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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非粮生物质原料的非粮属性

谢光辉

"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国家能源非粮生物质原料研发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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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发展生物质能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非粮原料供

应是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非粮原则的本质是不能影响粮食安全!因而狭义的非粮生物质应定义为谷

物籽粒以外的生物质"以谷物为粮食生产统计的国际口径!我国已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据预测
!"!H

年当

我国人口达到最多时!仍能保持基本的粮食安全"因此!谷物类籽粒毫无疑问不属于非粮生物质原料的种类!谷物

籽粒类以外的农林业产品属于非粮生物质原料"豆类作物籽粒#薯类作物薯块#油料作物类籽粒和糖料作物含糖

器官!属于受限制发展的非粮生物质原料种类$非食用的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有机废弃物属于鼓励发展的非粮生物

质原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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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源承载能源安全)环境质量和农民收

入等复杂而重要的多重战略目标!战略地位非常重

要*原料的可获得性是该产业发展最关键的瓶

颈&

#

'

!

!""%

年前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升导致对生物

质能源的诟病&

!'E

'

*但是石油危机也直接带动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造成粮食生产和贸易成本提高!

粮食价格与能源价格同步上涨&

(

'

!可见能源安全也

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要素之一*当前全球生物质能源

发展正在转向非粮方向!我国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

的矛盾尤为突出!坚持非粮是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

基本的方针*研究制订符合国情的相关非粮生物质

原料标准和政策!是生物质能源企业原料选择和行

业生产管理迫切需要的基础规范*为此!本研究拟

探讨我国非粮生物质原料+非粮,属性的相关问题!

即解决什么是和哪些农产品种类是非粮生物质原料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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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质原料!非粮"原则的本质是不影响

粮食安全

!!

对生物质能发展强调非粮!那么究竟什么是+非

粮,- 也就是说!发展生物质能源与粮食的矛盾究竟

是什么- 这是本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容易从字面理解!包括笔者本人

也曾提出广义的概念!以不用于+食用,为主要因素

定义非粮生物质&

#

!

&

'

!即当前用于食用及其储备以

外的植物或动物生产的有机物质*粮食和食品在广

义上是同一个概念!这个广义的定义导致人们进入

+能吃的东西就不能用以作生物质能源,的逻辑!而

+能吃,的东西太多了!有时与+不能吃,的东西也没

有严格界限!较极端的例子是历史上饥荒年代人们

吃树皮和野草是人所共知的*自然界最广泛的有机

物木质纤维素主要成分纤维素分解后可全部转化为

葡萄糖!半纤维素分解后可部分转化为葡萄糖!而葡

萄糖也肯定是食品*这种广义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字面定义!没有抓住发展生物质原料的非粮实质*

笔者认为!强调生物质的非粮特性!不能简单地

认为不能吃的东西才是非粮!非粮原则的本质属性

是不影响粮食安全!非粮生物质的范畴应是不影响

粮食安全的生物质产品!应该确定并应用粮食的狭

义概念定义非粮生物质*

"

!

粮食安全体系中的粮食自给率与发展生

物质能源直接相关

!!

粮食安全是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迄今为止

应用最普遍的基础概念+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

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保障其生活的基本食品!而且

这个食品是有营养和有益于健康的,

&

G

'

*这个概念

包括
$

项具体目标$

#

#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

!

#

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

$

#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

人们都能获得粮食*国家粮食安全需要依赖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粮食储备能力)国内粮食流通能力和国

际粮食进口能力*

粮食的用途可分为口粮)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

粮食安全保障的是人们需要的口粮和饲料用粮!不

包括工业用粮*数量巨大的饲料用粮需求是对中国

的粮食安全真正严重的威胁&

(

'

*由于饲料粮食转化

为人类动物性食品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国际社会

倡导适度消费!建立动植物并重型食物结构降低饲

料用粮&

%

'

*

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是粮

食自给率!也就是当年粮食产量占当年粮食消费量

的比重&

H

'

*保证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生

产&

G

!

#"

'

!就是实现粮食自给!这是我国发展生物质坚

持非粮原料的根本原因*虽然有学者提出!追求自

给自足并不一定就能保证粮食的安全!相反依靠进

口也不代表粮食就不安全&

##

'

*但是!大多数经济学

家认为!粮食自给率大于
H(M

的国家已基本上实现

了粮食自给!或者说已经达到了足够高的粮食安全

水平(一般说来!只要自给率大于
H"M

!即已达到了

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

G

!

H

'

*

#

!

我国过时的粮食统计口径导致自给率扭

曲但正在逐步改变并与国际接轨

!!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上的粮食统计只包括谷

物类!粮食自给率其实就是谷物自给率*不同于国

际体系!我国沿用过时的统计口径!粮食除了谷物

类!还包括豆类和薯类*

#HH%

.

!""(

年!我国粮食

产量与谷物产量的相关系数高达
"@HHH

!与大豆和

薯类产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N"@$!&

和
"@#%#

*我

国调控粮食产量变动的政策基本影响谷物产量!对

豆类和薯类生产影响很小*由于习惯性阻力!豆类

和薯类作为传统粮食概念根深蒂固!已广泛渗透到

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粮食供求的统计当中!具

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性*现行粮食自给率与国际水平

比较得出的结论不可靠!大豆的巨量净进口扭曲粮

食安全水平判断!导致粮食自给率低估&

H

!

#!'#$

'

*

受沿用过时统计口径为主要因素的影响!多年

来我国粮食家底不清)粮食预测预警失灵!导致中央

政府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时!不得不追求生产量越

多越好)储备量越大越好*但是!粮食需求弹性小)

调节能力有限!中央政府宁多勿少的无奈!使政策调

控滞后!在当前种植粮食比较收益仍然较低的现实

条件下!国家周而复始地陷入一种粮食+短缺,与+过

剩,交替发生的循环波动之中!形成了+丰收悖论,现

象!为粮食安全付出了高昂代价&

#!

!

#E'#(

'

*正因为此!

我国存在对发展生物质能源过度敏感现象!尤其是

决策层存在误解&

#&

'

*

为了不干扰国家粮食安全决策!误导粮食生产

过剩!专家呼吁从我国粮食统计口径中剔除豆类和

薯类&

#!'#$

'

*可喜的是!政府在粮食统计上已逐渐与

国际口径接轨!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统计中豆类和

薯类已不在粮食统计之列&

#!

'

*

!""%

年国家发展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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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谢光辉$论我国非粮生物质原料的非粮属性

革委员会颁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0

中!将大豆)油菜及其他油料作物)甘蔗)木本粮油已

经列为非粮食物资源&

#G

'

*

!""H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

布的/全国新增
#"""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H

.

!"!"

年#0中!规划的作物种类为稻谷)小麦)玉米!兼

顾大豆!未包括油料类)糖料类和薯类作物&

#%

'

*

$

!

我国粮食安全处于较高水平

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自给对粮食安全相当

重要*

#HH&

年/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0上首次提

出我国粮食自给率不低于
H(M

的目标*根据/国家

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

.

!"!"

年#0!到

!"!"

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H(O

5

!需求总量
(G!(

亿
O

5

&

#G

'

*

!"##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G#!#

万

7

!其中谷物总产量为
(#H$H

万
7

!占粮食总产量的

H#M

&

#H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指出!如

将大豆计入粮食!

!"##

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为
H"M

左

右!如果不计大豆!粮食自给率达到
HGM

&

##

'

*国家

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姜长云研究员指

出!如果按照国际可比的谷物概念作为粮食口径!上

世纪
H"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粮食平均自给率达到

#""@(M

!

!"##

和
!"#!

年分别为
HH@!M

和
HGJGM

&

H

'

*

综合绝大多数专家研究结果!我国粮食自给率

是处在较高水平的&

H

!

!"

'

!而且只要保障谷物生产!稳

定粮食自给率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

*当前国

家粮食库存充裕!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粮食库存消费

比大到
$(M

!大大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粮食

安全警戒线
#GM

"

#%M

&

(

'

*根据我国食物浪费状

况&

!!

'

!可反证目前我国粮食较为富裕*据武维华保

守估算!全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可养活约
!@(

亿人!

折合粮食约
%""

亿
O

5

!相当于我国粮食总产的

#(M

&

!$

'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表示我国一年损

失千亿斤粮食!+我国每年的粮食损失浪费量大约

相当于
!

亿亩耕地的产量!比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

省一年的产量还要多,

&

!E

'

*我国的粮食安全在中短

期内应该不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

'

*虽然粮食资源

约束加大!但只要进一步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充分发

挥复种潜力和科技潜力!我国粮食综合生产力仍将

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完全可以满足人口高峰期粮

食消费需求&

#E

'

*预计
!"!"

年按现行粮食口径可达

到
H"M

自给率目标!完全能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到
!"$"

年粮食自给率会降到
%(M

"相当于可比口

径的谷物类自给率
H"M

#!国家仍能保持基本的粮

食安全&

!&

'

*根据预测!到
!"!H

年我国人口达到峰

值!此后人口将进入负增长时代&

!G

'

!粮食安全的问

题将会逐渐缓解*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PQR

#研究并公布了

!"#"

年粮食安全风险指数排名&

!%

'

*在全球
#&$

个

经济体中!粮食充裕的国家多是位于北美及西欧的

发达经济体!我国被排为第
H&

位属于+中等风险,国

家*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DQRSD

#于每年
#"

月发

布全球饥饿指数"百分制#!我国
!"##

和
!"#!

年分

别为
(@(

和
(@#

!

#"

年来并预测今后一直为下降趋

势&

!!

!

!H

'

*中国还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援助国之一&

$"

'

*

粮食安全既有其政治性和社会性!也必然有其

经济性!必须要立足有限的资源)以最低的成本保障

我国的粮食安全&

#E

'

*尤其是!对于农业资源紧缺的

国家来说!追求粮食自给率
#""M

"相当于我国统计

口径
H(M

#的目标!以边际递增的生产财政成本生

产出粮食安全保障效用边际递减的粮食!会付出高

昂的经济和环境代价!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

G

!

#(

!

!&

'

*

有研究认为!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适度粮食安全体系

指标的标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H"O

5

左右!粮

食储备率为
!"M

左右!粮食自给率为
H!M

左右&

$#

'

*

%

!

谷物类属粮食不属于非粮生物质原料的

种类

!!

粮食安全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一

般来说!宏观的粮食安全层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

微观的粮食安全层次*保证粮食安全虽然有跨国

性!加强国际合作是重要的*但是!粮食安全体系的

构建属于政治经济活动&

$!

'

!只有当国家粮食获取能

力充足时!国家居民个人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G

'

*因

此!从发展生物质的角度!需要将粮食安全定位于国

家水平这个层面上*谷物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

保障!谷物类籽粒毋庸置疑地属于粮食安全范畴!即

不属于非粮生物质原料的种类*谷物籽粒以外的生

物质就是狭义的非粮生物质定义*

尽管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较高!乙醇生产规

模也很小!对粮食安全没有带来实质性影响&

$$'$E

'

!但

从长期来看!如果大量粮食用于乙醇生产无疑将对

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

!

$E'$&

'

*我国政府已采取严

格措施不再增加粮食乙醇生产规模!逐步降低以至

最终取消国家财政补贴!大力促进非粮替代原料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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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食用豆类#薯类#油料类和糖料类属于限

制性发展的非粮生物质原料种类

!!

食用豆类作物的籽粒)薯类作物的薯块)油料类

作物的籽粒和糖料类作物的含糖器官在国际上不属

于粮食统计范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0

也已将大豆)油菜及其他油料作物)甘蔗)木本粮油

列为非粮食物资源&

#G

'

!可明确划入非粮生物质原料

种类*虽然其中有些作物当前基本不作为或很少比

例作为食用!如我国甘薯消费比例大约为工业加工

E(M

)饲用
$(M

和食用
!"M

&

$G

'

!木薯用于饲料"包

括农家自用#的占
$"M

)用于生产乙醇的占
#EM

)

用于生产淀粉及其深加工的占
(&M

&

$%

'

*但是!这些

作物产品是重要的副食品包括休闲食品的原料!可

作为粮食安全的补充部分!因而!豆类作物的籽粒)

薯类作物的薯块)油料类作物的籽粒和糖料类作物

的含糖器官是限制性发展的非粮生物质原料种类*

薯类中的木薯和糖料类的甜高粱已被政府认可

是非粮生物质原料!/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0

将甜高粱)薯类作物"木薯)甘薯#和棉籽作为非粮原

料&

$H

'

*/农业生物质能产业发展规划 "

!""G

.

!"#(

年#0将甜高粱)木薯和甘蔗作为非粮原料!将甘薯和

油菜等作为适宜开发为生物燃料的原料&

E"

'

*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先后核准了以木薯和甜高粱为

非粮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建议国家有关政府部门

研究制订统一的具体标准和政策!根据地区优势)市

场行情和种植比较效益!发展适当规模的该类原料

生产生物燃料!以油料类发展+油"食用#能"生物柴

油#联产,!以糖料类发展+糖醇联产,!以薯类发展

+淀粉乙醇联产,!促进农业)能源和经济均衡发展*

'

!

非食用的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有机废弃物

属于鼓励发展的非粮生物质原料种类

!!

非食用生物质原料主要包括陈化粮)木质纤维

素等非食用的能源植物产品)农林废弃物和城市有

机废弃物
E

大类*陈化粮指粮食长期"

$

年以上#储

藏导致黄曲霉菌超标!不能作为口粮的废弃粮食*

非食用的能源植物包括非食用淀粉植物)非食用油

植物)非食用糖植物)木质纤维素类植物和产油微

藻(农林废弃物包括秸秆)林业废弃物和养殖业废弃

物(城市废弃物包括生活垃圾)工业有机废弃物)污

泥和污水*

(

!

结
!

语

广义的非粮生物质定义为用于食用及其储备以

外的植物或动物生产的有机物质!该定义不适合当

前生物质产业发展*生物质原料+非粮,原则的本质

是不影响粮食安全!国际通用粮食统计口径只包括

谷物类!不包括豆类和薯类!以此口径衡量我国粮食

自给率处于较高水平*非粮生物质原料是不属于粮

食自给率统计范围内的动植物产品!而不是不能食

用的生物质*建议应用非粮生物质狭义定义!即谷

物籽粒以外的生物质*因此!谷物类以外农林有机

产品属于非粮生物质原料(由于食用豆类)薯类)油

料类和糖料类是重要的副食品或其原料!属于受限

制发展的非粮生物质原料种类(非食用的动植物产

品包括其有机废弃物属于鼓励发展的非粮生物质原

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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