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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拥有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高素质的专家队伍，承担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研
究等为中央决策服务的任务，同各级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国际研究咨询
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中英文版《中国发展评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研究成果的精品，主要介绍中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政策实施动态，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发展评论：第12卷第1期（中英文对照）》编选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代表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观点或者中国政府的政策。
　　中英文版《中国发展评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负责联系选稿、审稿、翻译及编辑、
校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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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着眼长远，促进中国经济更长一个时期平稳较快发展“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
中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与对策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中国油料供求现状、前景与对策中
国科技工作中知识产权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体系对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几点建议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基本情况、总体评估和政策讨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社会责任：
现状与建议中日韩区域贸易安排中的贸易便利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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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平衡产销区粮食安全责任，健全利益补偿机制　　调动粮食主产区抓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主
产区地方政府有能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要取消粮食主产省地方财政粮食风险基金配套部分，全额由中央财政承担，并增加投入规模。
适当减免粮食风险基金借款，帮助消化粮食财务挂账。
取消产粮大县中央各种涉农投入要求的地方配套资金。
中央财政增加对粮食主产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教育、卫生、文化、交通
等社会事业的支持。
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参考各个省区粮食产量和农村人口比重，完善支农资金分配和财政
转移支付机制。
提升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供给能力，确保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都应从大局着眼，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确保区域内粮田
面积不减少。
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也要选择有资源优势、粮食产量和调出数量较高的产粮大县，集中力量，加大投
入，改善生产条件，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本区域粮食稳定供给。
　　4.完善粮食流通储备体系，保障粮食流通安全　　要构建高效运转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必
须加强粮食市场监管，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要继续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把保持国家对粮食仓储设施和流通的控制力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保障。
鼓励大型粮食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参股等方式建立战略联盟，整合粮食物流资源，提高粮食运输的集约
化、规模化水平。
培育以仓储为基础、加工为支柱、贸易为龙头、物流为延伸的具有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力大型粮食企
业集团。
鼓励和引导粮食购销、加工等龙头企业发展粮食订单生产，推进粮食产业化发展。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村经纪人，为农民提供粮食产销服务。
加快发展以散装、散卸、散存和散运为特征的“四散化”粮食现代物流体系，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粮
食流通效率。
完善中央战略专项储备与调节周转储备相结合、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相结合、政府储备与企业商业最
低库存相结合的粮油储备调控体系，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5.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余缺　　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主粮品种供求，是保障中
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之一。
根据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情况，粮食供求将会在近中期呈现偏紧的态势。
从中长期看，中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而大米的口粮消费比重逐步提高，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
紧，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其供需关系也将日趋偏紧，中国玉米出口的贸易格局将
发生变化。
为此，要在保持稻谷和小麦自给、玉米基本自给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
中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因此贸易调控也较进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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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发展评论：第12卷第1期（中英文对照）》主要内容有：着眼长远，促进中国经济更长一个
时期平稳较快发展，“十二五”期间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与途径，中国粮食供求现状、前景与对
策，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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