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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现状、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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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后疫情时代我国粮食市场受国际联动效应的影响,切实保障疫情常态化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从粮

食供应角度,对疫情爆发以来的粮食安全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新时期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通过借鉴主

要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提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和策略建议。结果表明:1)总体上,我国粮食安全

发展是有保障的,但要高度重视全球粮食市场波动的潜在风险和挑战。2)针对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发展态势和我国

粮食安全的现存问题,建议从监测预警、稳产保供、提质增效、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畅通全球供应渠道五方面综合

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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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impactofinternationallinkageonChina’sfoodmarketintheCOVID-19post-epidemic
eraandensurefoodsecurityunderthenormalizationofepidemicsituation,thecurrentsituationoffoodsecurity
developmentfromtheperspectiveoffoodsupplywasanalyzed,theproblemsinfoodsecurityinthepost-epidemicera
werepointout,andpolicymeasuresandstrategicsuggestionsareproposedbylearningfromtherelevantstrategic
measuresofothercountries.TheresultshowedthatOnthewhole,thedevelopmentofChina’sfoodsecuritywas

guaranteed.However,weshouldattachgreatimportancetothepotentialrisksandchallengesoffluctuationsinthe

globalfoodmarket.IntheviewofthedevelopmenttrendofglobalepidemicandtheexistingproblemsofChina’sfood
security,itwasrecommendedtoimplementcomprehensivepoliciesfromfiveaspectsincludingmonitoringandearly
warning,stabilizing productionandsupply,improving qualityand efficiency,strengtheninginternationalpolicy
coordination,andunblockingglobalsupply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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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1]。粮食安全事关国运

民生,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十四五”规划纲

要着眼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对粮食安全战略作

出总体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均对粮食安全作出战略部

署。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坚定走好中国特色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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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路,把14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粮食安全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巨大成就,小麦和稻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供给充

足,但同样也面临部分粮食和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
结构性矛盾突出、资源约束趋紧、生产成本高企、比
较效益下降、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支持保护政策

有待完善等诸多问题和挑战[3]。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部分国家对粮食出口

采取限制性措施,由于疫情管控的封锁措施影响了

粮食产量与流通效率,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贸易

受到了一定的冲击[4-5]。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

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6]显示,全球粮食

危机水平已飙升至近五年来最高。随着我国疫情得

到有效的控制,国内已逐步进入后疫情时代,但境外

疫情却呈现出全球大流行的蔓延态势。疫情严重国

家粮食生产和供给的风险在加快向其他国家传导和

扩散[7],这为后疫情时代的粮食安全增加了诸多不

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高度复杂性。若全球疫情得

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冲击、蝗灾影响、贫困与饥饿等

多重压力将继续恶化全球粮食市场预期,增加粮食

市场异动,最终将酿成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8]。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各国防范粮食市场风险、化

解生产隐患和保障市场供给都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主要农业大国纷纷调整和制定新的

粮食发展战略和粮食安全举措[7]。中国作为世界粮

食生产和消费大国,面对后疫情时代世界粮食发展

与安全格局的新变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

绝对安全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要解决的突

出问题[9]。现阶段,我国粮食安全现状虽总体趋于

平稳,但不排除受国际贸易联动的影响。在如此错

综复杂的国情和疫情形势之下,本研究从全球粮食

供应角度出发,分析新冠疫情对粮食安全不同维度

的冲击作用,并针对主要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举措

进行汇总,以期为国家科学研判当前粮食安全形势,
完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政策,提升粮食市场宏观调

控能力,保障后疫情时代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政策

建议。

1 后疫情时代粮食供应现状

1.1 全球粮食供应现状

目前全球粮食供需形势总体平稳,主要粮食生

产国并未出现粮食减产、供不应求等问题。本研究

重点分析了小麦、稻米、玉米和大豆4种粮食作物,

我国三大主粮包括小麦、稻米和玉米,大豆为主要饲

料粮(表1)。2020年以来,全球粮食供应市场总体

呈现:1)粮 食 产 量 稳 中 有 升。根 据 美 国 农 业 部

(UnitedStatesDepartmentofAgriculture,USDA)
《全球农产品》[10]报告统计显示,2020年全球粮食产

量为27.27亿t,同比增长2%。其中小麦7.76亿t、
稻米5.04亿t,按照全球约76亿人口计算,人均粮

食产量约为359kg。2)粮食市场贸易总体平稳。
根据USDA《全球粮食市场和贸易》[11]报告显示,

2020年全球粮食消费量为27.49亿t,同比增长

2.9%;粮食库存量为7.89亿t,同比减少2.8%;粮
食进出口总量为4.71亿t,同比增加4.9%。全球

粮食消费、库存和贸易量较上年变化不显著,市场贸

易相对较平稳。3)部分国家供需错配。由于全球人

口和农业资源的分布不均匀,不同国家的粮食人均

占有量差异巨大。例如,美国、乌克兰、阿根廷、俄罗

斯、巴西、加拿大是主要粮食产品出口国,2020年美

国出口粮食1.03亿t,阿根廷出口粮食0.47亿t。
而另一些国家对进口的依赖度高,例如,菲律宾历年

的稻米产量都低于其消费量,是全球最大的稻米进

口国,埃及则是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2020年菲

律宾进口稻米0.02亿t,埃及进口小麦0.13亿t。

1.2 中国粮食供应现状

截至2021年4月,我国粮食市场运行平稳,粮
食供应总体呈现特点如下:1)粮食产量稳中有升。

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5.51亿t,比2019年增加208
万t,同比增长0.4%,其中小麦1.34亿t、稻米1.48
亿t、玉米2.61亿t。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中
国人均粮食达394kg,平均每人每天超过1kg。

2)粮食消费有所增加。2020年我国粮食消费量为

6.12亿t,比2019年增加4578万t,同比增加

8.08%,其中小麦1.5亿t、稻米1.49亿t、玉米

2.89亿t。小麦、稻米和玉米的消费量同比增长

19.08%、2.60%和3.96%。3)粮 食 库 存 充 盈。

2020年,我国小麦和稻米的库存结余为2.62亿t,
而我国小麦和稻米年均消费量为2亿多t。因此,
现有库存基本可以满足中国人民1年以上的粮食需

求,加上我国每年稳中有升的粮食产量,库存仍将处

于充盈状态。2020年我国小麦、稻米和玉米的库存

消费比分别为96.95%、78.12%和67.88%,远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4)主粮进口量占比低。我国是全球

最大的稻米和小麦生产国,全球第二大玉米生产国。

2020年,我国小麦、稻米和玉米的进口量分别为8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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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球和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消费和进出口情况

Table1 Production,consumption,importandexportofmajorgraincropsintheworldandChina

指标    
Index    

年份

Year

小麦 Wheat 稻米 Rice 玉米Corn 大豆Soybean

中国

China

全球

World

中国

China

全球

World

中国

China

全球

World

中国

China

全球

World

面积/×106hm2

Area

2019 23.73 216.98 29.69 160.71 41.28 193.18 9.30 122.63

2020 23.38 221.92 30.08 162.46 41.26 196.84 9.87 127.93

单产/(t/hm2)

Yield

2019 5.63 3.52 7.06 4.62 6.32 5.78 1.95 2.76

2020 5.74 3.50 7.04 4.63 6.32 5.78 1.99 2.84

总产量/×106t
Production

2019 133.59 763.86 146.73 497.69 260.78 1116.52 18.10 339.00

2020 134.25 776.49 148.30 504.17 260.67 1137.05 19.60 363.19

消费量/×106t
Domesticconsumption

2019 126.00 747.18 145.23 496.30 278.00 1134.60 91.50 311.45

2020 150.00 781.01 149.00 504.31 289.00 1156.19 96.00 322.47

库存量/×106t
EndingStocks

2019 151.68 300.04 116.50 177.88 200.53 302.99 26.80 96.38

2020 145.43 295.52 116.40 177.74 196.18 283.85 31.60 86.87

进口量/×106t
Import

2019 5.38 191.41 3.20 44.97 7.60 174.98 98.53 164.97

2020 10.50 196.31 2.90 45.98 24.00 185.11 100.00 167.76

出口量/×106t
Export

2019 1.05 191.41 2.27 44.97 174.98 165.05

2020 1.00 196.30 2.30 45.98 185.11 170.91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组织。

Note:ThedatacomesfromtheAgriculturalResearchServiceofth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Agriculture.

294万和1129万t,仅占全国三大主粮消费总量的

5.4%、2.0%和3.9%左右,且进口的主要谷物是强

筋或弱筋小麦、泰国稻米和饲料用玉米等,进口目的

是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和畜牧业养殖。

2 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问题

2.1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后,为了保证本

国粮食安全,多个国家对粮食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
恐慌情绪引起部分粮价攀升和暂时性供应短缺。各

国的疫情管控措施也进一步影响了粮食的流通效

率,全球粮食市场的异动充分暴露了疫情下多个国

家对粮食安全的忧患意识和粮食危机的恐慌。新冠

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粮食保障带来诸多不确定因

素,国际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存有风险。

2.1.1 部分国家粮食供应或受影响

当前全球粮食产量平稳超过需求,供需基本平

衡。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国的生产活动尚未受到严重

的疫情冲击,但部分国家粮食生产遇到一些问题。

如疫情导致古巴水稻生产所需材料和其它投入品不

足,干旱严重影响阿根廷玉米的产量、蝗灾威胁阿根

廷、巴西和乌拉圭的小麦生长及产量等。同时,受供

需情况、产量预期、进出口贸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主要谷物价格走势呈现多级分化,粮食价格走势喜

忧参半。截止2021年5月,国际玉米和小麦价格总

体呈现 上 涨 趋 势,基 准 美 国 玉 米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14.6%,同比上涨111%;基准美国小麦价格同比上

涨34%;粮农组织稻米价格指数平均为110.6点,
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下降4.5%[12]。
2.1.2 地缘政治破坏粮食供应链平衡

部分国家在防疫上以政治代替科学,以甩锅代

替防疫,以邻为壑、转嫁危机,导致疫情风险加剧,严
重影响粮食生产和供给[7,13]。目前,已有一些国家

在粮食市场和供给上采取限制性政策和措施,如俄

罗斯联邦上调2021年3至6月期间谷物出口税、乌
克兰设定2020/21年度玉米出口上限等。同时,一
些国家开始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粮食抢购,土耳其大

量购入小麦,哥伦比亚对玉米、大豆等设定免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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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随着疫情的缓和,粮食供应链会逐渐调整至正

常水平,但短期内,各国的防疫措施会继续在全球层

面上限制粮食流通的效率。这种人为造成的粮食生

产及供给上的非传统风险因素,比传统风险因素对

粮食安全的影响更大,对全球粮食生产及供给的影

响更具长期性和危害性[7]。

2.1.3 疫情冲击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破坏了全球食物供应

链,影响了食物的供应量和配置效率。疫情防控措

施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劳动

力需求和工作岗位减少、贫困人口增加的同时削弱

其食物购买力,冲击其食物安全和营养保障。疫情

除了直接威胁人们的健康外,还可能导致全球人口

的营养状况恶化,特别是在卫生、食物和社会保护方

案脆 弱 或 无 法 根 据 需 要 扩 大 规 模 的 国 家 和 地

区[5,14]。2019年,全球有6.9亿人遭受饥饿困扰,

20亿人无法正常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1.44
亿儿童发育不良;2020年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

机或更为严重的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比上一年增

加了约2000万人[6]。

2.1.4 疫情威胁、地区冲突、极端天气加重粮食危

机水平

疫情、地区冲突、极端天气等正在使亿万人陷入

重度粮食不安全境地,部分国家粮食生产受到冲击,
非洲个别国家或受重创。印度、巴西和美国作为世

界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同样也是疫情最严重的国

家。2021年3月,印度疫情出现第二波反弹,导致

失业和贫困率大幅度上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的数据,2020年印度贫困人口增加了2.6亿[15]。如

果印度疫情趋势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扭转,那么作为

第一稻米出口大国的印度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时,
目前大部分受到冲突和极端天气影响的国家主要为

海地、非洲南部和西部等卫生较差的脆弱经济体,受
蝗灾侵袭的国家为主要粮食生产国与出口国,疫情

的叠加效应将给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极大的

危机。

2.2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从国内来看,我国粮食发展与安全是有保障的,
农产品市场运行则相对平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全球疫情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影响有限。
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粮食安全

的总体格局中,小麦、稻米和玉米三大主粮将继续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与结构性矛盾

突出并存,粮食连年增产与粮食生产方式和粮食需

求升级不匹配问题并存,玉米、大豆供给能力提升与

多重因素制约导致市场缺口扩大问题并存,国际粮

食市场联动与国内粮食价格波动问题并存。

2.2.1 粮食结构性紧缺矛盾凸显

我国大国小农,人多地少,淡水稀缺的基本国情

没有改变[7]。近年来,农业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粮食

产量和供应水平的提高,但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

消费需求的多样化,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

突出,部分粮食作物存在阶段性过剩,如玉米、稻谷

等品种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部分主粮存在供给

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如国产大豆产能不足严重依赖

国外进口,国内大豆单产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且同质化严重,国内多为高蛋白和菜用大豆,以美

国、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美洲市场主要为高光效、
高肥效、抗倒伏、抗虫和抗除草剂大豆。同时,部分

粮食作物供需矛盾导致进口需求持续扩大,2020
年,国内大豆进口量1.0亿t,进口量大幅增加且首

次突破1亿t。

2.2.2 粮食生产消费需求匹配不足

受疫情冲击、饲用需求增加、粮食生产方式转变

和消费需求升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粮食消费量快

速增加,且粮食产品多样化、优质化的需求也越来越

高。2020年,我国粮食消费量增长8.08%,粮食消

费增长率高于产量增长率7.6个百分点。2020年6
月起玉米价格持续走高,小麦替代饲用玉米需求要

快速增加。2020年,玉米和大豆的饲用消费也大幅

增长,带动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如玉米进口量达

1129万t,比上年增加135.8%,进口量创历史新

高,远超720万t的年进口配额数量,玉米进口替代

品高粱、大麦、木薯干、玉米酒糟的进口数量也大幅

跃增。同时,部分优质粮食的需求也难以满足国内

市场,如优质强筋和弱筋小麦难以满足国内食品加

工业的需求。2020年,中国小麦进口量大幅增加,
同比增加1.3倍,强筋或弱筋小麦、饲用小麦均有

进口。

2.2.3 多重不利因素增加玉米和大豆供给风险

我国饲料用玉米和大豆需求量较大。2020年

玉米供需缺口较大,其原因主要为玉米生产连年调

减、疫情导致部分国家贸易保护措施、国家临储玉米

去库存进程结束、贸易商屯粮惜售、生猪生产饲用消

费恢复性增长等。同时,我国大豆供需缺口也较大,
其主要原因在于大豆产能严重不足、2019年临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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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全部拍卖完毕和国际大豆价格上涨等。我国大豆

严重依赖进口,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进口来

源国主要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由于大豆主要出口

国美国、巴西疫情仍在蔓延,叠加政治因素,未来国

内大豆进口仍存在一定风险。

2.2.4 国际粮食市场联动效应波及粮食价格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全球粮食保障带来诸多

不确定因素,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助推了国际

粮食价格的攀升,造成了部分粮食期货品种、粮食股

价逆势走高。国内部分粮食价格受国际市场价格联

动及国内市场供应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也出现

部分粮食价格走高的现象。2020年,国内粮食价格

总体呈现上涨态势,籼稻、玉米和大豆涨幅明显

(图1)。国内稻谷收购均价与上年相比总体上涨、
籼稻上涨明显、粳稻基本持平;小麦价格总体呈现稳

中有升的趋势;玉米价格涨幅明显,成为三大主粮作

物中的领涨品种;大豆价格一路上涨,仅10月新豆

集中上市时短暂回调。

数据来源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ThedatacomesfromtheChinaNationalGrainandOilsInformationCenter.
图1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收购价格(2020年4月—2021年4月)

Fig.1 PurchasepricesofmajorfoodcropsinChina(2020-04—2021-04)

3 各国粮食安全战略与举措

2021年5月5日,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

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6]中指出,2020
年,全球多个受粮食危机困扰的国家遭遇了严重

粮食不安全状况,需要紧急生活援助的人数达到

了五年以来最高水平,且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将

会加剧。因此,各国纷纷采取了各项有力的政策

举措来保证本国粮食安全,政策信息来源于联合

国粮农组织和欧盟官方网站,具体措施和相关国

家政策如下。

3.1 通过相关战略规划,对粮食安全提供政策性保

障和指引

3.1.1 持续监测和评估粮食系统,提供可靠的粮食

安全数据以供决策

粮食安全小组(Foodsecuritycluster,FSC)在
《2020—2022战略规划》[16]中提出有效利用主动预

警和评估系统,支持国家和全球层面联合分析,以找

出差距和需求,同时不断改进监测和评估系统并加

强问责制,对相关风险确定解决方案。欧盟在2020
年12月发布的“确保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的应急计

划”路线图[17]中提出利用现有的欧盟和国际检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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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提供最新且可靠的粮食数据作为基础,持续评估

疫情对欧盟粮食系统的威胁和风险。美国农业部经

济研 究 局 (Economicresearchservice,ERS)在

《2021—2025年战略规划》[18]中指出ERS会提供有

关粮食安全的研究、分析和信息,包括影响粮食生产

和粮食安全的因素,以确保美国农业资源有助于增

强全球粮食安全。

3.1.2 引导协调粮食安全应对措施,通过相关粮食

援助计划改善粮食不安全状况

FSC提出确定粮食安全援助的下限,将粮食援

助与农业、生计和其他部门的干预措施相结合。欧

盟指出要与国际组织合作,建立一个由委员会协调

并由成员国参与的欧盟粮食危机应对机制。2021
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通过一系列行动减少疫情导

致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包括通过营养补充援助计划

支持困难家庭、通过向各州提供12.5亿美元的资金

支持粮食购买等[19]。

3.1.3 加强信息交流和协调行动,保证公众和利益

向相关者的信息公开透明

FSC提出要加强具体粮食安全信息的交流,加
强各国、各机构之间的沟通宣传和资源调动。欧盟

强调要将重点放在协调行动上,以支持欧盟各国的

政策一致性,同时将欧盟作为交流各国应对粮食危

机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空间,并与公众和利益相关者

进行公开透明的沟通。ERS提出美国会通过提高

农业生产率支持粮食不安全国家的可持续农业生

产,使农业发展满足全球对食品、饲料、纤维和燃料

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3.2 通过金融资助和补贴,支持生产并保障农民

收益

3.2.1 世界银行对贫穷国家提供近百亿美金的粮

食安全资助计划

国际开发协会是世界银行为帮助和促进最不发

达的贫穷国家发展而设立的银行服务机构。到

2021财年第1季度末为止的六个月内,协会已提供

了53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粮食安全,预计2021财年

剩余时间里,将继续提供37亿美金资助计划开展应

对新冠疫情的农业相关工作[20]。

3.2.2 政府部门通过项目资助农业建设、改善粮食

安全

2020年9月,阿富汗启动了1项耗资1亿美元

的紧急农业和粮食安全项目,旨在通过增加当地粮

食产量和加强关键的商业食品供应链以及在农村地

区发展生产性资产提供短期就业机会来改善粮食安

全[21]。2021年1月,危地马拉启动1.79亿美金的

“应对COVID-19现代农业食品价值链”项目,旨在

提高农业食品系统的效率并提高某些价值链的受益

者抵御能力和对 COVID-19大流行提供紧急响

应[22]。

3.2.3 通过出口税补偿和销售补贴,保障农民收益

2020年末,阿根廷的大豆库存水平创历史新

高,2020年11月,阿根廷政府批准了1项出口税补

偿计划,用于补偿中小型农民对大豆支付的部分出

口税,这项措施旨在激励中小规模农民出口大豆产

品,同时保障农民收益[23]。2020年11月,格鲁吉亚

政府拨款1000万拉里(约322万美元)用于面粉销

售补贴计划[24]。

3.3 通过贸易保护措施,确保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

3.3.1 设置谷物出口配额和上调谷物出口税,稳定

粮食价格

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和哈萨克斯坦则对粮食出

口设置了限额。2020年12月,俄罗斯联邦宣布

2021年小麦出口税和谷物配额计划,决定上调谷物

出口税,并对谷物出口征收浮动关税[25]。2021年1
月,乌克兰规定在2020/21销售年度对玉米实行出

口配额制,该措施旨在防止玉米价格进一步上涨,保
障国内玉米供应、稳定饲料价格[26]。

3.3.2 通过限期内的出口禁令,保障本国粮食供应

吉尔吉斯斯坦、阿尔及利亚暂时禁止出口某些

类型的食品,包括小麦、小麦粉、植物油、糖、鸡蛋、大
米、豆类等。2020年11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通过

了第569号决议,禁止向欧亚经济联盟以外国家出

口部分农产品,包括牲畜、家禽、蛋、谷物、植物油和

糖[27]。暂时性贸易保护措施具有时效性,将随着疫

情形势和国情发展而变化,要警惕全球新冠疫情发

展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

3.3.3 玉米丰收国家鼓励出口,增加全球玉米市场

供应

2021年3月,马拉维贸易部宣布2021年3月

至6月暂停实施玉米出口禁令,由于2019年和

2020年玉米大丰收,马拉维的玉米库存将出现大量

结余,因此,政府决定颁发出口许可证。该措施旨在

释放仓储空间,并避免出现浪费[28]。

4 后疫情时代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建议

疫情爆发严重冲击了各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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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运行,更增加了全球爆发粮食危机的风险。我

国虽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疫情的爆发

仍然暴露出现有粮食供应保障机制和国际联动负面

效应的短板,以及长期制约我国粮食安全发展的刚

性问题,如粮食结构性紧缺矛盾凸显、粮食生产消费

需求匹配不足、多重不利因素增加玉米和大豆供给

风险、国际粮食市场联动效应波及粮食价格稳定等

问题。针对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疫情常态化防

控的新形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央确定的粮食

安全方针,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

源,处理好粮食安全保障的常态与应急、政府与市

场、中央与地方、生产者与消费者、国内与国际、当前

与长远等关系[4,29]。通过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深

入剖析,建议从监测预警、稳产保供、提质增效、加强

国际政策协调、畅通全球供应渠道5方面综合施策,
为疫情常态化下的我国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前有力的支撑。

4.1 加强监测预警,调控市场风险

密切关注粮食供需和价格波动,强化监测预警

机制,增强粮食市场调控力度。一是密切关注市场

供需变化和价格异常波动,做好供给侧及时补货和

需求侧市场调控[30],保持粮食价格运行在合理区

间;构建农业市场信息系统、用于监测世界粮食供应

和价格变化[31]。二是加强粮食全产业链风险调查

研判,建立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机制,完善和优化宏

观调控,把粮食安全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控在前

端[32];建立全球疫情监测及其影响研判机制,系统

评估疫情对全球经济、重点产业链的冲击影响,强化

我国产业链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风险点的监测

预警,及早谋划应对举措、系统方案和政策支持选

项。三是有序保障政策粮出库率,加大推进临储拍

卖、粮食保险试点、调整完善粮食收购价、叠加政策

粮定点定量投放力度,严厉打击投机资本肆意炒作

引发粮食恐慌等行为。

4.2 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保障农业耕种增产,加强粮食保障供给,维护正

常市场运行体系。一是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加
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以减少生产成本、降低生产风

险,增强抗灾能力;加强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激励措

施,落实各项扶持政策,稳定种粮农民补贴,保护农

民种粮积极性,着力提高粮食生产效益[33-34]。二是

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技术措施,畅通粮

食加工、运输、配送等供应链和物流链的有效对

接[35],着力打造新业态,缩短粮食供应链。三是加

强对粮食市场和经营者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种违法

收购、屯粮惜售、欺行霸市等经营行为,强化市场监

管,加大巡查和抽查力度,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经营,
同时对发布虚假信息和制造恐慌气氛的行为进行制

止和处罚,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36]。

4.3 提升粮食品质,增强市场效能

加强科研技术攻关,提升粮食品质,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二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和种

业“卡脖子”技术攻关[37],开展绿色增产模式攻关,
推广优良品种和标准化绿色技术模式,加快实施农

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加强杂种优势利用、定向

生物诱变、高通量育种芯片、高效基因分型、全基因

组选择、融合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前

沿技术研究,加快培育高产高效、绿色优质、节水节

粮、宜机宜饲、专用特用新品种[1]。二是围绕城乡居

民对高品质农产品的新需求,促进粮食作物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粮食价

值创造和市场竞争能力[38]。三是启动优质粮食工

程[35],持续开展“中国好粮油”行动,通过培育龙头

企业来壮大粮食产业,实施粮食绿色仓储、品质品

牌、质量追溯和健康消费等提升行动。

4.4 强化国际政策协调,推动贸易流通和自由化

加强国际粮食安全、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呼吁

粮食贸易通道开放,推动贸易流通和自由化。一是

要加强国际协调,确保全球农业与粮食供应链安全

运行与有效运转,不断完善和强化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共同维护全球农业贸易和市场秩序。二是建议

联合欧洲有关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起限

制对农产品投机炒作、避免全球粮食剧烈波动的国

际倡议,有效遏制投机资本扰乱全球粮食市场、引发

全球粮食危机的行为,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机构

开展的援助低收入、贫困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合

作[4]。三是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呼吁各国保持粮食贸易通道

开放,确保关键粮食供应链畅通,维护遭遇粮食危机

国家的农业食品系统持续运转,构建临时性的全球

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抵御贸易保护主义,推动贸易流

通和自由化[39]。

4.5 畅通全球供应渠道,推进国际贸易多元化

强化粮食全球供应链管理,畅通全球供应渠道,
推进国际贸易多元化发展。一是要加强和完善全球

农业食品供应链管理,促进贸易流通,减少非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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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物流限制和对货物贸易的限制措施,进一步提

高大豆等大宗进口农产品风险防控水平[40]。二是

研究制定综合支持政策,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中国企

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食品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

贸易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4],走出国门建设粮食

生产基地或加工企业,与当事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实
现互利共赢[41]。三是积极部署采购大豆等大宗农

产品,寻求大豆等短缺农产品的替代品和进口替代

国,推动进口来源和进口方式多元化,避免过度依赖

单一国家酿成被动局面,优化粮食安全国际贸易布

局,畅通国际贸易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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