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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性，

导致各国粮食品种、结构、产量的非

均衡性，客观上赋予了国际粮食市

场较大的作用空间：通过粮食贸易

实现品种串换、余缺调剂，进而提升

世界粮食安全水平、改进全球福利。

然而，粮食又是重要且特殊的生活

必需品，粮食风险容易触发国家理

性，从而增加世界粮食贸易的不确

定性和脆弱性，危及粮食进口国的

生存权利。在 nocv-2019新冠状病

毒疫情影响下，最大的稻米出口国

印度大米出口受阻，第三大出口国

越南一度限制大米出口，菲律宾、印

尼等国瞬间出现粮食告急，国际粮

食市场供给波动传导至国内，使原

本趋于平静的国内粮食消费市场引

发较大范围的抢购风波。粮食部门、

粮食企业、粮食专家密集发声，充分

释放粮食产能保障、库存储备充足、

进口影响较小等信号，虽然从国家

整体上看，抢购实属过分担忧，但是

总量安全下的个体安全如何保证？

公众囤米反映出对粮食安全的信心

不足，如果未来真正发生粮食短缺，

社会群体响应的负面影响将不可估

量。因此，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审

视国际市场这个重要影响因素。

一、我国当前粮食产业已与

国际市场深度关联

2001年我国加入 WTO，以乌拉

圭回合《农业协定》为准则作出承

诺，粮食市场逐步对外开放。目前，

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逐渐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

关系，双方都很难重新回到入世前

的初始状态。

（一）“两个市场”联动便捷，粮

食贸易尤其进口量快速增长

以距离较远的美洲市场为例，

美国西海岸的粮食离港经海运到我

国口岸一般 20天左右，美国墨西哥

湾沿岸地区运河航线 40天左右，南

美巴西阿根廷 45天左右，而粮食从

内陆收储到港口集并，短则 1周之

内可以完成，这也意味着远在美洲

的粮食，一两个月就可以从田间运

到中国。同时，在开放条件下“两个

市场”的供求信息能够得到快速响

应，要素资源重新配置组合。近些

年，国外粮食生产者瞄准我国粮食

产需结构，作出相应的策略性调整。

比如，早期我国为解决饲料用粮问

题而大力发展玉米，玉米播种面积

从2000年 3.5亿亩增长至 2019年

6.2亿亩，玉米产量从 1.3亿吨增

长至 2.6亿吨，为了抢市场，美国就

转种高粱、大麦等玉米替代品出口

中国；2016年我国开始调减玉米、

增加大豆，美国就逆向操作，根据美

国农业部预测报告显示，2019-2028

年将增加玉米种植面积，减少大豆

种植面积。由此可见，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是紧密联动的。

从贸易数据来看，粮食出口自

2007年开始出现下滑趋势，绝对量

变化在百万吨级，但从 2014年开

始，粮食进口量连年超过亿吨。

2015-2019年分别达到 1.25亿吨、

1.15 亿吨、1.31 亿吨、1.16 亿吨、

1.11亿吨，进口量位居世界第一。

相比入世前的 2000年，我国粮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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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仅为 1357万吨。作为国际粮食

市场上最大的买家，我国短期内难

以全面退出国际市场；同时国际市

场也很难找到能够替代中国的巨大

需求市场，同样在短期内离不开中

国。国际国内双方都很难重新回到

入世前的初始状态。

（二）外资企业不断渗透我国粮

食产业链，本土企业也在积极“走出

去”

从上游种子化肥，到原粮收购

储运，再到粮油加工销售，外资已经

全面介入我国粮食产业链。在种子

行业，持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外资

种业公司有 25家，数量虽然有所减

少，但产业集中度增加，大型跨国种

业公司，通过参股等形式，广泛介入

国内种业。在收购领域，外资粮商早

就开始布局，通过与农民开展合同

订单、收购基层粮库等方式进入粮

食流通，曾经发生的外资高价抢粮

事件，可以侧面看出外资的布局策

略。在加工销售，金龙鱼、胡姬花、香

满园、鲤鱼等外资粮油品牌早已进

入百姓餐桌，据《中国的粮食安全》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8年涉粮外资

企业加工转化粮食数量、产品销售

收入分别占到全国的 14.5%、17%。

随着外资进入的深度和广度的拓

展，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市场的份

额还将不断增长。随着 WTO保护期

的结束，我国粮食市场也主动向外

资进一步开放。根据 2017年版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8年版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我国取消或放

宽了种业、主粮收购批发、米面油加

工等方面的外资准入限制。目前，外

资可以控股除小麦、玉米以外的农

作物种子生产，可以进一步向食用

油脂、大米、面粉以及玉米深加工等

方面延伸。

相比而言，我国粮食企业“走出

去”刚刚起步，但势头较好。如 2016

年、2017年中粮集团分别完成收购

Noble Agri（来宝农业）和 Nidera

（尼德拉）100%股权，组建中粮国际，

投资布局各地粮食市场，每年采购

的谷物和油料超过 4000万吨，经营

巴西最繁忙的桑托斯港码头，发展

成为巴西大豆第三大出口商，坚定

了打造我国“国际大粮商”的信心。

（三）国内粮食产业政策逐步与

国际规则接轨

加入 WTO，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那就是必须遵从 WTO规则。在粮食

贸易方面，一切调节手段关税化，即

只通过关税政策对粮食贸易数量、

品种、价格进行约束，取消许可证等

非关税措施，同时落实关税减让，入

世以来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下降了

8个百分点。在粮食产业支持方面，

WTO框架下的黄箱政策约束越来越

明显，我国长期延续执行的粮食保

护价、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

部分作为黄箱政策计入 8.5%的微

量允许标准限度，政策执行空间变

小，不得不进行收储体制改革，以更

符合 WTO规则的方式进行支持。

据统计，我国加入 WTO的 18年

来，美国累计发起对我国农产品补

贴政策的诉讼达 14次。其中，在

2016年的诉讼中，专家组在小麦、

稻谷政策补贴上作出了有利于美方

的裁决，构成了国内粮食补贴政策

的外部压力。

二、国际市场对我国粮食产

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加入国际粮食市场已是

既成事实，且退回路径几乎被锁

定，因此，现在再对国际市场作价

值判断已无意义，更需要从产业关

联的角度进行理性分析，找出有利

的和不利的因素。

（一）有利因素：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

1.增加国内粮食供给保障。粮

食贸易互通能够分散自然、历史等

非市场因素导致的风险。一是粮食

数量保险。自然灾害在全球范围内

随机分布，加入国际粮食市场，因

极端自然天气导致的国内粮食数

量短缺，可以通过国外渠道增加供

给，相当于多了一道稳定供给的保

险。我国在 1959-1961三年自然灾

害期间，本土粮食供给潜力充分释

放仍不满足需求，只能突破思想束

缚和市场封锁，转向多渠道粮食进

口。二是粮食品种调剂。粮食品种

性质的区域化，需要国际市场来调

节。如我国的面食侧重蒸煮，欧美

的面包侧重烘焙，经过历史长期的

匹配选择，我国高筋小麦的产量和

品质不如欧美，因品种结构导致供

给短缺，必须借助国际市场进行调

剂。据统计，我国目前仍然存在

300-400万吨高筋小麦缺口，需要

通过进口来弥补。

2.集约农业资源。进口粮食相

当于进口资源。以大豆为例，2019

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 1.4亿亩，产

量 1810万吨，亩产 258.6斤，同年

大豆进口 8851万吨，进口依存度

83%。假设大豆必须自给自足，那么

需要增加大豆播种面积 6.8亿亩，

但 201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4

亿亩，如果大豆就需要 8.2亿亩，

相当于总播种面积的 47%，相应地

其他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就会缩

减。在有限耕地资源的约束下，确

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

战略目标就无法实现。同时，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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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给自足，还会增加水资源、能

源、化肥等消耗，生态环境进一步

承压。加入国际市场，借用国外资

源，可以减轻国内粮食生产和环境

保护双重压力，然后集中优势发展

主粮品种，有保有压。

3.提高产业效率。向国际市场

开放，伴随而来的外国资金、技术

等要素纷纷进入，促进国内粮食产

业升级；同时，外来竞争激活了国

内市场，本土企业以时间换空间，

长期看有助于提高粮食产业整体

效率。比如，外资种业公司进入中

国，凭借技术优势和科研投入，培

育的“洋种子”品质高、受认可，曾

一度迅速占领了部分市场，但最后

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种业的全面失

守，相反，在长期竞争和交流互鉴

中，本土育种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国产种子逐步重新占领市场，巩固

了主导地位。据农业农村部公开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自主选育品种面

积占比达到 95%，进口种子市场份

额仅占 3%。

（二）不利因素：不确定性增加

1. 冲击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各

环节。很多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加

入国际市场后，国内粮食生产不具

有比较优势。面对国际市场，一是

分散的种粮农民受到冲击，与以出

口为导向的美国大型农业综合企

业相比，我国农民生产粮食在成

本、质量、技术、价格上不占优势，

在国际贸易规则下，双方处于不对

等竞争状态，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和

其他管制措施，农民集团很容易被

外国企业所击垮。政府在生产环节

的“四项补贴”从 2004年 145亿增

长至 1600多亿，仍不足以抵御风

险。二是以国产粮为原料的粮食加

工企业受到冲击，在成本端，国内

粮价高于国际粮价，加工成本上

升；在销售端，国内企业与国外企

业面临同一市场竞争，两头压挤粮

食加工企业利润。例如，虽然近 3

年玉米市场价格下降了 20%，但全

国酒精企业开工率只有 50%左右，

大部分企业处于盈亏平衡点，酒精

出口不断减少，竞争力不强。三是

消费者信心受到冲击，进口量激增

引发粮食自给率的担忧，加之重金

属污染等话题，国产粮食被“污名

化”，社会心理预期将发生改变。近

些年国内赴日本游客发生过抢购

大米行为就是例证。

2.加剧市场波动与投机行为。

受自然周期和市场供求的影响，粮

食数量 -价格本身就存在波动性，

加入国际市场后，国际市场的波动

会随着产业链传导至国内，可能导

致两种后果：一是使原本稳定的国

内市场变得波动，如 2008年爆发

全球粮食危机，国际粮价快速上涨

1倍，国内成为“粮价洼地”，价差驱

动本土粮食走私和出口，扭曲了粮

食实际供求关系，增加了国内粮食

安全的风险。为保国内粮食市场稳

定和充足供给，决策者相继提高小

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增幅达 15%、

20%，逐步化解了风险，但又引发了

后续的粮食收储矛盾。二是使原本

波动的国内市场变得更加波动，如

这次疫情期间，春节前后，疫情导

致人流物流交通的暂时性中断，多

地显示超市货架大米抢购一空，随

着后期疫情形势好转及有序复产

复工，抢购行为逐渐减少，回归理

性消费，但是 3月下旬受全球疫情

形势恶化的影响，印度采取“封国”

防疫策略、大米出口受阻转内销，

第三大稻米出口国越南宣布自 3

月 24日起限制大米出口，继而哈

萨克斯坦、埃及、塞尔维亚、柬埔寨

等国也推出了粮食等农产品出口

禁令，国际粮食市场供给波动传导

至国内，使原本趋于平静的国内粮

食消费市场再次引发更大范围的

抢购风波，加剧社会恐慌心理。

同时，市场开放为国际投机资

本提供了渠道。几乎每一次粮食市

场波动，都有资本的“幕后手”，借

助粮食减产、抢购等话题，现货囤

积、期货炒作，推动粮价预期自我

实现式上涨，增加了粮食产业安全

的脆弱性。为此，我国政府在稳产

的同时，严格保密粮食储备库存，

通过储备高抛低吸，对投机资本进

行防范。

3. 市场蚕食与社会人文环境

多重风险叠加。跨国粮商逐步蚕食

南美市场的教训值得反思，尤其在

自由市场旗帜下，从贸易到物流再

到生产的逆向发展和渐进渗透更

需关注。外资企业布局中国，不仅

带来了市场被蚕食的风险，还有其

他多重风险：一是失去产业发展自

主权，市场被资本理性操纵；二是

本土粮食产业链及其关联的要素

市场被挤出，生产企业、农户福利

受损；三是附加在本土粮食产业相

关的传统知识、生物多样性等消

失，且随着时间推移将不可逆；四

是市场完全控制后，垄断粮商进一

步对消费者的福利侵蚀。最终市场

风险、社会风险、人文风险、环境风

险相互叠加，粮食产业完全依赖国

际市场，从而形成更大的公共风

险，危及国家自主性。

中国大豆案例可以作单品种

的阶段性说明：外资通过贸易渗透

加工市场，其参股的榨油企业，要

求进口美洲转基因大豆，在数量上

和品质上挤压国产大豆；因担心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基因污染”，国产大豆传统出口市

场萎缩；国产大豆种植积极性降

低，豆农弃种；大豆进口 20 年

（1999-2019年）增长 20倍；市场份

额最大的外资品牌金龙鱼“领涨”，

消费者支出增加。目前，大豆行业

尚未被外资完全垄断，但外资产业

一体化及其对本土的排挤之态势

已非常明显。

三、启示与建议

我国加入国际粮食市场，既有

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在短期

内不可能退出国际市场的现实背

景下，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市场协

调竞争，利用好资源配置渠道优

势，同时规避潜在的风险。

（一）坚持本土化战略，防范国

际市场冲击

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

充分开发利用本土资源，打造特色

优势产业，形成“本土资源 -本土

产业”相互嵌套的稳定格局。明确

各类企业在中国境内开展粮食加

工转化业务，原则上优先采用本土

粮食原料，支持和维护本土粮食生

产种植，防止进口粮源的供给替

代。要落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照市场需求变化趋势，优化

本土粮食供给结构，确保适销对

路、产需平衡。探索建立进口转储

机制，保障短缺品种供应，同时打

击投机。

（二）深化拓展多边贸易体制，

加强渠道能力建设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积极与

沿线国家发展粮食贸易，强化多边

合作，拓展国内紧缺品种的进口来

源渠道，降低国别集中度。支持国

内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粮

食产业投资，推进海外布局，特别

要重点加强境外一手粮源收储能

力、物流运输能力。可以总结中粮

巴西桑托斯码头项目经验，加强海

外港口运营和基础设施投资，争取

形成稳定的国外粮食供应渠道。在

深化拓展贸易合作过程中，要学习

并运用好国际规则、东道国法律法

规，积极参与国际粮食贸易治理机

制变革，在当前 WTO农业多边贸易

谈判中，强调农业满足粮食安全供

给目标的基本功能，把粮食安全的

非贸易关注与其他关注区分开来，

合理界定绿箱、黄箱政策，力争发

展中国家享有较多的特殊差别待

遇。同时，还要从历次贸易诉讼案

例中汲取教训，维护中方正当权

益，避免贸易摩擦。

（三）以资本控制外资，引导市

场竞争合作

对待外资，既要谨慎防范，也

要充分利用。密切关注外资企业在

中国境内的发展动向，严防其产业

链一体化布局，尤其是粮食生产种

植环节，严格控制外资过度介入，

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鼓励中方企业

与外资的公开合作，防止变相参控

股、潜在渗透。可以成立中外合资

新公司，借助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

优势，提高业务经营和运营能力，

在股权设置上要充分考虑未来跨

期市场做大后的增值空间，积极争

取中方控股权，通过股权结构和公

司治理，约束外资。

（四）科学合理制定补贴政策，

增强风险抵补能力

重点关注国际粮食市场波动

对国内市场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结合关联产业链进行风险总量

评估和传导路径分析，及时斩断风

险传播链条，防范粮食风险演化升

级。针对国际粮食贸易脆弱性风

险，要进一步完善生产环节的直接

补贴政策，配套流通环节的最低收

购价政策，通过收入直补和价格支

持双重激励，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确保本土粮食产能和安全供给

量。针对国际粮食贸易中不对等竞

争问题，要在遵循国际补贴规则前

提下，充分挖潜补贴政策空间，理

直气壮地加强对粮食领域的财政

支持力度，通过补贴上下游关联产

业，如种子、化肥、农机以及饲料、

酒精等行业，增强本土粮食产业链

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产

业安全。▲

参考文献：

[1]江涛,姜荣春,王军.从大豆产业开
放及其产业格局演变看粮食安

全 [J]. 国 际 贸 易 ,2012 (2):
45-49+53.

[2]李娟.农业国内支持与国际贸易
争端:一个案例的分析与思考[J].
对外经贸实务,2019(7):65-69.

[3]李英,赵文报.开放条件下粮食进
口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

策 [J]. 对外经贸实务 ,2013 (8):
26-29.

[4]马述忠,陈颖,王笑笑.农业 FDI对
中国粮食安全的动态影响研

究———基于种业研发能力视角

[J]. 管理 世界 ,2013 (7):71-79+
187-188.

[5]吴朝阳 .粮食外部供给的不确定
性及其对策研究 [J]. 国际贸易,
2015(3):33-36.

[6]杨光.外资进入我国农业的新动
向及对策建议[J].经济纵横,2015
(6):70-74.

[7]张莉侠,张锦华.跨国公司的扩张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与对策

[J].农业经济,2012(10):79-81.
[8]张瑞娟,李国祥.全球化视角下中
国粮食贸易格局与国家粮食安

全[J].国际贸易,2016(12):10-15.

国内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