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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审视全球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刘合光 秦富 

在全球经济社会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粮食金融属性和能源

属性凸显，审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能脱离全球环境。科学

审视全球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得到三大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粮食安全面对的全球环境是不安定的，不确定性因

素时常冲击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全球粮食安全面对长期供求压

力，全球需要加快建设粮食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第二，全球

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性因素，影响中

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应对全球环境的

不确定性，要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合理、有度、

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粮食品种余缺，同时中国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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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环境。 

一、科学审视中国粮食安全的全球环境 

中国粮食安全面对的全球环境是不安定的，不确定性因素时

常冲击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全球粮食安全面对长期供求压力，

全球需要加快建设粮食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 

（一）气候因素和金融资本冲击国际粮食市场，导致全球粮

食危机在短期内凸显 

2006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两次大幅度波动，导致全球粮

食危机，其中 2009 年全球营养不足人口净增 1.7亿，若干非洲

国家出现社会动荡。2008年国际主要粮食品种价格高点比 2007

年 1 月份上涨 0.73-2 倍，而 2011 年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经突

破了 2008年高点水平。解析两次粮食价格高涨的起因，除了长

期积累的供需基本面因素外，加剧全球粮食格局紧张的短期因

素主要是突然而来的气候变化和粮食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气

候变化主要体现为粮食主产国的严重旱情（如 2008年度澳大利

亚、乌克兰的旱灾；2011年度美国的旱灾），在气候灾害诱因

的影响下，国际投机资本乘机炒高粮食期货价格。大量资本短

期进出粮食期货市场，导致粮食价格波动剧烈，全球粮食安全

已经和金融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约束，决定全球长期

存在巨大的粮食安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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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持续的人口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实现经济现

代化、国民城市化，导致全球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旺盛。FAO 预

测，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新增 23 亿，仅此一项就需要全球粮

食供应量增加 70%。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发展中国

家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强劲增长，继而畜牧业的强劲增长会持

续到 21世纪中叶之后（FAO预测），这就导致饲料粮的需求量

巨大。而粮食供给能否满足这么旺盛的需求，则取决于科技水

平和粮食资源可持续利用情况。显然全球资源约束是刚性的。

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压力下，加强了生态系统对粮

食生产服务的利用力度，导致全球 24 项生态系统服务中有 15

项出现退化或利用方式已不可持续（联合国评估结果），其中

土地荒漠化、淡水资源耗尽、热带森林破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等，已经严重约束全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全球粮食供求

难以长期平衡，粮食安全的长期压力始终悬在全球各国政府和

居民头顶。 

（三）国际粮食市场与资源调控能力建设进展缓慢，不利于

全球粮食危机的预防与治理 

预防和治理全球粮食危机需要国际社会有效协调应对危机

的政策和措施。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与资源调控机制建设进展

缓慢，影响了粮食危机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由于世界各国经济

发展水平、粮食供求状况、国际贸易角色、地缘政治利益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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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方针与战略重点不同，在面对全球价格急剧变动时，很

难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一些国家，如美国和欧盟等，通过政

策推动和补贴措施将大量粮食转化为生物燃料，完全不顾可能

加剧全球粮食危机的隐患，甚至阻止签署有关限制粮食转化为

能源的协议。一些国家，如印度、阿根廷等，在全球粮食价格

上涨时出台临时出口限制措施，一些国家加大临时性预防性粮

食进口量，二者从供需两个方面加剧了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矛

盾。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利益，反对国际社会

对商品投机活动的有效规制。为避免全球粮食危机出现，迫切

需要加速构建全球协调一致的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有效调控

全球粮食市场与资源。 

二、科学判断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性因素；

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

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 

（一）科学辨析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途径 

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有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影

响，极端气候有在中国和其他主产国境内同时发生的概率，届

时中国粮食国内短缺而且国际市场短缺同时发生，中国将面临

最大的粮食危机；二是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对国内粮食价格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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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已有研究指出国际粮价波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传导到国内，

这会拉升国内通货膨胀指数，影响居民生活消费；三是国际粮

价暴涨抑制中国饲料粮进口，影响中国畜牧业发展，导致畜产

品供给减少甚至短缺；四是全球粮食价格暴涨导致粮食生产所

需投入品价格上涨，影响我国粮食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导致农

民比较利益下降，影响农民粮食生产决策；五是存在全球资本

在中国境内冲击粮食产品的可能性，外资已经直接进入中国粮

食收储、流通领域，以及种子、化肥等粮食生产资料领域，建

立加工企业和仓储基地，并购国内大型粮食企业，他们有低价

收购粮食、高价出口牟利的可能性，也有垄断油料产业或者饲

料粮产业链环节（如玉米良种）的嫌疑。 

（二）科学判断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 

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并不会很大，中国粮

食安全主要由内因决定。就五大影响途径分析，这些影响发生

的概率很小或者影响程度确实有限。第一，发生全球大范围极

端气候变化灾害的概率很小。第二，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的价格

传导只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走势，但是波动不会同幅度，毕

竟我国粮食储备水平比国际安全水平高出一倍，而且我国国内

粮食供给比较稳定。第三，饲料粮食进口受限会影响我国粮食

安全，但是不是威胁我国口粮安全的主要因素，居民的消费结

构存在短期自适应性调整机制。第四，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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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国家给予粮食直补的情况下影响幅度有限。第五，国际资

本垄断我国粮食产业的可能性很微弱，不值得过分担忧，我国

目前还是国营粮食企业主导粮食流通市场格局。 

（三）科学识别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粮食安全主要由内因决定。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抑制了

我国人口的过速增长，一方面避免中国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

面缓解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奠定了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基

础。中国长期坚持的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缓解了中国粮食安全

问题的土地资源约束。中国长期坚持的高库存粮食储备政策，

有效避免了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和粮食危机。中国建国以来交通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有效解决了粮食的流

通安全问题，确保了居民的粮食可获得性。改革开放以来，惠

及全部民众的经济发展进程有效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中国居

民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居民具备足够的收入解决家庭粮食安

全问题。在这些前期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

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科技水平决定了未来中国在耕地面

积不再增长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况下能否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满足

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粮食需求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决定了在粮食播种面积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以确保农业资源是否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农业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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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自然风险的能力能否得到提高，从而决定粮食产量能否得到

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是决定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供给层面的主

观能动性因素。 

三、科学应对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应对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要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

问题，合理、有度、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粮食丰歉和

品种，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为

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内因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导因素，立足国内解决中国

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必须依靠国内生产

确保可以满足 100%口粮需求，90%以上的全部粮食需求；全面

保护耕地，提升农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靠科技

培育粮食良种，优化栽培技术，提高粮食单产；扶持优势粮食

产区，培育种粮大户，激励农户种粮积极性。 

（二）面向国际市场调剂粮食品种余缺 

确保中国粮食安全，要合理、有度、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

市场。统筹国内外粮食市场，通过国际贸易适度调剂粮食丰歉

和品种，以有效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统筹利用国际国内粮食生

产资源，积极实施粮食“走出去”战略，实施负责任的农业投

资，在不损害东道国利益、不影响东道国粮食安全、不侵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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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户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开拓利用国际粮食资源，积极在东道

国传播粮食生产技术，有效协助东道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三）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环境 

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

粮食安全环境。一要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粮食安全相关协议

和制度的起草、讨论和制定，实现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有序治

理，如建立负责任的农业投资机制、协调的粮食危机应对机制

等；二要积极参与建立全球粮食资源与市场调控机制，确保各

国在粮食危机预防和应对政策措施方面保持一致：避免粮食非

食用用途的过分发展；约束金融投机资本对国际粮食市场的非

理性扰动；积极启动全球闲置粮食资源（主要是耕地）的再利

用计划；避免使用助涨全球粮食价格的保护性贸易措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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