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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国稻米产业发展形势及后市展望
0 
  

张 琳 

2012 年以来，随着低价进口米大量涌进我国稻米市场，逐

年上涨的稻米价格受到抑制。今年 2 月份“镉大米”事件的爆

发又给国内低迷的稻米市场雪上加霜。在我国稻米市场整体低

迷的情况下，受春播内涝、8 月强度降雨、9 月低温阴雨等自

然灾害的影响，2013 年稻米生产形势如何？国内早籼稻收购基

本结束，中晚稻陆续收获上市，部分产区新季中晚籼稻陆续启

动托市收购预案，2013年稻米市场收购形势将如何变化？本文

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后市发展做出预判。 

一、2013 年我国稻米生产分析 

    2013年，国内稻谷生长期间，自然灾害频发，稻谷产区旱

涝并存。 

    1、早籼稻有望增产，中晚籼稻生产受不利天气影响。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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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持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以及不断加强一系列惠农补贴

政策措施，2013 年国内早籼稻种植面积继续增加，有望增产。

中晚籼稻生产受天气影响面积下滑，单产基本持平，总产量预

计较上年略减。今年 7月份以来，南方中晚籼稻产区遭遇干旱，

持续高温少雨，导致部分中籼稻旱死以及部分晚籼稻秧苗无法

移栽，中晚籼稻收获面积和质量不同程度下降。据国家粮油中

心 9 月份预计，全国籼稻较上年减产 451 万吨，其中长江中下

游地区占比逾半。 

    2、粳稻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单产及总产平稳略增。受 8

月份东北嫩江、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发生严重汛情的影响，局

部地区粳稻大幅减产。但后期气象条件较好，高温多雨，粳稻

整体生长情况良好。根据调研结果，总体上今年黑龙江粳稻单

产同比持平略增，种植面积持续增加，总产同比略有增加。圆

粒粳稻单产大多在 1100 斤/亩左右，质量明显好于上年，水分

偏低且出米率高。 

二、2013 年我国稻米市场分析 

    2013年，国内稻米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依然保持“稻强米

弱、粳强籼弱”格局。 

    1、籼稻市场弱势运行，托市收购迅速展开。早稻托市收购

基本结束，收购价格呈现低开高走。国家启动了早籼稻的最低

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结束后将呈现量少价稳的特点。截至 9



 

月底，江西、湖南等 8个早籼稻主产区累计收购新产早籼稻 969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 92万吨。新季中晚籼稻大量上市，终端

需求低迷，市场供需压力明显。湖南长沙地区普通中晚籼稻到

厂价 2500-2560 元/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 元/吨，由于中晚

籼稻市场收购价格低于 2700 元/吨的最低收购价，南方主产省

相继启动托市收购预案，新季籼稻价格获得明显支撑，收购进

度相比去年加快。据统计，截至 10 月底，湖北、安徽等 14 个

中晚籼稻主产区累计收购新产中晚籼稻 1047 万吨，比上年同

期增加 432 万吨。籼稻市场价格低迷的主要原因一是加工企业

大多以销定产，大米购销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二是受沿海

销区“镉大米事件”的影响，籼米销售形成较大阻力；三是低

价进口大米挤占部分市场份额，继续对籼米市场形成抑制；四

是籼稻库存轮换慢，供应较为充裕。 

    2、粳稻价格基本平稳，托市收购价大幅提高。10 月份以

来，我国新产粳稻从南到北全面展开收割，市场供给量增加明

显，而需求依然不旺，局部地区季节性供需压力较大，价格呈

现低开平走的态势。2013 年国家大幅提高粳稻最低收购价至

3000 元/吨，托市收购启动后粳稻市场将在政策支撑下平稳运

行。2013年粳稻价格低开平走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陈稻市场粮

源供应充足，库存压力将制约企业等主体入市收购新稻的需求；

二是新稻正常上市，质量好于去年，托市启动之前新稻收购价



 

格偏低。三是粳籼米价差扩大，销区粳米需求乏力，杭州市场

中晚籼米与东北粳米价差高于 600元/吨。四是去年粳稻价格高

开低走，农户价格看涨预期不强。 

三、2013 年我国稻米进出口分析 

    1、进口大米保持高位，出现下降趋势。2013 年，东南亚

大米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其中越南米与国内大米差价保持在

0.15 元/斤以上，我国大米进口量依然较大；因国内大米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大米出口量也同比增加。据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2013 年 9 月我国稻米进口量为 14.27万吨，同比减少 9.12 

万吨；1-9 月我国大米累计进口量为 171.48 万吨，同比减少

16.02 万吨，减幅为 8.54%。2013 年 9 月我国稻米出口量为

3.64 万吨，同比增加 1.95 万吨；1-9 月份我国大米累计出口

量为 36.32 万吨，同比增加 12.59 万吨，增幅为 53.06%。进

口大米结构中，越南大米占 67.91%，比例进一步提高，巴基斯

坦占 21.99%，比例略有下降，泰国大米占 8.56%，份额略有下

降。最近几个月我国进口大米数量开始减少，主要是由于接近

年底，我国大米进口配额逐渐减少，进口米量也略有减少，此

外，越南等出口国大米价格上涨，对国内大米市场冲击有所削

弱。 

    2、大米净进口对国内大米市场影响有利有弊。受国内外大

米价差逐渐拉大影响，从 2012 年开始，进口大米开始逐渐充



 

斥国内市场。通过跟国产大米进行搀兑销售，利用进口大米的

低价优势冲击国内大米市场。一方面，大量低价进口大米对湖

南、江西等籼米主产区的稻谷价格、销售和市场秩序带来负面

影响，一些大米加工企业获利艰难，开工率较低，入市收购态

度非常谨慎，部分企业在国产大米中掺兑低端进口米，以次充

好损害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适量进口大米，对调节国内需

求、增加供给、稳定米价具有积极意义。从总体看，进口大米

量相对于国内大米产量和消费量而言，所占比重不足 2%，难以

对国内大米供需总量平衡格局产生较大影响。在国家关税配额、

国营贸易、最低收购价等支持保护手段下，不会危及产业发展

和国家粮食安全。 

四、后市展望 

    从当前的市场运行状况来看，我国稻米市场将以平稳趋涨

态势为主，其中粳稻价格将在托市收购政策的支撑下小幅缓慢

回升，而籼稻价格则保持稳定，中晚籼稻基本维持托市价 2700 

元/吨左右运行，早籼稻继续弱势运行。“稻强米弱、粳强籼弱”

仍将是市场发展的主流趋势，并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1、产业调控政策强力支撑市场价格。2013 年国家继续在

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不断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

2012 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

购价分别提高到每 50 公斤 132 元、135 元、150 元，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12元、10元和 10元，随着国家托市收购政策的启

动，总体上将提高 2013 年稻谷的底部价格，特别是东北粳稻

米价格在政策的支撑下小幅震荡反弹。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一

方面保障了农民的种植收益，同时稻米价格的提高也将增加加

工企业成本，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 

2、低价进口米仍将持续影响稻米市场。越南、巴基斯坦等

出口国普通大米价格与国内普通大米的价差优势仍十分明显。

国内外大米价格差明显的状态无法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预计未

来我国大米进口量仍将保持高位，进口大米将继续对我国稻米

市场带来影响，且这种影响将由籼稻米市场波及到粳稻米市场，

由沿海销区逐渐扩大到产区。受进口大米冲击，后期大米价格

行情整体预计可能仍将保持稳中偏弱的态势。 

五、几点建议 

    1．加大补贴支持力度，提高稻米综合生产能力。自 2004

年以来，我国稻谷连续 9 年执行最低收购价，稻谷产量持续攀

升，政策支持对稻谷增产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今后应继续稳

步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完善稻谷收储政策，扩大对稻谷投入、

科研、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补贴规模，在东北主产区加大农

机补贴力度，鼓励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切实提高水稻综合生

产能力。 

    2．扶持稻米加工龙头企业，推进稻米产业化发展。我国大



 

米加工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技术相对落后，稻米副产品加

工利用水平低，抵抗风险能力低，“稻强米弱”的局面一直困

扰着我国稻米加工企业的发展。因此发展优质稻米产业是加快

我国稻米优质化、提高稻米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应扶持一

批稻米加工龙头企业，特别是出口型稻米加工开发龙头企业，

对优质稻米应实施产业化开发，扶持龙头企业要与扶持稻米出

口生产基地结合起来，把优质稻的生产、收购、贮藏、加工、

销售等环节连接起来，形成有自动调控能力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3．有效利用现有政策空间，加强对大米进口调控。当国内

大米丰产时，要严格控制国营贸易关税配额的发放，当国内外

价差加大时，可借鉴日本进口招标和同时买卖招标的管理模式，

防止进口对国内造成冲击。综合运用反倾销、检疫检验、强制

标注原产地等手段，提高大米进口门槛。加强边境贸易管理，

加大走私打击力度，杜绝走私大米对国产大米产业造成损害。 

    4．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促进稻米期货市场发展。大力促进

稻米期货市场发展，改革现有粮食流通体制，完善粮食市场体

系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今年 11 月 18 日，粳稻期货合约在郑

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与 2009年上市的早籼稻期货初步组成

稻谷期货品种体系。稻谷期货品种体系的形成，不但能为农户

和稻谷加工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避险工具，帮助企业稳健经营，

促进稻谷产业发展，而且可以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提供参考和

http://www.cngrain.com/GrainCategory/KindsPlu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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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有利于增强我国稻谷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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