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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价上涨并非因为粮食总量短缺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4-7-4 9:54:34 

    对于近一段时间有关粮价上涨的问题引起很多议论。 

  有专家预测，中国今年粮食总产将跌到９０００亿斤以下，为１０年来最低点，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跌到７００斤以下，为２０年

来最低点。这里面包含了产粮区受灾、农业结构调整、耕地减少的因素，但海内外舆论还是猜测中国是否出现了粮食总量短缺。  

  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说 , 从 1998 年开始 , 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以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 , 尽管粮食总产量有所减少 , 但其他农产品快速发展 , 人们的膳食营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 2002 年棉花产量为 492 万吨 , 肉

类和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 6587 万吨和 4566 万吨 , 奶类产量 1400 万吨。粮食、棉花、油料、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产量已连续

多年稳居世界首位 , 人均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目前 , 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

衡、丰年有余的状况一直得以保持。  

  对于这一次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专家分析指出，粮食价格上涨有国内近几年粮食减产、库存消耗的

原因，但这波上涨行情跟国际市场大豆、小麦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有很大关系。同时，市场上一些粮食经销商、加工企业对于未来粮食价

格的预期过于“悲观”也抬高了粮价。实际上，粮食供求的形势不会那么紧张。    

  中国农业问题的权威专家们说，中国最近一阶段出现的粮食涨价绝非因为粮食总量发生短缺性危机。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深信不疑。他说，眼下的粮价上涨，是粮食挣脱几十年计划经济 " 政府定价 " 的桎梏、

顺应市场规律的一种价值回归，是粮食多年供大于求、农民埋怨 " 种田亏本 " 后的自然 " 复位 " 。在中国城乡，百姓心态非常稳定，市

场上未出现任何抢购、囤积行为。他认为，从长远看，即便中国人口发展到１６亿，也不会存在海外一些人担心的 " 谁来养活中国 " 的
问题。中国还通过发展草产业，有效改变了饲料粮相对欠缺的局面，肉类产量也有相应的保障。肉类在中国百姓饭桌比重攀升，减少了他

们对原粮的消耗。他还说，此轮粮价上涨对于农民乃至中国粮食市场来说，首先是个利好消息。 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国启动了

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并出台了 " 保护价 " （略高于市场粮价）来收购农民的余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中国不可能出现粮食危机。自１９９５年开始的连续４年大丰收 " 垫了底 " ，目前社会累

积库存高达１万亿斤，相当于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尽管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但由于生产条件持续改善，中国粮食综合能力并没有受到

损害，加上城乡居民食品消费不可能大幅度增长，保障粮食安全并无大虞。  

  有农业专家认为，中国粮食问题从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自己解决，完全自给自足或依赖他人都是不可取的。总体来说，要充分利用国内

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长期目标

结合起来。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优化粮食生产布局为主，以粮食储备调节和粮食进出口调节为辅，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强化

对低收入阶层的粮食援助，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合理途径。  

  专家指出，中国对粮食问题的认识和管理能力已趋于成熟，现在应根据中国粮食供需面临的新形势，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

需要，及时调整中国粮食安全管理战略。基本思路是，区分政府危机管理和粮食常规调控的责任，建立由政府负全责的粮食安全危机管理

机制，以及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常规粮食调控体系。 

    张宝文副部长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传统的单一粮食观向多

元化食物观转变，由“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与“藏粮于库”有机结合转变，由一般化抓粮食生产向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和

优势产区转变，要突出粮食主产区和优势产区生产能力的培育，全面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作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点工

作，国家将启动优质专用粮食产业工程，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争取用５年左右的时间，在中部粮食优势产

区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国家优质专用粮食基地。同时还要加大耕地资源保护力度，确保粮食面积的稳定和恢复；加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增加科技储备；提高种粮效益，充分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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