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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粮食储备调节制度思想演进》主要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中国历史上粮食
储备调节制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讨，较鲜明地揭示了其发展演进的轨迹和特征，同时，结合
中国当前粮食储备调节的实践，进一步探讨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储备调节制度的新思路，提出
了健全目前粮食储备调节制度的对策。
　　民以食为天，任何国家都必须切实解决粮食问题，确保粮食安全。
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学者都将粮食储备调节视为治国安邦的要政，提出了建立、健全粮食储备调节制度
，保障粮食安全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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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甲朋，男，山东省郓城县人。
1998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
位；后考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在山东工商学院任教，担任本科生《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经济学说史》、《
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新制度经济学。
在经济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完成课题多项，出版学术著作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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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愿经营而只好停业，从而将会使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影响粮食商业的正常发展，进而影响整个
市场上粮食等商品的顺利流通和充分供应：“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
　　范蠡指出，只有粮食的价格高低适当，才能兼顾粮食生产者农民、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实
现“农末俱利”，所以粮食价格应被控制在一个比较适中的幅度内涨落浮动。
因此，他主张制定全国市场粮食的指导价，确定其最低和最高的界限，并由国家据此对粮食市场价格
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使粮食价格在一个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的适宜范围内上下波动，保护粮食生产者
和经营者的利益，使农民和商人都能受益而努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范蠡十分重视对粮食商品供求和价格变化规律的研究，他在研究粮食市场行情中认识到，粮食市场价
格在每石三十文和八十文钱之间波动是比较适宜的，这样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到好处，“上不过八十，
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
　　为了有效地控制粮食价格，范蠡对市场上粮食商品的价格变化的规律进行了探讨。
他指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如果粮食“有余”即供过于求，价格就低；相反，如果粮食“不足”，即供不应求，价格就高。
他还进一步论述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粮食市场价格的贵贱变化是在一定幅度内波动的，价格上升到了极限就会下跌，由贵转贱，而下跌
到最低点又会上涨，由贱转贵。
可见，他已经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商品价格受供求的影响而上下波动的现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
了粮食市场价格变化的趋势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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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大本，食足为先”粮食储备问题关系国计民生　　历史上各朝代都积极推进粮食储备制度
改革考析古代粮食储备思想，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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