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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粮食宏观调控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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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首次写入党的重要文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绷紧，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这是党和国家立足我国基本国情

粮情作出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深谋远

虑。 

  去年以来，由于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减产、生物质燃料生产快速增长对粮食需求增

加，国际市场粮食供求趋紧。同时，在美元贬值、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国

际投机资金炒作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际粮价居高不下。这使我国粮食市场面临着十分复杂

的内外部环境。历史经验证明，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的充足供应是保证市场价格稳定的重要基

础，粮食安全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支撑。因此，加强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是当前一项尤为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从国内粮食供求总量看，2007年我国粮食产需基本平衡，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在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作用下，2007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第四年丰收，总产量达

到10030亿斤，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供应是有保证的。但从长远看，我国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短

缺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淡水总资源为世界人

均水平的1/4左右。受资源条件的约束，今后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继续扩大的空间越来越小，单产

水平继续稳步提高的难度逐渐加大，保持我国粮食供需长期基本平衡的任务十分艰巨。 

  从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看，2007年我国粮食品种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粮食薄弱地区的

产需缺口有扩大趋势。在品种结构上，小麦由前几年产不足需转为产略大于需；稻谷由前几年

的产不足需转变为产需基本平衡；由于近年来工业消费增长较快，玉米将由供多于需逐步向基

本平衡转变；大豆产需缺口逐年扩大，需要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在区域布局上，我国粮食生产

继续向优势区域集中，13个主产区粮食产大于需，余粮较多；7个主销区粮食自给率下降，缺口

较大；11个产销平衡区粮食缺口有所扩大。近年来，虽然我国小麦、稻谷库存增加，但库存大

多集中在主产区，需要进一步优化粮食库存的地区布局。 

  从国际粮食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看，全球粮食供需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粮价的不确定性加

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2007/2008年度全球谷物产量21.1亿吨左右，其中小麦产

量6.0亿吨，粗粮10.8亿吨，稻米4.3亿吨。谷物总产比上年度增加5.3%，本年度消费量预计达

到21亿吨，比上年增加2%，加上上年度粮食结转库存下降，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将近20%，与上

年度基本持平，为30年来最低值。由于石油等能源价格不断攀升，近年来生物燃料工业对玉

米、大豆、油菜籽等的需求大幅上升，一些粮食和油料生产国采取增加出口关税等贸易保护措

施，限制粮食和油料出口，加剧了全球粮食供需失衡，使国际粮价维持在较高水平。 

  面对这样的形势，粮食部门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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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好字优先”的总体要求，着力加强粮食市场调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障

粮油市场供给与价格稳定。但也不容讳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

必然对我国粮食的供给与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加大我国保持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的

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正确把握调控目标和时机，增强粮食宏观

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 

  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增强粮食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要千方百计引导和鼓励农民扩大

粮食种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保障粮食供求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质量安

全。按照适合国情、着眼长远、逐步增加、健全机制的原则，坚持和完善粮食支持保护和补贴

制度，加大对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补贴力度。根据保障粮食供给和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的需要，统筹研究粮食补贴政策。根据粮食产销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

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稳定主销

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粮食自给水平。充分发挥区域优势，重点扶持东北地区大豆、华北黄淮海地

区花生和长江流域地区油菜籽生产，加强油料品种研发，促进油料生产高产、优质、高效。油

料产区要不打折扣地执行各项扶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油料生产条件，落实油料良

种补贴，提高油料比较效益，增强油脂的国内供给能力。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挖掘小品种油料

的生产潜力，南方山地要扩大茶油和木本油料生产，努力开拓食用植物油源。 

  切实加强粮油市场调控，确保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要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

口，保障居民口粮和饲料用粮供给。当前要把握好销售力度和节奏，合理安排最低收购价小麦

和稻谷的销售数量，做好中央储备玉米向主销区、饲料工业发达地区和养殖大省的投放工作。

进一步落实中央储备玉米增储工作，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粮油储备体系。继续做好最低收购价

小麦向库存薄弱地区的移库工作，增强供给能力。建立国家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加强对粮油供

求形势、市场价格的监测分析，建立对规模以上企业的购进、加工、销售、库存及价格变化情

况的信息监测制度，为宏观调控提供准确信息和科学依据。切实保障大中城市和敏感地区粮油

的有效供给，确保货源充足、质量安全。要在抓好粮食宏观调控重点的同时，着力健全粮食宏

观调控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

资源的有机结合，逐步形成“远近结合、综合配套、反应灵敏、运转高效、调控及时、保障有

力”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和轮换机制，服从和服务于粮食宏观调控需要。要着眼于既搞好即时调

控又注重预先防范，加强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完善吞吐调节机制，科学调节供求总量和结构，

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粮食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防止粮食市场和生

产出现大幅波动。当前，储备粮的轮换要以保证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粮价、优化品种结构和区

域布局为主要目标。准确分析市场价格走势，注意把握好轮换节奏，避免集中轮入影响粮价上

涨，各级储备粮企业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服务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加强中央、地方储备粮

行政管理，完善储备粮轮换机制，推进储备粮轮换通过规范的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加强对

储备粮轮换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检查。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储备粮轮换工作的指导，充分

发挥储备粮在宏观调控中的吞吐调节作用。 

  进一步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切实增强调控市场能力。要增强粮食安全责任意识，

按照国家要求和有关部门下达的指导性计划，适时充实地方粮食储备规模，优化地方储备粮布

局和品种结构。各地特别是主销区和库存薄弱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与主产区的粮食产销衔接，

改善库存结构，并根据市场需求及粮食应急需要，落实成品粮油应急库存。京、津、沪、渝等

大中城市及敏感地区，要适当增加成品粮油应急储备数量，保证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去

年我国局部地区受灾严重，粮食减产幅度较大，今年初南方地区又遇到雨雪冰冻天气，要积极

组织粮源，增强地方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物质基础和应对市场异常波动的能力。进一步完善粮



食应急加工、储运、供应网络系统，细化和完善地方储备粮应急动用预案，健全应急机制，增

强应急保障能力，做到需要时有粮可用、有粮可调、有粮可供。 

  认真落实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认真落实国

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粮食收购质量标准。一方面，指导和督促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积

极入市收购，积极发挥国有粮食企业收购主渠道作用，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

面，指导和督促各类企业坚持以质论价，优质优价，不准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同时，搞

好信息服务，引导农民合理进行价格预期，指导企业把握好收购节奏，防止盲目跟风抬价收

购；加大监管力度，切实做好最低收购价粮食竞价销售和移库的出库工作，保证粮食销售和移

库工作顺利进行；继续发挥多渠道收购作用，引导和鼓励各类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积极入市收

购，搞活粮食流通。 

  着眼粮食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积极推进现代粮食流通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现代粮食市场

体系，充分发挥粮食流通对生产的引导作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粮食宏观调控效

率。认真实施《全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加强对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建设的指

导与扶持，逐步完善以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为支撑、统一远程交易网络为平台、规范运行机制为

核心的全国粮食竞价交易系统，发挥其配置粮食资源和服务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对

大中城市成品粮批发市场发展建设的指导与扶持，根据当地粮食消费需求和结构状况，做好规

划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场内粮食质量监管，保证居民粮食消费稳定供应和质量安

全。认真落实《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推动粮食现代物流健康发展，提高粮食流通效率。

在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要着力推进国有粮食企业兼并重组、改革改制、做大做强，

继续发挥好主渠道作用，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民粮食经济合作组织等市场主体，规范粮食经

纪人行为，发挥粮食行业协会等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构建新型粮食购销服务网络。 

  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强粮食流通行政执法监督保障体系建设。要加强粮食队伍建

设，健全粮食监督检查执法体系，推动监管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发展。加

强粮食市场监管，认真开展粮食收购资格核查、统计制度和库存制度执行情况等专项检查，规

范粮食经营行为。做好粮食收购特别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把中央的惠农政

策落到实处。加强对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的监督检查，重点针对储备粮油库存管理情况开展专

项检查，完善监管措施，确保储备粮油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切实加强对粮食质量

安全的监管，围绕粮食流通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环节、重点区域和重点对象，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建立健全覆盖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环节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加快粮食质量监管制度建设和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改善和提

高检验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提升粮食质量与卫生检验能力。 

  （作者：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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