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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新时期
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表 2 中国历年 （1949 年-2017 年） 粮食产量及人均产量 *

年份
粮食
产量

（万 t）

人口数

（万人）

人均粮
食产量

（kg）
年份

粮食
产量

（万 t）
1949 11318 55200 205 1973 26494
1950 13213 55196 239 1974 27527
1951 14369 56300 255 1975 28452
1952 16392 57482 285 1976 28631
1953 16683 58796 284 1977 28273

人口数

（万人）

人均粮
食产量

（kg）
年份

粮食
产量

（万 t）

人口数

（万人）

人均粮
食产量

（kg）
89211 297 1997 49417 123626 400
90859 303 1998 51230 124761 411
92420 308 1999 50839 125786 404
93717 305 2000 46217 126743 364
94974 298 2001 45264 127627 355

1954 16952 60266 281 1978 30477
1955 18394 61465 299 1979 33212
1956 19275 62828 306 1980 32056
1957 19505 64653 302 1981 32502
1958 20000 65994 303 1982 35450

96259 317 2002 45706 128453 356
97542 340 2003 43070 129227 333
98705 324 2004 46947 129988 361
100072 325 2005 48402 130756 370
101654 349 2006 49746 131448 378

1959 17000 67207 253 1983 38728 103008 376 2007 50150 132129 380
1960 14350 66207 216 1984 40731 104357 390 2008 52850 132802 398
1961 14750 65859 224 1985 37911 105851 358 2009 53082 133474 398
1962 16000 67295 238 1986 39151 107507 364 2010 54641 133972 408
1963 17000 69172 246 1987 40298 109300 369 2011 57100 134735 424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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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粮食安全是关系到国家生存、 经济发展、 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 从长远看， 经

济发展也面临着粮食需求的同步增长， 粮食供应仍然存在产需缺口，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

形势仍然不容盲目乐观， 将会长期面临刚性需求增长、 生产硬性约束等一系列问题。 本文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运用农艺学和粮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根据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进行了探析， 并提出了保障长期粮食安全的建议。

关键词： 粮食安全形势 告别粮食短缺 新时期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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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粮食产量及人均产量不包括港澳台等地区．

2013 年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6.02 亿 t
（12038.7 亿 斤）， 比2012 年 增 加 1235.6 万 t，
增长 2.1%。 粮食实现“10 连增”。 2014 年全国

粮食总产量 6.07 亿 t（12142 亿斤），比 2013 年

增加 516 万 t （103.2 亿斤）， 增长 0.9%。 增长

0.9%。 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11 连增”。 2015 年

我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6.21 亿 t， 比 2014 年 增 加

1440.8 万 t ( 288.2 亿斤),增长 2.4% 。 我国粮食

总产量实现“12 连增”。 2016 年粮食产量 61624
万 t，比上年减少 520 万 t，减产 0.8%。 其中，夏

粮产量 13920 万 t， 减产 1.2%； 早稻产量 3278
万 t， 减产 2.7%； 秋粮产量 44426 万 t， 减产

0.6%。 2017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12220 千公

顷（168329 万 亩），比 2016 年 减 少 815 千 公 顷

（1222 万亩）， 下降 0.7%。 其中谷物播种面积

92930 千公顷 （139395 万亩）， 比 2016 年减少

1464 千公顷 （2196 万亩）， 下降 1.6%（图 4）。
2017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 6.18 亿 t，比 2016 年增

加 166 万吨（33 亿斤），增长 0.3%。 粮食生产再

获丰收， 属历史上第二高产年 （图 5）。

三、 确保粮食安全的思路和对策

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形势， 总体是好的，

但 是 由 于 出 现 “高 产 量、 高 库 存、 高 进 口、

部分粮 食品种阶段 性 过 剩、 优 质 品 种 供 给 不

图 4 2017 年粮食播种面积、 单位面积产量及总产量情况

图 5 中国 2017 年各省市粮食产量

年份
粮食
产量

（万 t）

人口数

（万人）

人均粮
食产量

（kg）
年份

粮食
产量

（万 t）

人口数

（万人）

人均粮
食产量

（kg）
年份

粮食
产量

（万 t）

人口数

（万人）

人均粮
食产量

（kg）
1964 18750 70499 265 1988 39408 111026 354 2012 58957 135404 435
1965 19453 72538 268 1989 40755 112704 362 2013 60193 136072 442
1966 21400 74542 287 1990 44624 114333 390 2014 60710 136782 444
1967 21782 76368 285 1991 43529 115823 376 2015 62144 137492 452
1968 20906 78534 266 1992 44266 117171 377 2016 61624 138271 446
1969 21097 80671 262 1993 45649 118517 385 2017 61791 139008 445
1970 23996 82992 289 1994 44510 119850 371
1971 25014 85229 293 1995 46662 121121 385
1972 24048 87177 275 1996 50453 122389 412

粮 食 安 全
Liang Shi An Quan

52



粮 食 问 题 研 究 2019.3

足、 国内粮价 面临压力大” 等

情况。 使2018 年我国粮食总产

量要比上 一年下降 0.6%， 是 3
年内中国 粮食总产量 出现的第

二次下滑。 面对粮食安全隐患，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

政策

保 障 我 国 的 粮 食 安 全， 树

立新的粮食 安全的理念， 提高

保障调 控能力， 一 是根据建设

小康社会的 要求， 站在国 家安

危层次上 [16]， 实施严格的耕地

保护政策,保护耕地资源,特别是

基本农田,加强土地整理,开垦开

发荒地。 二 是大规模改 造中低

产田。 要精心部署、 精心组织、

集 中 投 资 、 循 序 渐 进 地 推 进 ，

建 设 高 标 准 的 良 田 。 到 2020
年， 综合改 造中低产田 4 亿亩

以上， 与 实施前相比， 每亩粮

食 平均生产能 力 提 高 100 多 公

斤。 三是加强 区域耕地质 量监

测 站 建 设 ， 加 强 对 土 壤 类 型 、

种植制度和收 益率水平等 进行

长 期 定 位 监 测 。 四 是 进 一 步

“藏粮于地”， 确保 土地的可持

续发展。

（二）实施“科技兴粮”战略

目 前， 全 国 粮 食 企 业， 大

多数属于中小 企业， 实施 “科

技兴粮” 战略 在粮食企 业中可

以说 是迫在眉睫， 只有通过科

技创新才能 提升产能。 一是组

织干 部和党员走 村进户， 推行

“科技兴粮” 政策， 深化科技和

人才体 制机制改革， 建立产业

创新联盟， 加 强大专院校 与用

人单位 的有效对接， 推动校企

协同， 培养粮 食行业高素 质人

才， 努力 营造 “科技兴 粮” 和

“人才兴粮” 的良好氛围。 二是

完善科技兴粮 政策。 抓好东 北

地区、 黄淮 海地区、 长 江流域

地区 等重点粮食 主产区科技 攻

关， 提升麦类、 稻类、 粗粮类、

豆类、 薯 类等粮食的 育种和种

植 能 力 。 三 是 以 市 场 为 导 向 ，

认真落实 《国家科技发 展中长

期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十三

五” 规划》， 科学安排科技丰产

能力 建设。 四是 积极开展 “藏

粮于技”， 大力提高粮食仓储的

整体技术水平 [17]。

(三) 加大对农 田基础设施

的投入

农 民 问 题 是 “三 农” 问 题

的根源， 粮食安 全最终取决 于

农田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18]。

一是根据我国农业区划的特点,
从 13 个 主 要 粮 食 生 产 省 中 选

择了 680 粮食生产核心区, 巩固

和加强粮食生产能力。 到 2020
年 , 中 国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将 达 到

5500 多 亿 公 斤 。 还 应 从 11 个

非粮食生 产省 (区、 市 ) 中 筛

选 120 个主要粮食生产县 作为

国家产 粮县， 增强 国家粮食安

全能力。 二是 优先建设重 点水

利工程。 以加快国 务院确定的

172 项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为 统

领， 强基础、 补短板， 重 点安

排资金， 支持贫困地 区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 三是加大对 主要

粮食产区的投入, 不断改善粮食

储存、 运输、 装卸、 包装条件,
充分发挥主 要粮食生产 区在保

障粮食生产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四是切 实保护农民 的粮食生产

积极性， 保持 农民粮食补 贴政

策的持 续性和稳定 性， 增加粮

食和农业收 入， 建立食品 补贴

长效机 制， 全面实施 粮食产能

区、 粮食专用 区、 粮食制种 大

县、 粮食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粮食应急保障等补贴。

（四） 完善粮食储备机制

一 是 合 理 确 定 中 央 和 地 方

储备规模。 以问题为导 向， 以

薄弱环 节为重点， 针对不同问

题， 提高中央 和地方粮食 储备

的使用 效率。 充分 发挥中央粮

食储备的市场调控作用， 及时、

适度地开发粮食生产储备资源,
加强国家 战略粮食储 备， 统筹

推进 粮食仓储 设施建设， 加 强

粮食应急 供应能力建 设。 二是

完善 粮食收储 体制机制。 认 真

贯彻 《党中 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

农业 供方体制 改革加快农 业和

农 村 发 展 新 动 力 培 育 的 意 见 》

和 《国务院关 于建立国家 专项

粮 食 储 备 制 度 的 决 定》。 积 极

发展 “订单粮食”， 全力防止出

现农民 “卖 粮难” 的问题。 三

是实行多 种收储制 度， 推动粮

食 “去库存”。 加快粮食加工转

化， 鼓励收 粮主体多元 化， 合

理确定 销售计划、 销售价格和

销售方式， 加 强全程监管。 严

Liang Shi An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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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 打 击 “出 库 难 ” “转 圈 粮 ”

等违法违规行 为。 四是提升 粮

食流通社 会化服务 水平。 完善

“放心粮油” 供应体系， 促进粮

食产业转型 升级， 制定 粮食价

格保 护、 粮食储备 机制和预警

系统建设配 套法律法 规。 提升

市场 信息服务水 平， 充分发挥

储备粮食在 调节供求、 稳定市

场中 的主体作用， 探索建立问

题粮食召回 制度。 完善 调控模

式， 建 立规范合法 的粮食消费

分配调节机 制。 五是统 筹推进

粮食 仓储设施建 设。 坚持高标

准设计、 高质 量建设、 高 效率

推进， 加 快粮食现代 物流体系

建设,推动粮食产业经济更好更

快发展。

（五）提高粮食质量监测能力

粮食是食品的基础，食品安

全的前提是粮食品质要好。 一是

针对社会关注和市场需求，更新

或增加粮食检验设备，对粮食质

量检验 人员， 进行专 业技术培

训，提高检测技术和技能，建 设

一支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的质

量监测队伍，确保有效地进行粮

食质量检测。二是加大对检测机

构的财政投入， 增加科研项目，

鼓励和 补贴粮食质 量检验员从

事科学研究，提高粮食质量检测

综合能力。三是建立以新收获粮

食质量监测 报告为重点 的监测

平台，加强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管

理，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

建设，建立食品质量风险防范和

控制机制，实行粮食质量追溯机

制。

结语

我 国 粮 食 安 全 必 须 坚 持

“立足国内生产， 实现基本自给

自足” 的 原则。 坚持 “粮食安

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 思想,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发展粮食生产，

严格执行 “以我为主、 立 足国

内、 确保 产能、 适度进 口、 科

技支撑” 20 方针。 确保谷物基

本自 给， 口粮绝对 安全。 切实

保护耕地资源,加强农业基础建

设,调整国内储备政策， 落实目

标储备， 完善 境外农产 品进出

口政策， 推进“走出去”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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