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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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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着国计民生。“无粮不稳，无粮则乱”，粮食安全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粮食安全是世界性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及其安全保障问题。本文从粮食安全的内涵、现

状、面临的严峻形势及保障措施等四个方面，对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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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把“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放在发展现代农业七项部署的首要位置，

并指出：“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常抓

不懈。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

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粮食安全问题，不单

单关系到经济，更对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有重要影响，

对我国来说，重新认识粮食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１　 粮食安全问题的内涵

当今，国际政要、经济学界和国家战略学界普遍

关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属于国家安全的重

要内容之一。“粮食安全”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于１９７４年在罗马召

开世界粮食大会，一是明确提出了“世界粮食安全”的
概念；二是通过了《消除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

三是通过了《世 界 粮 食 安 全 国 际 约 定》，当 时 提 出 的

“粮食安全”概念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

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

１９８３年４月，ＦＡＯ通 过 了 总 干 事 爱 德 华·萨

乌马提出的粮食安全的新概念，即粮食安全的目标

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

所需的基本食品”。在确保粮食充足供应的同时，着
重强调“每一个家庭都有获得粮食的能力”。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上通过了《世界食物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

脑会议行动计划》，将粮食安全重新定义为：“只有当

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

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

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并着重强调：“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

食”。

步入２１世纪，一些国家对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关注，粮食安全的内涵拓展到

无公害、无污 染、绿 色 安 全 的 范 畴。２００１年 世 界 粮

食安全大会提出了“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

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富有营养和安全的食物”，确
保每个公民都能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

成为粮食安全考虑的重点。
“粮食安全”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在１９７０年左

右，到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国

家粮食安全体系问题。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明

确指出：“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

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

本平衡。”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指粮食数量能够满足

人口食用、养殖业、工业及其它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



需的日益增长的所有用粮，国内粮食产量与夺取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目标和进程的客观需要相

匹配；粮食价格及其变化，符合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稳

定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质量符合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

２　当代中国粮食安全状况

全球各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十分突出，中国的粮

食安全问 题 的 解 决 更 加 迫 在 眉 睫。从 我 国 自 身 来

说，用“不容乐观”这个词来描述当代中国粮食安全

状况是 恰 当 的。但 从 近 几 年 来 的 数 据 来 看，２００４
年，我 国 的 粮 食 总 产 量 为４６９４６．９万 吨，２００５年 为

４８４０２．２万 吨，２００６年 为４９７４９万 吨，２００７年 达 到

５０１５０万吨。全国 粮 食 总 产 量 是 在 不 断 增 加，我 国

的粮食安全不成问题。但是，“纸上谈兵”永远解决

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数据的增长并不代表背后问题

的存在。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告诉记者：在《中国

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及预警》书中提及，我国粮食生产

总体为“比较安全”，但大豆存在潜在风险。大豆供

不应求的现象比较严重，仅靠我国大豆的产量满足

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我国的大豆需求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较高。大豆的国际定价权被一些跨国粮商牢牢

握在手中，严重威胁中国豆农和压榨企业的生存，进
而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威胁。我国的粮食储备，
不仅仅是数量不足，在结构上也存在问题。据资料

统计显示，日前粮食库存品种严重不平衡，小麦、稻

谷、玉米库存过多，大米及油脂、油料较少，有些地方

供求严重不平衡。另外，我国“靠天吃饭”的农业生

产类型依然存在。在粮食加工方面，我国粮食加工

转化水平仍达不到世界水平。我国粮食消费总比重

中，原粮和初 加 工 品 占８０％～９０％，深 加 工 制 成 品

仅占２０％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所有这些

问题都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方面。近期，全

国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对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力、对老

百姓的正常生活都造成极大影响。目前，我国拥有

的粮食储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粮库库存比例也

要高于１８％安全水平，我国粮食安全总体形势是好

的，总体是比较安全的。

３　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３１个省区市进行全面统计，

２０１０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５４６４１万吨，比上年增加

了１５５９万吨。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取得的成绩令世

人瞩日，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３．１　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愈来愈高。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应的建筑用地逐步扩大，
农用耕地却逐年减少。势必造成粮食产量的减少，
最终会 影 响 中 国 的“粮 食 安 全”问 题。统 计 显 示，

２００７年中国耕地面积是１８．２６亿亩。１８．２６亿亩的

耕地 面 积 要 养 活１３亿 人 口，甚 至 更 多。据 中 央 调

查，全国有６６６个县，人均耕地已低于联合国粮农组

织确定的０．８亩警戒线。面对这些数据，不能不引

起我们对中国耕地的担忧。因此，保持中国耕地面

积在国际警戒线之上，才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根

本保证。

３．２　持续增长的粮食消费

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不断变化，对粮食

需求也不断增加。我国人口数量一直居世界第一，
而我国早已改变了过去的经济模式，商品经济不断

发展。另外，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家务

农人数明显减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
人们对粮 食 质 量 和 数 量 需 求 也 不 断 提 高。不 仅 而

且，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工业

用粮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因此，中国的粮食消费不

断提高的趋势不能忽视。

３．３　水资源质量和数量下降

水资源不足是我国部分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瓶

颈。就可耕地来讲，相当部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
在这些区域，灌溉设施特别是节水灌溉设施缺乏，抵
御干旱能力 较 弱，大 约 一 半 的 耕 地 缺 乏 灌 溉 设 施。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衡，南方地区降水多于北方地区。
由于降水量 较 少，一 些 地 方 河 湖 干 枯，水 库 蓄 水 递

减，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另外，大量抽

取地下水，导致干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如此恶性

循环，导致我国自然灾害频繁。每年因自然灾害造

成的粮食损失就达１１００亿斤，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

的十分之一。

３．４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自身素质较低

农业生产离不开广大的农民群众。然 而，农 民

现在普遍存在种粮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导致这一现

象的原因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

过程中，农村更加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花卉等收益

较高的作物。相反，由于五谷杂粮、普通蔬菜生产时

间较长、耗力大，收益低，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

下降。第二，农业成本增加，农民总收益减少。农业

成本提高，从种子价格到化肥价格再到水的价格，都
在大幅度提高。我国虽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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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品相比，其价格依然较低，使农民在丰收年增

产却不增收，农民种粮积极性仍受到严重打击。
农民中接受专业教育的人群比例较小，文化素

质较低，很难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匹配，为进一步

发展我国农业，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科技进

步显得十分重要。

４　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

现在看来，我国粮食安全总体是好的，但从长远

看不容乐观。影响粮食安全的隐患依然存在，必须

采取有效手段，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体系，提高保障

粮食安全的水平。

４．１　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充分

调动和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为了充分调动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应采

取针对性措施。首先，国家实行补贴政策，提高劳动生

产率。其次，鼓励农民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变粗放型

为集约型。大力发展加工工业，由出售农业初级产品

到出售农业加工制成品，以增加农民收入。再次，加大

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基本农田、水利设

施的建设，例如建设地下灌溉网，防止水分蒸发，减少

水资源浪费，充分保证农业用水充足。最后，教育农民

要努力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学会科学种田，用知识增产

量。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增加农民的收入。

４．２　建立保障粮食生产基本农田制度

由于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用地不

断增加，原有农田变成旅游区、开发区，使得原本有

限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而且土壤污染严重，土质退

化，使仅有的耕地质量严重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种植

面积的减少程度。有数据显示，我国粮食播种面积

在２００９年仅有１６．３５亿亩，比２００３年仅增加了１．
４４亿亩。国家 应 尽 快 建 立 粮 食 生 产 基 本 农 田 保 障

制度，依法保护耕地，防止耕地被非法征用。

４．３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产量

国家提出了“走资源节约型发展农业”的道路，
提出科教兴农，努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种

子到最后的粮食加工，都贯彻着“科教兴农”的理念，
在种子方面，国家提出了“种子工程”。提高种子质

量，发展优良品种。在粮作物成长过程中，要科学合

理施肥，提高化肥利用率，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措施，
扩大灌溉面积，植树造林、种草，防风固沙，防止水土

流失。在 农 产 品 加 工 阶 段，开 发 新 技 术，研 发 新 产

品，对农产品进行精加工，发展“绿色产业”，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

４．４　完善粮食生产储备制度，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

　　除了上述措施外，国家还应建立和完善粮食生

产储备制度，对粮食总量进行宏观调控，合理制定粮

食储备规模。充分利用进出口途径，坚持“引进来和

走出去”的政策，努力实现粮食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以保证我国粮食供应和粮食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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