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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粮食生产的周期是受经济规律作用的，产量增长有高峰也有低谷。它的周期性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自上世

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谷物生产呈现出3－5年的螺旋式增长波动特征。我国粮食生产也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

其周期性波动，对我国粮食市场影响非常大。近期，国内粮食市场波动，尤其主要粮食品种价格的大幅度上扬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我们如何认识和看待粮食产量周期？其波动的内外因素是什么？如何应对粮食产量周

期的影响？ 

  一、我国粮食生产周期的规律性特征及阶段划分 

   

  受制度变革、自然资源条件影响、制度创新和社会需求的影响和作用特点不同，自1949年以来，我国粮食

生产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1949－1965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粮食生产经历了近10年的持续增长、巨幅

下降与快速恢复三个过程。②1966－1998年阶段。粮食螺旋式增长与粮食生产周期性波动的相互交替阶段。这

一阶段，粮食产量波动性周期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基本上呈现出3－5年的周期性波动，其中3年周期5个，4年

周期1个，5年周期2个。③1999年至今，粮食产量持续下降阶段。自1996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登上5亿吨的台

阶以后，我国粮食的供求发生了重大变化，粮食供求由长期短缺或紧平衡状态演变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

的格局。当年，我国粮食消费需求为4.6亿吨左右。粮食产量供给大于需求，致使我国粮食的储存量持续上

升。粮食的结构性剩余日益明显，自1999至今的5年，受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粮食产量持续下降。 

   

  当前，粮食涨价是供求双方逆转的具体体现，是粮食生产周期性内在规律所要求的。从历史分析看，一旦

粮价出现拐点，就意味着次年粮食产量也将出现拐点。可以初步判断，今年将是近年粮食产量的一个最低点。

如果下一年不出现较严重的自然因素，明年粮食产量将会出现增长，进入一个新的产量增长周期。如果政府调

控得当，持续增长的消费对粮价的推动很可能会出现温和的上升态势。当前，粮价回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

持续8年粮价下降的一次修复。当前的粮价上涨对农户来说，是一件好事；对城镇居民来说，生活的负面影响

也不大，粮食直接消费金额不到居民消费额的10％，据估计，当粮价上涨10％时，居民消费额只会增加1％。 

   

  二、我国粮食生产周期性的成因及分析 

   

  1、国内经济周期与粮食生产周期的密切相关。自1978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与市场明

显受到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粮食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取向，以及我国粮食供给形势的转

变，使粮食生产的市场特征越来越突出。一般说来，GDP的快速增长阶段，就是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上升到新台

阶的重要起点。而当GDP增速回落或低谷时，就是粮食产量走向波谷的开始，粮食产量则表现为持续下降。 

   

  2、粮食种植面积变化不是粮食产量周期性波动的决定因素。从历史上看，受耕地资源供给刚性的作用，

以及我国耕地的高强度利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幅度不大。因此，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并不是粮食产

量波动的决定因素。 

   

  3、粮食单产的周期性是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因素。我国粮食单产的增长呈现出螺旋式增长态势，单产增

长的周期性规律与粮食产量波动近乎完全一致。这表明，粮食产量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是由粮食单产的周期性波

动所造成的。自然灾害、粮食价格和物质投入价格等则是造成粮食单产波动的主要原因。 

   

  4、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受国内需求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双重影响。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谷物出口国家，其价格

主导了国际市场价格。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麦、稻米与玉米的价格基本上与美国的变动趋势保持一

致。以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最紧密的农产品小麦为例，中美两国的小麦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5，这表明中国

小麦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非常高。国内需求的增加主要在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对粮食消费的刚性需求，

以及国民经济增长对粮食消费的弹性需求。 

   

  三、应对我国粮食生产周期影响的策略 



   

  1、建立我国粮食生产与供给的预警信息系统。该系统包括我国粮食生产与供给的短期（1个月至1年）、

中期（1－5年）与长期（5年以上）预警三个组成部分。粮食生产与供给的预警系统应包括粮食生产与供给预

警的指标体系、警源、警度和警情以及应对措施等5个部分组成。粮食供给与消费的预警一般确立反映警情的

预警指标体系，确定不同级别的警度，判断警情，寻找警源等一系列过程，并确立弱化或消除警情的具体措

施。 

   

  2、建立完善的粮食供给与消费的应急机制。当粮食供给与消费不协调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粮

食市场产生不稳定性影响。建立完善的粮食供给与消费的应急机制，是针对粮食市场的波动而言，弱化其对社

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并建立在对粮食市场预警的基础上的，主要是针对粮食的中短期预警的警情、所采取的针

对性的紧急措施，以平抑其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就应急机制来说，一般应包括粮食供给的产前、产中、产后三

个方面的紧急处置措施。完善的、及时的粮食供给与消费的应急机制，可以弱化周期性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各要

素所引起粮食市场的波动及对国内粮食消费市场的冲击，以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稳定。 

   

  3、采取有效的农业扶持措施，增强应对周期性粮食产量波动的调控能力。一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稳定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弱化自然灾害对粮食单产的波动影响。二是加大保护农业资源的力度，建立农业资源

储备机制。要严格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法”，保护耕地资源不被过快地侵蚀。建立农业资源储备机制，即采取

类似于美国、欧洲的休耕制度，保持农田的基本性质不变，有计划地安排部分耕地休耕或降低耕地的复种指

数，恢复土地地力。建立农业资源储备制度，实际上是最大程度地保护我国已有的粮食生产能力，为建立粮食

供给的应急机制储备资源和手段。三是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粮食主产区生产者的利益。要研究行之有

效的“绿箱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四是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

农业适用技术的传播与推广，稳定提高粮食单产。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的技术水平。同时，

应尽快建立起新的农业推广体系，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及时传播到农户手中，以推动农作物单产水平的不

断提高。五是建立有效的粮食储备调控机制，稳定粮食市场供给。建立完善的粮食储备制度，增强平抑粮食市

场波动的应急能力。建立粮食市场调控基金，控制粮价的巨幅波动风险。充分利用国外粮食市场，制定粮食应

急的进出口策略，弱化周期性粮食产量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同时，采取得力措施防范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变

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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