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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新型现代化东北粮食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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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粮食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要切实解决我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成本高、流通费用大、竞

争能力低等问题，适应全国粮食供需和流通格局变化的新形势，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粮食流通模式，用现代物流的经营方式，充分

利用我国现有粮食流通资源，构筑新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博士谈了自己的看法。  

  东北三省一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粮食安全战略后备基地，多年来一直被粮食储运瓶颈问题所困扰。尤其是在目前全国粮食供

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粮食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传统的粮食流通模式和落后的粮食转运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和现代物流的新形势，极大地限制了东北粮食主产区优势的发挥，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时候。  

  目前正在组建的大连北方国际粮食物流中心，旨在打造一个新型的现代粮食物流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些多年存在的难点问

题。在大连建立粮食物流中心，有许多得天独厚和不可替代的优势。  

    一、区位优势。大连地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是内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大连背靠东北粮食主产区，面

向东南沿海，可以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粮食市场，是东北粮食流通走廊的“龙头”。  

    二、现货交易优势。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是集粮食交易、信息发布、综合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现货交易市场。  

    三、粮食资源优势。东北经济区 80 ％以上的粮食都是通过大连口岸转运集散的。 

    四、口岸仓储优势。大连已拥有仓储企业 400 家，目前，储存能力最高可达 650 万吨，如此之大的仓储能力，在全国乃至亚洲都处于

领先地位。  

    五、交通运输优势。大连作为东北最大的口岸，拥有雄厚的水运、公路、铁路运输的基础设施。  

    六、期货交易优势。大连商品交易所是全国交易规模最大、管理水平最高的粮食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交易规模列亚洲第一，全球第

二。  

    七、客户网络优势。大连虽然不是粮食主产区，但已经成为粮食贸易中心、集散中心、结算中心。全国主要粮商云集大连，资金流、信

息流汇聚大连，客户网络覆盖全国各地，形成了巨大的网络群。  

    八、城市功能优势。大连既是口岸城市，又是开放城市，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特别是金融、证券、旅游

业十分发达，这些都为建立现代物流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整合东北粮食流通资源，发挥大连物流优势，需要按照现代物流理念，采取现代化手段来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如可采用全球定位

（ GPS ）技术、地理（ GIS ）技术和智能化计算机网络技术，装备电子商务系统、粮油信息系统和物流配送调度系统，为广大粮食客户

提供交易、信息和配送等综合服务。基本的目标应该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构造东北粮食流通高速通道，优质、高效、便捷地实现粮食从

东北粮库到南方加工厂的全程配送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运输损耗，降低粮食流通成本，提高现有粮食物流资源效率，满足客户需

要。还要配置必要的功能服务设施，如（ 1 ）粮食展示。通过这个展示平台，向广大客户提供一个了解信息的窗口，组织客商参展和进

场交易。（ 2 ）信息服务。物流中心的信息建设主要建立三个系统为粮食客户服务。（ 3 ）市场交易。产区粮食收储企业和销区用粮企

业在充分掌握市场信息和了解市场粮源、粮价以及对未来粮食消费价格变化趋势，做出科学合理预测的前提下，选择多种方式，在大连北

方粮食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现代粮食物流已成为解决东北地区粮食流通不畅，流通成本过高的有效途径。  

  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粮食生产商、经销商和加工商物流需求为宗旨，充分发挥东北地区粮食和大连口岸优势，整合各类资源，重点

搞好粮食物流综合信息平台、粮食流通高速通道和粮食商贸网络体系等工程建设，把大连建成高标准的区域性的粮食贸易中心、集散中心

和结算中心；促进粮食产销结合，使粮食生产与流通良性发展；加快粮食周转，降低粮食流通费用，提高东北粮食在国内外的竞争能力，

保住国内销区市场份额，打入国际市场；催生大型现代粮食企业，构建粮食流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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