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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物供求的基本特征与态势

李道亮① 傅泽 田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摘 要 在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
,

从时序
、

区域
、

数量
、

结构等不同层面系统考察了我国食物生产
、

消

费
、

贸易
、

政策的基本特征与态势
。

结果表明 我国食物生产明显具有波动与阶段特征
、

弱质与低效特征
、

区域

与大国特征 人均肉蛋奶菜消费增长迅速
,

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

但又 明显存在城乡差别和 区域差别 我国是

一个粮食净进 口 国家
,

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有上升趋势
,

调控中存在逆向调节和反应过度现象 政府对食物供

求的调控政策具有应急性和不持续性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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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一个要用占世界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的人 口 的食物生产与消费大国
,

随

着经济实力的 日趋强大
,

其食物供给
、

需求
、

贸易
、

政策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

因此
,

科学
、

严肃
、

客观
、

全面地分析中国食物供给
、

需求
、

贸易
、

政策的基本特征与态势
,

对把握

我国食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

制定养活养好中国人的战略意义重大
。

食物生产的基本特征

波动与阶段特征

年属于我国粮食生产发展没有规律的时期
,

历经了 年
,

可分为 年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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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年转折加 年大倒退和 年恢复增长 个阶段 年我国粮食生产发展进入了

有规律的发展时期
,

历经 个周期
,

每个周期都出现了波动徘徊和波动增长 犷个阶段
,

每个波

动徘徊阶段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加 万 万
,

每个波动增长阶段粮食总量年平均增加

万一 万
,

是波动徘徊阶段的约 倍
。

年是我国粮食生产有规律发展的第 个周期
,

历时 年
,

可分为 一

年的 年波动徘徊和 一 年的 年波动增长 个阶段 一 年是我国粮食生

产有规律发展的第 个周期
,

历时 年
,

可分为 年的 年波动徘徊和

年的 年波动增长 个阶段
,

粮食总产量从 亿 提高到了 亿
,

净增 亿

一 年是我国粮食生产有规律发展的第 个周期
,

历时 年
,

可分为 一 年的

年波动徘徊和 年的 年波动增长 个阶段
,

粮食总产量从 亿 提高到 了

亿
,

净增 亿
。

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每个波动增长阶段之后
,

都跟随着一个波动徘徊阶段
。

波动增长阶段

的前后两个波动徘徊阶段的年份数与该波动增长阶段年份数的比值 一 年为
,

一 年为
,

依此 比例关系推测 一 年该 比值约为
,

依据前一个波动

徘徊阶段的年份数为 推测
,

粮食生产发展第 个周期的波动徘徊阶段将从 年开始到

年或 年结束
,

这一阶段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将提高 万一 万
,

一 年

或 年 年的平均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亿 亿 依据粮食生产发展的

个周期的波动徘徊阶段年份数与波动增长阶段年份数的比值推测
,

第 周期的波动增长阶段

大约为 一 年或 一 年
,

这一阶段我国粮食生产水平将提高 亿一

亿
,

年或 一 年 年的平均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亿 亿
。

与粮食生产的波动前进形成明显对 比
,

我国动物性食品 肉类
、

蛋类
、

奶制品及水产品 一

直持续增长
,

历年环 比值均高于
。

年肉类产量达 万
,

禽蛋产量达 万
,

奶类

产品 万
,

水产品 万
,

分别比 年提高了
, ,

和 倍
。 “

七五
” 、

“

八五
”

期间及 年以来
,

肉类产量年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
,

和
,

禽蛋产

量年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 铸
, , ,

奶类产量年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
,

铸
, 。 ,

水产品产量年递增速度分别为
, , 。

弱质与低效特征

土地质量下降
。

我国 目前中低产 田面积 已占整个耕地面积的
,

有机质含量 已降低到
,

明显低于

美国现有耕地有机质含量 一 的水平
。

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黑土有机质含量也

从刚开垦时的 猛降到 目前的 一
。

农用水资源短缺
。

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还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

居世界第 位
,

且季节和地区

分布极不均衡
,

全年 的雨量集中在夏秋的两三个月
,

黄淮海
、

东北
、

西北耕地面积占全 国

的
,

总水量却只占
。

农业投入严重不足
。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

人均收入在 美元时农业的相对投资率都介

于 。
,

而我国 年间农业的相对投资率仅为
。

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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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 “

五五
”

期间为
, “
六五 ”下降到

, “
七五

”

为
,

,’又五 ”
时仅有 呱

。

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低
。

无论是土地收益还是资金和劳动收益
,

粮食生产在 个农业生产部门中都是最低的
。

粮食

作物生产的每 土地收益率分别是水果生产的
,

淡水鱼生产的
,

经济作物生

产的 呱 资金收益分别是水果生产的
,

淡水鱼生产的
,

经济作物生 产的

呱 劳动收益分别是水果生产的
,

淡水鱼的
,

经济作物的 呱
。

农业保护薄弱
。

生产者补贴等值 是国际上 比较公认的测度农业保护的指标
,

年我国的 仅

一
,

年增至 一 铸
,

年达一
,

年达一 , ,

年开始
,

农

业的负保护水平才有所下降
,

年为一
,

年降为一 川
。

而 年美 国的

为 旧 本为
,

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

可见
,

粮食生产作为我国农业的基础
,

保护程度

显然是最低的
。

粮食生产高耗低效
。

我国农业资源不足
,

资源的利用率
、

产出率也很低
。

平均光利用率低于
,

耕地复种指

数仅在 左右
,

农田灌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 一
,

而发达国家可达 肠一 铸
。

化

肥利用率仅为
,

氮肥损失达 呢
,

而 日本和美国研制的树脂包膜肥料的氨素利用

率可达
。

区域与大国特征

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性特征显著
。

辽阔的国土
,

多样的气候
,

使我国粮食产地相对集中
。

水稻产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

小

麦主要集中在黄淮海平原
,

玉米
、

大豆则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北平原
。

粮食品种生产的相对集

中使东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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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口 密集的京津

沪
,

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广东
、

福建
、

浙江
,

南方丘陵山区的贵州
、

云南
、

广西及西北干旱区的甘

肃
、

陕西成为我国粮食的主要流入区
。

我国粮食生产格局的演化明显表现出大国效应特征
。

中国是个大国
,

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
,

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步性使其各地区粮食产量变动

不一致
,

被称之为
“

大国效应
”阁

。

笔者根据全国 个省市自治区 一 年经济发展
、

人均耕地
、

粮食总产量的变化情

况
,

将其划分为 类 类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却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地区 类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却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地区 类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地区 类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地区
。

年间
,

类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
,

类地区粮食产量占全 国的

比重提高
,

类地区粮食产量占全 国的比重降低
,

类地区粮食产量占全 国的

比重上升了 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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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需求的基本特征

数量与结构特征

我国经济正处于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时期
,

肉禽蛋菜鱼消费都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

国际上通常以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贫富差别的标准
,

以上为贫困
,

为温

饱
,

铸 为小康
。

年我国农村居 民恩格 尔系数为
,

预计 年可降至

铸
,

年可降为 左右
。

年我国人均食用谷物
,

蔬菜
,

水果
,

肉类产品
,

禽蛋
,

鱼和海产品
,

奶类
,

除奶类和水果外
,

人均占有量

都 已达到世界人均水平困
。

人均 口粮消费量趋于下降
,

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增长迅速
。

年是我国食物消费结构演化过程中关键的一年
,

持续了几十年的人均 口 粮消费量上

升的趋势结束
,

粮食直接消费在食物中的比重 日趋减小
。

年间粮食
、

蔬菜
、

食糖的

人均消费量呈负增长
,

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一
,

一
,

一 。 铸
,

其他食物仍为正

增长
,

年平均增 长速度从大到 小 为 水果
、

奶类
、

蛋类
、

牛羊 肉
、

水产品
、

禽肉 肠
、

猪肉 肠
、

食用植物油
。

预计到

年人均消费粮食 一
,

口粮 一
,

肉类 一
,

蛋类 一
,

奶类 一
,

水产品
。

城乡与区域特征

城乡食物消费各具特征
。

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

消费习惯和生活环境的差异
,

使农村与城镇居民的饮食结构差

异显著
。

年代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 一 年的 多

下降到 一 年的
,

再降至 一 年的
。

年代农村居民的粮食

消费比城市居民高得多
,

年高近 倍
,

并呈现出非常稳定的趋势
,

一直停留在 的水

平
,

并且细粮消费比例明显上升
。

城市居民的副食品消费量比农村高得多
,

肉
、

鱼
、

禽
、

蛋的年消

费量在 之间
,

而农村居民仅为 一
。

不同地区食物消费差异显著
。

按 年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量
,

将我国 个省市

自治区划分为 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 低收入地区
、

下中等收入地区
、

上中等收入地 区和高收

入地区
。

从总体上看
,

人均 口粮消费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差距很大
,

各收入组地区间人均 口粮消费

差别不大
。

处于高收入地区的北京 年农村人均 口粮消费量为
,

而处于低收入地

区的江西则为
,

相差
。

各不 同收入组按人均 口粮消费量从大到小的顺序
,

农村依次为 上 中等收入地 区
、

下 中等收入地 区
、

低收入地 区
、

高收入地 区 城镇依次为 低收入地 区
、

下 中等收入地 区
、

上中等收入地区
、

高收入地区
。

农村城镇顺序的差异表明
,

对农村

口粮消费而言
,

上中等收入地区的口粮消费是饱和点所在
。

从肉蛋禽鱼人均消费量看
,

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
,

上中等收入组
、

下中等收入组
、

低收

入组地区之间差别不大
,

但高收入组地区与这 组地区的差别很大
。

人均肉蛋禽鱼年消费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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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到小排序
,

农村依次为 高收入组
、

上 中等收入组
、

下中等收入组
、

低收入组 城镇依次为 高收入组
、

上 中等收入组
、

低收入组
、

下中等收入组
。

不难推断
,

就生活水平而言
,

随着收入水

平的提高
,

城乡居民食物演变规律大致是 低收入组农村 下中等收入组农村 上中等收入组

农村 高收入组农村 低收入组城镇 下中等收入组城镇 上中等收入组城镇 高收入组城

镇
。

年全国人均 肉蛋禽鱼消费量大致应与上中等收入组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和水平相

当
。

粮食贸易的基本特征

数皿与结构特征

从粮食进出 口总量上看
,

我国是一个净进 口 国家
。

一 年
,

我国从国际市场上进 口

粮食 万万
,

出口 万
,

净进 口 一 万
。

从粮食进出 口结构来看
,

主要进 口

小麦
,

出口玉米和大米
。

年以来
,

年间我国共进 口 小麦 万
,

占粮食进 口 总量

的
,

而玉米进 口量只有 万
,

占粮食进 口总量的
。

从时间序列上看
,

我国粮食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有上升的趋势
。

对 年以来我国粮食

进出口 贸易同国内粮食消费总量之间的关系分阶段考察发现
,

我国粮食的国际贸易量 已明显

上 升
,

一 年
,

年
,

年的贸易依存度分别 为
, ,

。

预计
, ,

年将分别达到
,

呱
,

呱
。

从国际粮食市场的情况来看
,

我国粮食贸易额占进出 口 贸易额的比重及进出 口量占世界

粮食进出口量比重均偏低
。

年粮食贸易额占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最高达
,

说明我

国适当从国际市场进 口一部分粮食
,

不存在外汇需求不足的间题
,

而且 年净进 口量占国

内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 呱
,

我国粮食出 口总量占世界粮食出 口 的 一
,

进 口 占世

界进 口 的
。

从粮食进出口 的效果来看
,

我国粮食进出 口对世界粮食市场影响很大
。

利用我国小麦进 口

量和玉米
、

大米出口量同国际同类粮食价格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以 国际小麦
、

玉米和大米价格

作因变量
,

以我国的小麦进 口量和玉米
、

大米出口 量作 自变量
,

国际小麦
、

玉米和大米价格的变

动有 以上都可由我国小麦进 口
、

玉米和大米出 口量变动得到解释
。

波动与调控特征

我国粮食的进出口在年际间变动呈现较大的波动性
。

进 口粮食总量最多与最低年份相差

少则 多万
,

多则 万
,

年际波动度也比世界水平大得多
。

无论出 口还是进 口
,

其变异

系数远高于世界水平
,

小麦进 口变异系数是世界 的 倍
,

玉米出 口 变异系数则达到世界的

倍
。

政府对粮食进出口规模调节逆 向
,

反应过度
。

年粮食歉收
,

我国向国际市场出

口粮食 万
,

进 口 万
。

在 和 年
,

国内粮食生产连续 年大丰收
,

共增产

万
,

但这 年我国却从国际市场上进 口粮食 万
,

仅出 口 了 万
,

结果导致国

内粮食资源供给量骤增
,

仓库爆满
,

市场粮食价格持续下降
,

出现逆 向调节
。

价格特征与比较优势

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

从 年 月开始
,

国内小麦
、

玉米
、

大米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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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

年 月至 年 月
,

我国小麦
、

玉米
、

大米平均价格分别比国

际市场高
,

肠
, ,

最高可达 呢
, , ,

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了比

较优势
。

水果
、

鱼虾
、

肉类
、

油和糖料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

目前
,

我国主要水果价格都低于国际

市场价格
,

苹果
、

鸭梨
、

柑橘分别 比国际市场低
, ,

猪肉
、

牛羊肉分别比国际市场

价格低 和 鱼虾
、

油料和糖料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
。

政策特征

国家对食物生产的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
,

但我国对食物生产的调控更多

地表现为调控的应急性和不持续性
。

目前我国政府对粮食进出 口 的干预还不能做到经济
、

合

理
、

有效
,

调节作用常滞后 年 食物生产
、

购销
、

市场
、

价格出现间题时
,

政府才出台相应的政

策
,

从 年到现在
,

我国粮食政策已更弦易辙 次
,

明显表现出调控的应急特征
。

结束语

建国以来
,

我国食物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但也同样面临着生产弱质低效
、

动物性食品

需求增长迅速
、

粮食供求缺 口 加大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

要使其呈现持续
、

稳定
、

协调增长的局

面
,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需要
,

还有待于对我国食物供求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

机制及我国人养活 自己的战略抉择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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