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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发展的基本思路 

郭静利  钱静斐  崔凯 

中部六省除山西省以外的其余五省均是农业大省和农产品

深加工基地的集中区域，其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30%

以上，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在全国六个粮食净调出省

中，有三个在中部。中部地区承东接西，在改变中部塌陷,实现

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为避免重走东部地区以工业化危害粮食安

全的发展老路，提出如下几方面战略思路。 

一、落实中部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发展战略规划 

1．中部重点开发区与农产品主产区分工协作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部农业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

平原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两个区域，我国“两横三纵”的

城市化战略格局中的重点开发区域包括“中原经济区、皖江城

市带、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等，中部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开发区部分区域

的交叉重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城市扩张与保护耕地之间的

潜在矛盾。为此，中部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应该首先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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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粮食耕地，确保粮食安全为前提。中部粮食主产区优质耕地

较多，如何实现开发和优质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有机协调成为

“四化”推进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发掘中部粮食主产区集中连片的规模优势 

“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战略格局中，中部农

产品主产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和长江流域农产

品主产区。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是建设优质专用小

麦、优质棉花、专用玉米、大豆和畜产品产业带；长江流域农

产品主产区，要建设优质水稻、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棉花、油

菜、畜产品和水产品产业带。黄淮海平原主产区和长江流域主

产区在我国“七区二十三带”中是典型的农产品集聚地区，抓

好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对粮食主产区的发展至关重要。优化粮食

生产布局，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形成集中连片、高产稳产商

品粮生产基地。对于此类地区，国家应该纳入政府支持范围。

2013 年 3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

规划》，明确到 2020 年，完成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

4 亿亩。以此为契机，应加快集中连片地区中低农田改造，喷

灌、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建设与维护，集水和节水灌溉，山区

的梯田修建、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土地整治等等。大力支持提高

耕地基础地力和产出能力，充分发掘集中连片地区粮食规模种

植优势，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 

二、建立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1．建立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领域主要有禁止开发

区中的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区和流域

水环境。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粮食主产区已列为限制开发

区，所以重点粮食主产区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已具备政策基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重要生态功能区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粮食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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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是提供商品粮和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不允许把工业和城镇化发展作为主体功能。粮食生产一方面是

利用自然、消耗资源、形成排放的粮食产品产出过程，同时也

发挥保护生态、美化田野和环境、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

消化排放、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的作用。因此，将

粮食主产区纳入生态补偿政策的扶持范围，或采取与禁止开发

区基本相同的补偿政策，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安全的根

本。此外，从社会和民生的角度看，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具有强烈的社会公益性。从产品生产效率的角度看，粮食是自

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供给与需求弹性小、投入回报率低的

产品。鉴于粮食主产区的独特性，粮食主产区应纳入生态补偿

政策的扶持范围，使国家生态补偿机制全面覆盖重点粮食主产

区。 

2、拓宽重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补偿渠道 

农业补偿的范围广、补偿资金量大，如果全部由中央财政

转移支付，国家财力难以为继。因此在补偿范围上应该明确界

定，在补偿渠道上，多方筹资，广辟渠道来源，可采用国家、

地方、企业等共同出资的多元化补偿格局。补偿范围的重点应

是能够修复环境，易于实现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点领域。

具体来说，首先，建立稳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部分

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是对产区生态环境修复进行补偿，以及对产

区的耕地地力进行补偿。在地方财力相对较好的地区，也可以

拿出一部分用于此方面补偿。其次，发达的主销区对产区的生

态补偿。这部分主要是补偿产区的机会成本。通过对主销区财

政增长提成，增加机会成本税、粮食消费税、耕地补偿税等税

费政策，实现对产区粮食生产外部性的有效补偿。再次，通过

金融体系来实现补偿，即以贴息无息贷款等财政金融政策重点

支持集中连片粮食主产区的基础设施改造。在河南、安徽、江

西等粮食主产区设立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粮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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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主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中部粮食主产省可

以设立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向粮食主产

区倾斜，适当增加贷款额度。对各银行的涉农贷款，放松存贷

比考核标准，解决支农资金制约问题。 

3．激发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种植的积极性 

中部粮食主产区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保证粮食供给，付出

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为了维持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中，切实执行“谁受益、谁付费，谁保

护、谁受偿”的资源补偿原则，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

首先，对保护耕地者给予补偿，补偿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经济

个体，因为地方政府为保护耕地放弃了本地区开发建设获取更

高经济收益的机会；补贴那些实行耕地保护，为国家提供粮食

安全保障的单个经济主体，激励他们实施耕地保护的积极性。

其次，对减少破坏耕地者进行补偿。对建设过程中努力避让耕

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等行为进行补偿，建立有利于土地资

源科学配置的利益调节机制。再次，对改造中低产田质量的行

为进行补贴。对使用有机肥、农家肥，进行生态种植和耕地修

复的农户和集体进行生态补偿。最后，对提高水稻复种指数、

单产水平高的农户进行奖励。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激发农民

种粮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保护耕地、改善粮食种植外部环境

的内在积极性。 

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1、开展粮食生产加工及食品安全监管技术创新 

开展主要农作物定向调控关键技术、粮食生产数字技术、

农业生物环境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展粮、棉、油、蔬、果

等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的生理生态机制、有害生物控制与粮食

质量安全、生态储粮等基础研究、作物高产高效与土肥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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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机制。开展粮油、果蔬、畜禽产品、水产品和林特产品综

合加工、食品添加剂绿色制造等关键装备开发。开展食品包装

材料、发酵食品、食品配料和特殊专用食品等技术集成示范。

开展食品分子重要生物活性物质靶向作用机制、食品生物工程

代谢组学理论等重大基础研究。开发现代优良食品微生物高效

筛选与新酶定向转化、蛋白质分子修饰与功能化改造、糖与油

脂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突破食品非热加工、生物制造、高效

分离和节能干燥等核心技术。此外，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开

展食品加工在线无损检测等技术与装备研究，大力开发传感器、

可视芯片仪等快速便携检测设备。开展食品有害物残留物减控、

贮藏腐败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预测预报等关键技术研究；攻克

食品高精度快速在线检测与智能化监控等共性技术；构建食品

安全精准溯源与预警体系及评估方法。开展进境农产品外来植

物危险性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的检测、监测等技术装备开发研

究。 

2．打破国外农业加工技术垄断，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 

目前，我国中部粮食主产区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经济效益

相对较低，通过自身积累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可能性不大。位

于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大中型粮食加工企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受资金和效益的限制，中

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自身造血机能差。

从粮食加工设备看，现在粮机装备制造业主要以生产小型成套

和单台大型设备为主，但大型关键设备与国际先进产品相比，

技术含量少，稳定性差、耐用性能低，重要的加工工艺和技术

装备仍没有摆脱“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因此，从

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角度，需要国家立项，责成公益性农业

研究机构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重大突破性研究。立足粮农

增产和增收，整合粮食产业链资源，构建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

模式，坚持发展非粮燃料乙醇，大力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和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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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实现中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业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粮食物流体系建设 

1．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基层粮库仓房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财政重点支持基层粮库仓房建设，以县为单位对中部

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进行合并改造。能利用的库区继续保

留，条件不具备的库区采取置换、征地等方式重建粮仓。根据

区域辐射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小，确定仓库建设规模，彻

底解决小、散、零的问题，把中部粮食主产区国有基层粮库打

造成现代化粮仓，争取全面实现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电子测

温，电子监管系统，以提高粮库利用效率和自动化监管水平。 

2．建设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 

重点建设从粮食主产区到主销区的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和

物流节点，加强建设电气化铁路粮食运输大通道。实现跨省区

粮食物流主要通道的散装、散卸、散储、散运和整个流通环节

的供应链管理，形成快捷高效、节省成本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

系。建议国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粮食流通体系建设的投入。应

该在销售、加工、仓储、运输等方面加大力度，加大对粮食仓

储、物流、加工企业收粮补贴，农民售粮补贴、建立粮食物流

集团、粮食银行等手段，解决粮食流通的瓶颈问题。并加大对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仓储设施建设投入，使之更好的发挥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 

3．建立完善的粮食收储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都没有建立粮油产品

质量和粮油产品安全档案内容的数据库。这不利于监管部门掌

握粮食收购企业的经营动态和经营粮油的质量。为此，要积极

开展粮食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依托各级粮食检验机构对当年

收获的主要粮食品种进行收获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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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争取率先在中部粮食主产区建立省、地（市）、县三级粮

食质量信息数据库，把粮食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加工等

环节中涉及粮油产品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档案的内容都纳入到

粮食收储数据库中，并定期向社会发布，为政府决策、调整结

构、指导生产、优化品质等提供决策依据。 

五、加强粮食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1．明确中储粮职责，加强对粮食安全全方位监管 

目前我国大部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粮食流通管理工作停

留在粮食收购上，没有形成对粮食储存、加工、销售等多环节、

全方位长期监管，影响粮食市场整体的执法监督力度和效果，

这个问题在中部粮食主产区更加突出。为此，应该加强粮食各

环节、长期、多方位监管：重点监管与日常监管并举。如在收

购期间对粮食收购和生产加工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在收购结束

后对加工企业和零售经营户进行日常监管,使粮食购、销、加工

存等各个流通环节始终处在监管之下；提高执法水平,真正做到

“重管理、重服务,以管为主,以罚为辅”；加强对中部粮食主产

区粮食储存环节的仓储设施和粮食质量检验能力的严格监管,

保障原粮在储存期间及出库时的质量安全；加强对中部粮食主

产区粮食运输环节的粮食质量和粮油食品安全的监管,促进中

部粮食主产区粮食市场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运行。 

2．构建中部粮食进出口贸易安全监管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转基因作物等公约的规则和标准

制定，掌握农业国际组织相关规则的精髓，为国内粮食产业发

展和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政策和法律咨询。发挥与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等有关国家双边农业磋商机制的作

用，维护我国粮食产业利益，加快解决我农产品出口受限问题。

此外，积极推动完善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确保粮食贸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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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国内农业发展政策统一协调。充分调动地方农业部门、主

产区及行业协会组织和企业的积极性，保障国内农产品有效供

给和市场稳定。构建中部六省关于粮食信息数据收集、贸易情

况监测在内的一整套粮食进出口贸易体系。初步将现有中部地

区 5个粮食主产省省内外、国内外调入调出全部覆盖，进而将

粮食进出口安全监测预警体系试点推广到其他粮食主产省，最

终实现粮食主产区和三大主产品种的全覆盖。建立科学合理的

粮食进出口安全评价体系，跟踪监测粮食进出口对产业结构调

整的影响，实行定期公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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