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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地区间贸易格局的现状
趋势及控制对策 ①

李道亮② 卢凤君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摘 要 应用二维评判方法
,

划分了我国各地区粮食供求的余缺类型
,

分析了各类型地区粮食的流量
、

流向及

其在地区 间粮食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

外推了未来我国地区间粮食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
,

提出了实现我国区

域粮食供求平衡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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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幅员辽 阔
,

既存在 自然
、

社会
、

经济
、

资源的空间差异
,

也存在由于开发历史异步所形

成的发展差异
,

从而造成各地区粮食生产消费的非均衡性
。

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轨时期
,

粮食生产 比较利益的高低越来越成为农 民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

加上各地区工业

化进程的不同步
,

使各地区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在发展上存在明显差异
,

进而使各地区粮食供

求状况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
。

在这种形势下
,

探讨我国粮食地区间贸易格局及发展趋势
、

地

区间粮食贸易的相对平衡及全 国的总量平衡问题
,

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

我国粮食地区余缺类型的划分

基于以下 点认识
,

对我国各地区的粮食余缺类型进行了划分

粮食生产消费差和人均占有粮是地区粮食余缺类型最基本的表征指标
,

它反映一个地

区的粮食生产消费水平
,

决定该地区在粮食地区间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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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中期是农业发展最困难的阶段
。

这个阶段
,

美国农业停滞徘徊 年
,

英国 年
,

法
、

德 年
,

日本 年
。

农业衰退和萎缩的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初期从农业抽取资金为工业

发展提供资本
,

使农业发展条件恶化
,

与此同时
,

粮食消费结构与水平也发生很大的改变
。

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粮食余缺类型
,

笔者采取二维评判的划分方法
,

按表征指

标 粮食生产消费差
、

人均占有粮 与深层指标 工业化进程得分 二维测度确定了我国 个省

市 自治区的粮食余缺类型
。

按表征指标将我国各省区划分为以下 种类型
。

余粮区
。

粮食生产水平较高
,

能调出大量商品粮
。

其隶属条件为 人均占有粮

以上
,

人均生产消费差为正数 人均占有粮 一 ”
,

人均生产消费差在 以上
。

具

备上述条件之一的省市 自治区为余粮区
。

平粮或略缺区
。

粮食主要 自产 自销
,

调出调入量较小
,

基本保持 自给
。

其隶属条件为

人均占有粮
,

人均生产消费差为负
,

绝对值小于 人均 占有粮 一
,

人均生产消费差 士
。

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的省市自治区为平粮或略缺区
。

缺粮区
。

粮食产量不足
,

要从区外调入补缺
。

其隶属条件为 人均占有粮 以下
,

人均生产消费差为负
,

绝对值大于 人均 占有粮 以下
,

人均 生产消费差 士
。

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的省市 自治区为缺粮区
。

按深层指标将我国各省区划分为以下 种类型
。

笔者选取了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
、

人均工业总产值
、

非农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
、

非农

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
、

农村居 民纯收入
、

农村居 民现金消费支出这 个指标
,

分别用来

衡量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
、

产业结构差异
、

生活质量差异
,

消除量纲影响
,

进行标准化处理
,

按
, ,

呢加权
,

对我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进行评分 满分 分
。

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

分别处于 个不同的工业化阶段

得分大于
,

为处于中等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发达地区

得分在 之间
,

为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的经济较发达地区

得分在 之 间
,

为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得分在 以下
,

为处于工业化前阶段的经济落后地区
。

在二维划分的基础上
,

笔者将我国 个省市 自治区划分为 类 类型 为初级工业化阶

段经济较发达余粮区
,

包括 山东
、

江苏 类型 为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欠发达余粮 区
,

包括吉

林
、

黑龙江
、

河北
、

河南
、

湖北
、

江西
、

安徽
、

新疆
、

内蒙古
、

宁夏 类型 为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欠

发达平粮或略缺地区
,

包括湖南
、

四川
、

山西 类型 为中等工业化阶段经济发达缺粮区
,

包括

北京
、

天津
、

上海 类型 为初级工业化阶段经济较发达缺粮区
,

包括广东
、

海南
、

福建
、

浙江
、

辽

宁 类型 为工业化前阶段经济落后缺粮区
,

包括广西
、

贵州
、

云南
、

甘肃
、

陕西
、

青海
、

西藏
。

由划分结果可以看出 我国余粮区只有 个
,

其中 个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
,

经济欠发

达 严重缺粮 区有 个
,

其中 个处于中等工业化阶段或初级工业化阶段
,

经济发达或较发

达
,

个处于工业化前阶段
,

经济极为落后
,

明显表现 出缺粮区经济的两极分化特征
。

从地理位

置上看
,

余粮 区大致分为东北
、

西北
、

黄淮海及长江中下游 个部分
,

缺粮 区大致分为东南沿

海
、

京津沪
、

华南
、

西北 个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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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区间粮食贸易现状分析

各类地区在粮食地区间贸易中的地位及作用

从四大余粮区在地区间贸易中的地位来看
,

东北的吉林
、

黑龙江
,

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

的 黄淮海地区的山东
、

江苏
、

河南
、

河北
,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呱 长江中游的江

西
、

安徽
、

湖北
、

湖南
,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 西北的宁夏
、

新疆和华北的内蒙古只占全

国粮食总产量的 铸
。

东北
、

黄淮海
、

长江中下游地区人 口 占全国总人 口 的
,

而粮食产

量却占粮食总产量的 肠
,

这三大地区粮食产量直接影响着我国粮食的区域供求平衡
。

作为平粮或略缺区的湖南
、

四川
、

山西
,

粮食生产规模和人 口 规模都较大
,

分别占全国粮食

总产量的 和全国总人 口 的 肠
。

该地区若变成余粮区则粮食调出量较大
,

若变成缺

粮区则很难通过地区间粮食贸易加以平衡
。

北京
、

天津
、

上海三大城市
,

人多地少
,

城镇人 口 比重大
,

粮食产量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

人 口却占全国总人 口的
,

年调入量 万
,

是我国的第二大缺粮区
。

广东
、

福建
、

浙江
、

辽宁
、

海南
,

粮食生产规模较大
,

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

人 口 占全

国总人 口的
,

年调入量在 万 左右
,

是我国最大的缺粮区
。

该地区粮食基本

实现 自给
,

在很大程度上即可缓解我国粮食的紧张局面
。

青海
、

西藏
、

云南生产规模都较小
,

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呱
,

常年调入量在

万 以 内
,

对全国平衡影响较小
。

广西
、

贵州
、

陕西
、

甘肃粮食生产规模较大
,

生产条件较差
,

粮

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

人 口占全国总人 口的
,

年调入量为 万 左

右
,

是我国第三大缺粮 区
。

各类地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综合消费水平及生产潜力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一定时期和社会经济条件下
,

粮食生产诸要素综合投入可提供某一

特定水平粮食产出的能力
,

由多种要素综合投入形成
,

通过粮食产出综合表现
。

这里选取粮

食总产量
、

劳均粮食产量
、

粮食公顷产量和 比较优势系数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指标
,

以粮食播种面积
、

每公顷化肥施用量等 个要素为要素指标
,

运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指数
。

根据人均 肉
、

蛋
、

奶
、

酒的消费量
,

折算各地区人均粮食间接消费量
,

将其与人均

口 粮一并作为粮食综合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标
。

计算结果表明 各类型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消费水平差异显著
。

从总体上看
,

工业化进程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消费水平正相关
,

工业化进程越快
,

经济越发达
,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越高 而粮食生产的 比较优势则恰恰相反
,

工业化

进程推进越快
,

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越小 粮食生产潜力则表现出与区域 自然特征和经济发展

水平两相关的倾向
。

从单产水平看
,

按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型
。

北

京粮食单产最高
,

为
· 一 ’ ,

与最低省份甘肃和 中等水平省份安徽的绝对差距分别为

和
· 一 ,

相对差距分别为 和 倍
。

从劳均产粮看
,

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型
。

黑龙

江劳均产粮最高
,

为 人 一‘ ,

与最低省份贵州和 中等水平省份湖北的绝对差距分别为

和 人 一 ’ ,

相对差距分别为 和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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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来看
,

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型
,

类

型
,

类型
。

北京综合指数最高
,

为
,

与最低省份西藏和 中等水平省份湖北的绝对差距

分别为 和
,

相对差距分别为 和 倍
。

从粮食生产潜力来看
,

个余粮地区潜力最大
,

类型 地区潜力最小
。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

消费习惯的影响
,

华北
、

西北
、

东北粮食消费水平较低
,

而华南
、

东南沿海
、

西南
、

长江中下游地

区消费水平较高
。

从农村间接消费粮来看
,

上海农村人均间接消费粮水平最高
,

为
,

与最低省份山西

和中等省份吉林的绝对差距分别为 ”和
,

相对差距分别为 和 倍
。

我国粮食地区间贸易的流
、

流向及其特点

我国粮食品种生产相对集中
,

水稻生产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

四川
、

江西
、

湖南
、

湖

北
、

安徽
、

江苏等 省占全国水稻产量的 小麦则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
,

山东
、

河南
、

河北
、

江苏
、

安徽等 省占全国小麦产量的 呱 玉米
、

大豆则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北平原
,

吉

林
、

黑龙江
、

辽宁
、

山东
、

河北等 省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

占大豆总产量的 呱
。

粮

食品种生产的相对集中与消费的相对分散决定了东北
、

黄淮海
、

长江中下游三大粮食主产区成

为我国粮食流出的主源头
。

从主源头流出的粮食又分为大米
、

小麦
、

玉米
、

大豆 条主流
,

并通

过许多支流流 向全国各地
。

大米流 出的主源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

包括江苏
、

安徽
、

湖南
、

湖北
、

江西
,

年 省流

出大米 万
,

占全国流出量的
。

大米的主要流向为京津沪
,

东南沿海的广东
、

福建
、

广

西
、

海南
,

以及云南
、

贵州
、

四川
。

小麦流出的主源头位于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

江苏
、

山东
、

河南
、

安徽
、

湖北流出小麦 万
,

占全国小麦流出量的
。

小麦向南主要流 向东南沿海
,

向北流向京津及东北 省
,

向西流量较少
。

玉米有 个主源头 一是东北 省
,

一是黄淮海的河

北
、

山东
、

河南
。

省流出玉米 万
,

占全国玉米流出量的
,

主要流向京津沪和东南沿海

的江苏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及西南的云南
、

贵州
、

四川
。

大豆的主源头在黑龙江
、

吉林
、

内蒙

古
、

河南
、

河北
,

省区流出大豆 万
,

占全国大豆流出量的
,

其中黑龙江占
,

主

要流 向京津沪和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以及云南
、

贵州
、

四川
。

从对以上流向和流量的分析可以发现

各地 区粮食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基本决定了粮食的余缺程度
,

而粮食余缺程度基本决

定了粮食的流量及流向
,

即三大余粮区流向京津沪
,

以及东南沿海
、

西北和西南缺粮 区
。

我国粮食流入流出并存
,

粮食区域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品种的不平衡
。

一个地区虽是余

粮区也不可能各个粮食品种都齐全
。

东北是我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区
,

每年流出大量的玉米和大

豆
,

但缺小麦 东南沿海是我国最大的缺粮区
,

却也是水稻的主产区
,

也有大米流出
。

不同品种向不同消费习惯区流动
。

北方人喜欢吃面
,

消费小麦较多
,

小麦向北方流入较

多
,

而南方人爱吃米
,

大米向南方流入较多
。

我国粮食地区间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

工业化过程中区域粮食贸易格局发展的一般规律

工业化过程中
,

区域粮食贸易格局的发展受工业与非农化效应的支配和影响
。

工业化与非

农化效应是指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影响农业发展和粮食供求
,

进而导致地 区间粮食贸易格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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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的作用机制
。

该效应回路有如下 个闭合子回路

工业化初期和 中期
,

为了追求非农产业的高速度发展
,

农业资源 劳力
、

资金和土地 向

非农业转移
,

使农业发展条件恶化
,

粮食生产投入降低
,

粮食产量下降
,

在没有粮食调入的情况

下
,

粮食商品供给不足
,

粮食供求差减小
,

较少的农业剩余势必限制非农产业发展
。

工业化初期和中期
,

非农产业发展
,

使大批农业劳动力 向非农产业转移
,

依赖非农收入

生活的人 口 比重增加
,

粮食商品需求猛增
,

粮食供求差进一步减小
。

工业化初期和中期
,

非农产业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刺激动物

性食品需求膨胀
,

进而增加饲料粮需求
,

从而加大粮食商品需求
,

又一次缩小粮食供求差
。

工业化后期
,

工业反哺农业能力提高
,

农业投入增加
,

同时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
,

土地经

营规模增大
,

使先进农业技术得以应用
,

改善了粮食的商品供给
。

由此可见
,

工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会改变区域粮食生产
、

需求的总量与结构
,

进而改变地

区间的粮食贸易格局
。

当然地区间粮食贸易格局的演变趋势
,

客观上还会受区域粮食生产潜力

的制约
。

我国地区间粮食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

根据工业化过程中地 区间粮食贸易格局演变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各地区当前粮食生产能

力
、

潜力
、

比较优势及人均占有粮和消费粮的状况
,

可以推断我国近期和长期地区间粮食贸易

格局的发展趋势
。

近期 年以前 我国地区间粮食贸易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

即四大粮食主源头和四

大粮食流向的变化不大
,

但流量上会有变动 吉林
、

黑龙江
、

河南
、

河北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强
,

生产潜力大
,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相对较高
,

该地区粮食将继续大量流出 山东
、

江苏
、

辽宁非农

产业发展迅速
,

粮食流出量会减小 内蒙古
、

新疆
、

宁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低
,

但潜力很大
,

工业

化进程在余粮区中最缓慢
,

粮食流出会出现增大的趋势 江西
、

湖北
、

安徽粮食生产比较优势明

显
,

自然条件优越
,

粮食继续流出
。

从四大流向来看
,

京津沪
、

东南沿海流入仍有加大的趋势
,

甘

肃
、

陕西
、

广西
、

贵州粮食流入有减少的倾向
。

,

从长期 年以后 来看
,

东北人少地多
,

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的地位不会改变
,

工业

化效应
、

收入效应将使华北
、

西北这 个消费水平最低的粮食源头流出量减小
,

随着科技投入

的增加
,

长江中下游的湖南
、

湖北
、

安徽
、

四川
、

江西粮食流出会加大
,

随着非农产业反哺农业阶

段的到来
,

东南沿海地区粮食将会出现增产的局面 随着收入效应和工业化效应影响的加深
,

加上 自然条件低劣和生产潜力最小
,

山西
、

甘肃
、

青海
、

陕西
、

西藏
、

云南
、

广西
、

贵州将成为我国

最大的缺粮区 城镇化效应将使京津沪流入量进一步增大
。

实现我国粮食地区供求平衡的对策

充分发挥主源头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
,

建成和巩固 个商品粮基地
。

在已建成的

个商品粮基地的基础上
,

再选建 个 自然经济条件好
、

粮食生产水平和商品率高的商品粮基

地
,

增加粮食有效供给
,

实现我国粮食供求的区域平衡
。

有计划地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南
、

湖北
、

江西
、

安徽
、

江苏和东北的辽宁
、

黑龙江建立 以优质稻谷为主的商品粮基地 在山东
、

河南
、

河

北
、

江苏
、

安徽以及汾渭谷地
、

河西走廊等地建立以小麦为主的商品粮基地 在松辽平原
、

黄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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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原建立玉米生产基地 在黑龙江
、

吉林
、

河南
、

安徽等地建立大豆基地 保证主源头粮食稳

产增产趋势
,

是实现区域平衡的关键
。

完善各级粮食市场
,

构建 条粮食走廊
。

针对当前粮食市场布局不合理
、

省际粮食调拨

没有纳入市场体系的弊端
,

建立以国家级批发市场为龙头
、

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骨干
、

地方农贸

市场为基础的 级市场体系
。

消除地区间人为壁垒
,

建立正常有序的粮食流通秩序
,

使省际粮

食流通走向市场
,

粮食价格完全反映区域粮食市场的供求状况
。

构建东北
、

长江流域
、

西北
、

华

南四大粮食走廊
。

完善粮食省长负责制
,

形成保障地区间粮食供求的市场机制
。

实行粮食省长负责制有助

于遏制沿海发达地区粮食生产下坡
,

促进调入大省提高 自给率
,

减轻中央在粮食供求平衡方面

的责任和压力 但在具体操作上粮食省长负责制具有简单化倾向
,

把粮食负责制变成各级行政

首长负责制
,

造成效率 目标与产量 目标矛盾难以调和
,

并遏制沿海发达地区进一步发挥比较经

济优势的弊端
。

因此
,

粮食省长负责制应在注重必要行政立法调节的同时
,

把重点放在构造以

区域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为基础的全国粮食市场机制方面
,

通过粮食风险基金
、

储备调节和进

出 口调节及时实现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
,

解决好粮食区际贸易中成本较高
、

效率较低
、

中央

调控不及时的问题
。

按照工业化进程推进的先后
,

培植新的粮食增长点
。

我国是大国
,

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

不同步性使各地区粮食产量变动不一致
。

这种现象可称为
“

大国效应
” 。

按照工业化过程中粮

食生产的一般规律
,

不断培植新的粮食增长点
,

实现我国粮食生产的
“

东方不亮
,

西方亮
”

的 目

标
。

年代以后
,

我国粮食增长点出现
“

北上西进
”

的局面
,

因此
,

在近 年内增加东北和 中部

地区粮食生产投入
,

鼓励粮食区际贸易和 国际贸易
,

有助于充分发挥各地的 比较经济优势
,

优

化经济结构
,

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
,

实现我国地区间的粮食供求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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