋予新的理解和含义。
关注粮食安全首先应弄清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粮食安全的目标主要是解决远期粮食供给问题，
而不是短期问题。
而我国的现状是&ldquo;短期无虑，长期堪忧&rdquo;。
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有难度。
一方面，我国存在耕地减少、生产条件退化的实际情况，粮食产量提高压力巨大；另一方面，人口增
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内粮食需求将显现刚性增长的态势，粮食数量
需求、质量需求均不断增长。
因此，面对目前良好的粮食供需状况，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注意到长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
变化，未雨绸缪，集中力量保障我国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目标。
第二，粮食安全的目标主要是解决食物问题，而不仅仅是谷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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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粮食安全中的&ldquo;粮食&rdquo;是大粮食的概念，而不仅仅是指谷物
。
第三，粮食安全的目标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不仅仅是价格问题。
制止粮价上涨，并不能消除短缺，只能引起更大的短缺；相反，解决了短缺，价格自然会跌落。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着眼于供给数量而不是供给价格。
第四，粮食安全的目标是全局问题，而不是局部问题。
所谓全局，一是强调区域平衡的全局，二是强调时间分布平衡的全局。
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供给充足，但是主销区粮食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从全国粮食安全目标来看，需要做好协调和宏观调控，从大局上和整体上实现粮食安全目标。
第五，粮食安全的目标主要是政府目标，而不是农民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农民喜欢种什么就种什么，不承担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
而国家作为宏观管理的主体，承担的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责任，就必须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安全目标的
实现。
因此，对粮食安全目标的解读要明白以下五点：一是粮食是人类自下而上生命与健康的基本需要，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和食物需求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国民膳食结构更加多样化、营养
化、科学化，居民对直接粮食的消费量逐年减少，但对间接粮食，如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
消费量成倍增长，目前粮食虽然总量供给有余，但却存在结构性短缺。
粮食安全目标不仅仅是&ldquo;粮食安全&rdquo;而应该扩大到&ldquo;食物安全&rdquo;。
二是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要致力于保持粮食总产量和流通渠道的通.，让所有的人都能买得到粮食。
三是粮食安全目标要保持粮食价格合理，符合缺粮者的购买水平和政府支付能力，让所有的人都能买
得起粮食。
有粮食买不起，对消费者来说同样是不安全的。
四是寻求粮食安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绝对性，建立储备机制，保证均衡供应，不论丰年歉年都要保证
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买得起食物。
五是粮食安全目标不仅要致力于确保有充足的粮食数量，还强调了可靠的食物质量，以期满足不同层
次人群对食物的&ldquo;喜好&rdquo;。
认识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从理性上全面认识&ldquo;粮食安全&rdquo;问题，而且对在实践上确保粮
食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1.2.2  粮食安全评价指标粮食安全状况可以通过一定的指标加以衡量，这些衡量粮食安全状况的指标即
为粮食安全预警指标。
1.2.2.1  有关粮食安全衡量指标的研究国际社会提出的粮食安全评价方法主要有：一是FAO对世界粮食
安全状况的评价方法。
FAO对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的评估标准主要是每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营养不良人口所占的比重
。
按照FAO的标准，所谓营养不良是指人均每日摄入的热量少于2100卡的状况。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养不良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15%，则该国属于粮食不安全国（或地区）
。
FAO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对各国（或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评估的。
从理论上说，FAO的这种度量方法比较科学，因为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否，归根到底是要看该国人
民的营养状况。
这种评估方法实际上是把一个国家或地区消费的粮食和其他食物总量，按照一定的营养标准进行总热
量折算，再根据人口的构成和各类人群对营养的不同需要进行计算，最后进行平均，得出人均热量的
摄入水平。
二是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采用7个指标衡量粮食安全状况。
该委员会秘书处（2000）提出了7个衡量粮食安全的指标：①营养不足的人口发生率；②人均膳食热能
供应；③谷物和根茎类食物热量占人均膳食热能供应的比例；④出生时预期寿命；⑤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⑥5岁以下体重不足儿童所占比例；⑦体重指数＜18.5的成人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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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体系在2000年9月的第二十六届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上得到批准。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对粮食安全的评估方法等。
国内学者提出的评估方法主要有：朱泽（1998）提出了四项指标简单平均法，即用粮食产量波动率、
粮食储备率、粮食自给率、人均粮食占有量这四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徐逢贤等（1999）提出了五项指标简单平均法。
具体计算与朱泽的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在四项指标的基础上又加入了&ldquo;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
平&rdquo;这一项指标。
马九杰等（2001）提出了五项指标加权平均法。
按照该方法，粮食安全综合指数是用食物及膳食能量供求平衡指数、粮食生产波动指数、粮食储备―
需求比率、粮食国际贸易依存度系数、粮食及食物市场价格稳定性各指标得分值（各指标对应的警级
数值）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
刘晓梅（2004）在借鉴朱泽和马九杰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项指标加权平均安全系数法。
该方法提出用人均占有粮食量、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储备率、粮食进口率（或粮食自给率）四
个指标来衡量粮食安全状况，并参照朱泽的取值标准和马九杰等的加权平均法，以及各项指标对粮食
安全状况的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
刘景辉等（2004）将众多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归纳为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空间安全、时间安全和市
场安全五类，还提出各类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及各指标达到安全的最低限，分别是：粮食自给率警戒
线为90%，人均粮食量为350千克，人均日摄取食物热值水平为2400千卡，人均细粮占有量为160千克，
恩格尔系数为60%，生活无保障人口比例＜10%。
鲜祖德等（2005）提出了标准比值法。
这种方法是，首先建立一个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每个指标规定一个标准，再用指标值除以
标准值乘以100%，即可得到该项指标的标准比值，最后对这些标准比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安全
程度。
1.2.2.2  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上述关于粮食安全指标的文献，将我国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分为粮食自给
率（或粮食贸易依存度）、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储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市场价格稳定
性四个指标。
（1）粮食自给率（或粮食贸易依存度）一般而言，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其粮食外贸依存系数
要低于一个农业人口较少的国家。
农业资源短缺的国家追求过低的粮食外贸依存系数，会付出高额成本作为代价，经济上是不合理的。
粮食自给率是最重要的指标，国际上把一国粮食自给率&ge;90%（粮食贸易依存度&le;10%）定为可以
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一国粮食自给率&ge;95%定为基本自给。
一般认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应达到95%以上。
（2）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生产受自然、经济双重因素影响，年度间会出现波动，波动幅度大小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的安全程度。
粮食产量年度间的波动幅度可用粮食产量波动系数来表示，当波动系数较大时，说明粮食生产不稳定
，粮食安全水平降低，应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一般认为将波动系数控制在2%左右是比较理想的。
（3）粮食储备水平粮食储备是调控粮食供给以及防止战争、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保障粮食安全的
重要手段。
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储备的功能表现为：当市场上的粮食供大于求、粮食价格大幅下跌时，就要购进
粮食，增加储备；当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时，就要向市场抛售粮食，减少储备。
通过增加或减少粮食储备来调节市场的粮食供给量，平衡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达到粮食价格的相对
稳定。
FAO把年末粮食储备和商业库存占年度总消费量的17%～18%定为粮食安全储备。
（4）人均粮食占有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粮食或者储备的粮食，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大，表示粮
食安全水平越高。
（5）粮食市场价格稳定性&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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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先从评价我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水平人手，分别审视了我国粮食安全与粮食生产、粮食安全与粮
食流通、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三个重点方面存在的问题。
其次，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把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结合的大系统，分析了粮
食安全目标下粮食生产、流通与储备三个子系统的不协调性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构建协调机制的基
本构思以及实现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最后，就粮食安全目标下的粮食生产、流通与储备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问题，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的河北
、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湖南、河南等省份进行了典型调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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