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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高洪艳

近日，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中国粮食进口的两

组数据引起人们关注：一是海关总署 10 日发布的进

口重点商品数据显示，在所有 33 大类商品中，谷物

及 谷 物 粉 进 口 量 同 比 增 幅 最 大 。 1 月 至 6 月，谷 物

及谷物粉进口总量为 734 万吨，与去年同期累计的

191 万 吨 相 比 增 长 284% 。 二 是 农 业 部 统 计 ，2011

年 ，中 国 农 产 品 进 口 额 为 948.7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0.8%。小麦、玉米、稻谷三大主粮全部变成净进口

农产品品种。

伴随着粮食进口的大量增加，吃饭问题再次成为

中国人的一块心病。有人担忧中国的农业以及涉及

到的相关产业将出现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状况，最终

丧失对本国粮食供应的主导权，甚至粮食危机将再次

出现，击中中国的软肋。

针对粮食进口数量逐年递增所引发的疑问和恐

慌，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回应说，尽管

中国粮食进口增幅比较大，但绝对量不大。与国内粮

食产量相比，进口所占比重较小，粮食进口仅发挥调

剂作用，中国依靠国内实现粮食自给方针不变。据了

解，2011 年，三大主粮进口量占国内产能比重均不足

2%，中国口粮是完全自给的。

中国粮食产量“九连增”

“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还是比较高

的，粮食安全也有较好的保障。”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秘书长宋丹丕介绍，由于国内外统计口径不同，在中

国的粮油统计体系中，大豆被作为粮食作物计算在

内。但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统计口径，不计算大豆的

话，中国粮食的自给率超过 95%，比较安全。

在河北省衡水市某县粮食局负责人王女士看来，

中国人还需要进口粮食来解决温饱问题实在是有些

危言耸听了。“从国家储备或者调剂供给方面来讲，中

国大规模进口粮食有情可原，否则，单就老百姓吃饭

问题来讲，粮库里的粮食足够了，自给自足是没问题

的。”王女士告诉记者，近几年，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

小麦连获丰收。目前，县里下辖的各个粮食收购站点

或粮食收购公司都在紧张地开展夏粮收购工作，反映

上来的情况也是积极乐观的。

记者在走访当地一些农户时也发现，虽然遭受了

不同程度的病虫害，干旱的天气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

影响，但总的来说，冬小麦的产量还算可以。多数农

户都反映“比往年多收了三五斗”。

从全国各地统计局提交的数据来看，夏粮产量

“九连增”似乎已成定局。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2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 12995 万吨，比

2011 年增加 356 万吨，增长 2.8%；其中，冬小麦产量为

11430 万吨，比上年增加 334 万吨，增长 3%。夏粮总产

量超过 1997 年 12768 万吨的历史最好水平。

陈萌山也在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12 年，

国内夏粮总产和单产预计都将创历史新高，冬小麦产

量实现“九连增”，11 个主产区全面实现增产。截至 6

月 30 日，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

川、陕西、甘肃、新疆等 11 个小麦主产区已经累计收购

新 产 小 麦 2039.7 万 吨 。 其 中 ，国 有 粮 食 企 业 收 购

1375.4 万吨，占收购总量的 67%。

进口主要为“补漏”

但 是，一 个 明 显 的 道 理 是，粮 食 供 给 增 加 并 不

意味着就一定供大于求。而实际上，由于总产量提

高有限，人均消费却持续快速增长，从 2000 年至今，

中 国 已 经 连 续 9 年 出 现 粮 食 求 大 于 供 的 局 面 。 目

前，中国主要通过进口大米、小麦、大豆等来弥补这

一缺口。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增长。国

内粮食虽连年丰收，2011 年实现了八连增，但国家粮

食总供求关系为紧平衡，加工业对粮食的需求等均属

刚性增长。”郑州粮食市场高级分析师陈艳军进一步

指出，当前的粮食需求不仅体现在粮食加工业的产品

结构上，更体现在饲料、生物制药、种子研制等多个领

域。与过去相比，粮食需求的总量和质量都不可同日

而语。

需求带动进口的同时，国内外粮食价差也极大地

刺激了中国粮食进口。陈萌山证实，受欧债危机等因

素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高位回落，形成粮食

产品国内外差价比较大。例如，进口玉米价格比国内

玉米价格每吨低 200 元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

进口。

“仅凭玉米大量进口并不能说明国内的粮食供应

出现大问题。”河北华元粮食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

元告诉记者，5 月初，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一

纸玉米进口公告引起国内产业界的高度关注。这份

名为《关于进口阿根廷玉米植物检验检疫要求的公

告》打开了国内相关企业从南美地区进口玉米的闸

门，令业界担心中国对玉米的“胃口”越来越大。但实

际上，公告明确提出“玉米进境后将用于加工，不得直

接进入流通市场，禁止用作种植用”，这实际上表明，

从国际市场进口的玉米主要用于满足国内深加工企

业的需求。

何元指出，玉米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是加工品种

最多、链条最长和增值最高的谷类作物，深加工产品

可达 2000 多种，不同的玉米品种也许就意味着不同的

产品和市场。以前，玉米多是被用作直接食用的原

粮，现在，国内大约 30%至 35%的玉米用于深加工、

60%用于饲料，只有少量玉米是直接上餐桌的。

粮食进口莫恐慌

针对大举进口粮食或导致中国人吃饭受制于人

的担忧，中国粮油学会秘书长胡承淼认为，进口农产

品主要是为了“补漏”，价格、质量和市场竞争等因素

并不构成主因。他认为，总体而言，要辩证地看增加

粮食进口，目前，中国农业生产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的条件已经成熟。

胡承淼举例分析说，目前，进口大豆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国内食用油需求缺口，也节约了耕地、水资

源 和 大 量 人 力 ，对 保 证 粮 食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贡 献 颇

多。从国外情况看，日本海外农田面积 3 倍于国内；

韩国在海外经营的农田面积近 200 万公顷，超过其国

内农田面积。这些安排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本国

耕地有限的压力，保障了粮油安全，实现了内外市场

的双赢。

北 京 京 粮 健 业 国 际 粮 油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一 位 徐

姓 负 责 人 也 对 记 者 表 示 ，舆 论 上 一 度 对 进 口 大 豆

“ 人人喊打”，夸大了大豆依赖进口造成的影响，但

实际上，大豆进口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

成功范例。由于气候、技术、品种和运输等方面的

原因，中国大豆单产水平低、种植的比较效益比一

些主要种植国低，那为何不适当增加大豆进口，把

种大豆的一部分土地替代出来，种植其他高产、高

价值的农产品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毫无后顾

之忧。上述粮食局负责人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内外粮

食价差的刺激下，国家大举进口粮食，势必会改变原

有的供求形势。农民可以接受的粮价与国际粮价相

比没有竞争力，也会打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对粮食

收购价格以及收购量也会造成影响。“如果进口量足

够大，国内的粮食生产放松了，粮食安全就无法保证

了。”她说。

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表示，年初为了稳定物价，粮食进口增长较快，但随着

物价上涨压力减小以及局部地区夏粮小麦出现销售

难问题，国家为了保护粮农利益，可能会调整进出口

政策，对进口量进行适当控制。

编者按：去年，中国粮食生产顺利实现“八连增”，2012年的夏收工作也进展顺利，有望实现“九连丰”、“九连

增”。但是，中国粮食进口也开始大幅度增长，中国人的口粮安全似乎已经岌岌可危。

城市化进程加速，造成大量耕地被占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造成农村耕种劳动力减少；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对肉食需求快速增加，进而间接增加了粮食消耗量——这些都是国内粮食市场面临的内部挑战。生物质能源发展

对粮食的巨量使用造成粮食供求失衡；主要产粮大国受自然灾害影响，限制粮食出口，加剧粮食价格波动；国际炒

家对农产品的炒作让粮价脱离基本面运行……中国粮食市场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

前一次大规模的粮食危机开始于 2008 年。当时，海地发生了抢米

风潮，泰国和巴基斯坦政府出动了军队阻止民众到商铺或仓库抢劫粮

食，印尼、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和玻利维亚等国均发生了抗议

粮价上涨的示威活动——粮食危机令许多发展中国家动荡不已，也令

各国政府焦头烂额。

中国政府并没有因为当时那一轮粮食危机焦头烂额，只是有点儿

哭笑不得——世界粮价上涨，居然要让中国背黑锅？

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是导致全球

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英国首相布朗将“中国的崛起”列为粮价飙升

的罪魁祸首，并称财富的增加造就了“食肉大国”；德国总理默克尔甚

至把粮荒归咎于“10 亿中国人开始喝牛奶，这当然会改变德国人的牛

奶和其他（食品）的消费比例”……

4 年前，中国人吃饭、食肉、喝牛奶，都能贻人口实，“不小心”给世

界人民的吃饭问题造成“困扰”。4 年后，中国人“堂而皇之”地在半年

时间里从全球粮食市场“掳走”谷物及谷物粉 734 万吨，世界人民“尚能

饭否”？

2012 年 7 月初，大豆价格已暴涨至上一次粮食危机以来的最高水

平；玉米价格 6 月 15 日以来飙升了 33%；小麦价格 6 月份累计涨了 14%；

油籽价格 6 月份以来飙升了 15%。主要农产品均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在全球需求疲软，包括石油、铁矿石、铜和钢铁在内的化工及金属

类大宗商品价格纷纷下挫的时候，农产品价格的此番“抬头”，难道又

是中国进口惹的祸？

庆幸的是，4 年后的此轮粮价上涨，矛头并没有对准中国——或者

是，尚没有对准中国。

很明显，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玉米、大豆和小麦出口国，“美国供给”在

世界粮食安全中的分量不可小觑。可是，2012 年 6 月 21 日，美国参议院

通过了5年期的《农业改革、食品与就业法案》，将在未来10年内削减236

亿美元农业开支，其中绝大部分为提供给农民的直接支付补贴。削减对

农民的补贴，不会影响已经种下的庄稼，但会影响农民未来种庄稼的决

策，市场预期到“美国供给”未来减少的可能，从而抬高了当下的价格。

“预期”对粮价的影响不可捉摸，天灾带来的影响却实实在在。不

仅“粮食老大”美国遭受到自 1988 年以来最恶劣的气候条件，本土 48

个州（除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有 56%的面积遭受中等至严重程度的旱

灾，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等重要粮食生产国也都因为高温

干旱，导致粮食大幅减产。

所以，于理，此轮粮价上涨是因为粮食的供给面出了问题，与中国

需求无关。

但是，就因为人多，吃饭问题貌似成了中国的软肋，中国在国际农

业市场上的任何小小动作，尤其是粮食进口问题，向来会被小题大

做。一是西方人士带着有色眼镜将“中国威胁论”进行翻版，担心中国

如果出现“粮荒”，大举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巨大的需求将会冲击国

际农产品市场，造成全球粮价大涨。二是西方炒家捕风捉影、对“中国

因素”大加渲染，为热钱在全球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上操纵和大肆炒作

提供假想的基本面支撑。三是在华外资粮商居心叵测，在“跑马圈

地”、囤积了大量粮食后，夸大供需矛盾，制造“涨”声一片，趁机谋取暴

利的同时，又得以规避中国政府监管。

尽管“一石多鸟”的效应让别有用心者乐此不疲地炒作中国粮食进

口题材，但是，眼下，在一些西方人士眼里，自身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债

务问题远比当下的中国人吃饭问题更棘手，怎还有心情对中国粮食问题

指手画脚？更何况，中国坐拥 3 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受惠”的感激

不尽，“差钱”的求之不得，怎会在此时对中国的“饭碗”下狠手呢？

三大主粮净进口三大主粮净进口 难不倒中国难不倒中国““大胃王大胃王””

世界粮价上涨世界粮价上涨 岂能让中国背黑锅岂能让中国背黑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