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粮食安全



一、粮食属性

二、粮食安全

三、中国粮食安全

四、宏观和微观视角下“人-粮”关系

五、保障我国今后粮食安全的措施



1.粮食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二重性（肖国安，2005）。

2.粮食并非是纯粹的私人物品，而是一种混合物品，或者叫半公共物品、半

私人物品。当然，粮食不是普通的混合物品，它是特殊的混合物品（李健成，

2008）。

3.粮食作为商品，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性之外还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殊性：

第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第二，对自然条件的依存度强。第三，粮

食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第四，粮食价格是大多数商品的基础价格（李贺

军，2008）。

（一）相关研究的观点

一、粮食属性



4.粮食有三个社会属性、三个经济属性和三个消费属性。粮食的第一

个社会属性，是生存必需品，粮食的第二个社会属性，是战略品，粮食的

第二社会属性，从属于第一社会属性，且不能超越第一社会属性。粮食的

第三个社会属性，是国家公共物品。粮食的三个经济属性，第一是准自然

品，第二是私人物品，第三是准公共物品。粮食的三个消费属性是搜寻品、

经验品和信任品。（周立，2010）

5.粮食的属性主要有公共物品属性、商品属性、金融属性、能源属性

（包括资源属性）、政治和外交属性（苑基荣，2010）



6.总结建国以来中国粮食市场的演变历程，从产品属性特征来看，粮食产

品兼具农产品、工业品与金融产品的属性特征日益明显（刘晓雪、李书友，

2010）。

7.自古以来，粮食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着粮食在国家、社会、

家庭中的重要地位，自然和社会原因导致的粮食生产和分配在时间、空间和社

会阶层上的不均，导致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吴宾、党晓虹，

2008）。

8.粮食兼具社会属性（基本人权需求）和经济属性（商业性需求）等两种

属性，后者应服从于前者（丁声俊，2011）。

    9. 在通常意义上，粮食就是一种普通商品，当然是很重要的商品。只是对

应于特定的时间、地点、问题的某种特定情况下，粮食能够称为战略物资（陈

百明、周小萍，2005）。



综合分析粮食属性研究成果，人们把粮食属性作为认识、分析和解决粮食问题

的认识基础和基本视角，丰富和扩展了对粮食属性的认知，主要是粮食属性的类型、

内容和原因，并开始关注粮食属性之间的关系。现有成果突出两点特征：一是对粮

食属性的特殊性的共识；二是对粮食属性划分和表述的非全面性和非统一性。 

    就粮食属性需要深化研究的问题是：一是粮食属性类别如何划分？需要以一个

客观的准则，清晰认知粮食属性及其层次关系，给予粮食属性以规范描述和表达；

二是粮食属性是如何产生的、衍生和发展的？

（二）观点评述



人粮自然关系 人粮经济关系 人粮社会关系

粮食自然属性 粮食经济属性 粮食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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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大系统、人粮关系与粮食属性

从自然属性依次衍生出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粮食，自然属性是经济

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自然基础。

（三）粮食三大属性及其关系



自然系统内，人和谷类植物都作为自然存在物，人依赖自然存在的植物籽
实而存在，人类获得食物的途径是采集。在采集、狩猎时期，粮食作为植物籽
实成为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产品之前，粮食仅有其自然属性，人类的食物是纯
自然产物，人粮关系如同鸟食籽实和虎求百兽而食之。“古者丈夫不耕，草木
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在经济系统内存在的人粮经济关系随着农业的产生而出现。当神农氏“尝
百草，播五谷”的原始农业产生，开始有了人类的经济活动，粮食是自然与人
类经济活动的产物，粮食成为劳动产品，出现了其经济属性。粮食作为经济活
动的产品，是其成为商品的基础和条件。当粮食作为口粮出现剩余进行交换时，
粮食成为商品。既要从自然界获得最大粮食产量，又要在交换中获取最大收益。
在粮食的两个经济属性中，产品属性与人粮自然关系相关，只有处理好人与自
然的关系，才能持续获取粮食。商品属性与人粮社会关系相关。



粮食作为产品的特殊性是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共同生产的结果，存在收获粮食

的季节性和风险性与食物消费的时间均衡性和需求刚性的矛盾，时点上不确定的粮

食收获量和时期内一定的粮食消费量之间难于达到均衡。粮食作为商品的特殊性是

作为生存必需品的需求刚性和弱价格弹性，难于实现粮食市场供求均衡。因灾减收

或“谷贱伤农”减产导致的粮食供给不足，引发消费者的断粮恐慌和粮商投机，形

成的过度需求，出现缺粮时囤积，导致非完全自然原因形成的“人慌”加剧的“粮

荒”，粮贵伤民。

粮食的社会属性的产生以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为基础和条件，粮食才得以成

为反映人与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和工具。在社会系统内的人粮关系，

是由于人与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关系导致的人粮社会关系，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通过粮食来反映和处理。



三大系统 自然系统 经济系统 社会系统

人粮关系 人粮自然关系 人粮经济关系 人粮社会关系

属性分类 自然属性 经济属性 社会属性

属性性质 自然资源属性 私人物品属性 公共物品属性

粮食属性 谷类籽实、人
类主食

产品属性、商
品属性

国家粮食安全，政
治和外交属性

属性表现 口粮，饲料用
粮，能源用粮

商品粮，粮食
期货

公粮，军粮，救济
粮，粮食援助

获粮途径 自然赋予 经济活动 社会分配

三大系统与粮食属性



粮食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交叉影响，自然属性的主食性、经济
属性的特殊性和社会属性的层次性相辅相成。

2.粮食三大属性的关系

粮食成为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社会动乱之间的传导体和共振波。饥荒和社会
动荡是“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问题的叠加和共振。

粮食生产具有周期性、地域性和风险性，从而导致粮食供给在时间上的不均

衡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粮食产品成为商品之前，只能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庭和部族

成员消费，作为生产者的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食物消费。

    粮食作为商品，在经济属性中表现出比其它商品特殊的商品属性。其特殊性

在于需求刚性和供给不稳定性，以及价格弹性小。



（三）粮食属性衍生过程及逻辑

1.人类劳动和农业生产力发展驱动粮食属性的衍生。

2.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粮食属性的衍生。

3.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和人类经济社会形态高级化使粮食属性多样化和复杂化。

（四）结论及启示

1.结论： 粮食自然属性是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产生的自然物质基础，由

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粮食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三类属性分别具有

自然资源、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性质。人类劳动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是粮食属性

衍生的内在动力，而社会经济发展是推动粮食属性衍生的外部动力，粮食属性在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复杂化，使粮食成为武器和资本品。



2. 启示

首先，人类粮食问题是有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综合问题，并且是贯穿人类社

会经济发展过程的永久性问题。解决粮食问题需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

人的关系，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粮食市场制度，追求社会公平。

    其次，粮食理论分别围绕三大系统中与粮食属性相对应的问题，形成相互关联

的粮食理论，包括粮食生产的生态环保理论，生产、流通、储备和市场理论，保障

社会稳定发展的粮食安全理论。      



再次，应用粮食理论解决粮食问题，政府需要采取农业资源保护政策，

促进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合理设计粮食市场制度及交易和流通政策，政府

为粮食安全采取社会公平和利益公平的政策，公平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首要目标。

    最后，粮食属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突出认识和

解决粮食问题手段的系统性、全面性和综合性，从技术和制度，政府和市

场，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采取配套和协调的政策和措施。



二、粮食安全

1972～1974年，世界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联合
国于1974年1月在罗马召开了世界粮食大会，通过了《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世界宣
言》，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理事会也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

    1983年4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总干事爱得
华·萨乌马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
既能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其中包含着三个内容：

     ①必须有足够的粮食来生产基本食品；

     ②最大限度地维护粮食分配的公平；

     ③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有能力自己购买到粮食。      

（一）什么是粮食安全？



全球粮食获取能力

国家粮食净进口量 国家粮食生产能力

国家粮食获取能力

家庭及个人粮食获取能力 家庭“全部收入”

粮食安全 保健 健康 其他基本需要及非基本需要

全球层次

国家层次

家庭层次

个人层次

图  粮食安全：从全球粮食获取能力到个人营养安全

营养安全

（二）粮食安全的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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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粮食安全二维空间

（三）提高粮食保障能力



三、中国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总产量 从1.13增加亿吨6.58亿吨；人均粮食产量从209公斤增加到472公

斤。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经历了一个从 “不安全”到 “安全”的四个阶段的变化过程。

第一阶段（1949-1963）生存线（250kg）以下。    

第二阶段 （1964-1982）生存线以上（250-300kg）。

       第三阶段 （1983-2009年）温饱线以上（300-400kg）

第四阶段（2010年以后）安全线以上（400kg）以上。

1.历史背景：新中国建国70年（1949-2019），10月14日发布《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国际上关于粮食安全的标准有
三条线，分别是谷物自给率达到
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400公斤
以上、粮食储备达到本年度消费的
18%以上。

（一）当前粮食安全的背景



图：1949-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总人口和人均粮食产量



1962～2017年间，中国谷物产量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高达24.3%。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变化的根本因素是“人-粮”数量关系的改变，数量背后是目
标、质量、结构和性质的变化，反映在政府政策（宏观）和农民行为（微观）的
变化。



2.政策背景：中国粮食安全政策新目标

1996年10月《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立足国内

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战略，并要求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

不低于95%。

2011年《全国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确保自给

率95%以上，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自给率达到100%

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新战略，确立了“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新目标。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提出，

2020年小麦、稻谷自给率为100%



3.产业背景：农业产业面临冲击

中国粮食安全的威胁是粮食产业不安全：来自宏观环境和资源禀赋；微观主体和组织

农业竞争力的四个层次

2

3

4

1

4.农业竞争优势产业环境持续力

3.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竞争力

2.农业资源要素竞争力

1.农产品竞争力

耕地：2014年中国耕地面积占世界
的7.5%；人均耕地面积1.16亩，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39.8%。
   水资源：2014年中国可再生淡水资
源仅占世界的6.6%；人均可再生淡水
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4.8% 。
   农户：小、散、弱、兼。全国农业
生产经营户，1996年为19309万户2016
年为20743万户；农民人均纯收入中，
种植业经营净收入占比1985年为48%、
2017年为18.8%



图：1998-2018年中国粮食和谷物自给率

2017年中国谷物自给

率为98.04%，能够保障口

粮自给，2017年进口大豆

9552.6万吨，创历史最高

纪录。

如果将大豆计算在内，

粮食自给率2006年跌破95%

的基本自给线，2012年跌

破90%的安全水平线，2017

年下降至85.26% 



1.新阶段
（1）高安全水平：生产、消费。生产供应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高安全水平：消费数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欧美（FAO）。2019年全球粮食

安全指数国际排名在1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35.
 （2）高开放水平：内外双循环格局  （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粮食和生态“双安全”

问题）
农业贸易开放程度全球领先。WTO成员国农产品关税62%，我国15.2%，印度

113.1%，日本大米778%。农业贸易深入融入国际市场。农产品进出口（净）额，粮
食进出口（净）量。

2. 新挑战
（1）想挡挡不住
（2）想做做不了
（3）想进有风险

（二）我国粮食安全进入新阶段的新挑战



（三）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的问题

政府提供粮食安全公共物品的责任越来越重了；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越来越低了。粮食生产的政府稳粮目标和农民增收目标矛盾。

问题表现：政府的安全责任（粮食口粮化）与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非

粮化、非农化、土地撂荒）背道而驰。

解决问题的方向：找到宏观和微观目标的统一，农民和政府为提高我国

粮食产业竞争力而共同努力。

破解难题的“点”在“食物安全”，宏观和微观的统一。



三大关系 人粮自然关系 人粮经济关系 人粮社会关系

宏观（政府） 人口增长 经济基础 公共产品

微观（农民） 生存 生产 养活

社
会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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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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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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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观和微观视角下“人-粮”关系

（一）“人-粮”三大关系



（二）富国与穷国“人-粮”关系：

富国和穷国与富人与穷人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富国富人食物的非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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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 小康 相对富裕贫穷 富
裕

中国从贫穷到富裕的变化



（三）“人-粮”关系的宏观和微观变化

宏观（政府）目标：从公共安全责任抓粮食，包括资
源环境（生态安全）和口粮安全(社会安全)，注重粮食在
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功能，而在经济系统的功能弱化。

措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不同于“藏粮于民”和
“征粮入库”。
    微观（农民）：从增加收入抓生产，注重经济系统功
能，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功能弱化。

宏观和微观“人-粮”关系的统一，“点”政府在自
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人-粮”关系和农民在经济系统的
“人-粮”关系的协调。

破解难题的努力方向：政府政策让农民生产优质口粮，
粮食增产，粮农增收。



五、保障我国今后粮食安全的措施

（一）粮食安全：以“口粮安全”为核心的食物安全

保障“口粮安全”为“吃饱”；保障“食物安全”为“吃好”。

    “吃饱”靠自己，中国人吃中国饭（米和面），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吃好”靠国际，中国人食世界物，餐桌上摆满全球农产品。



2.国内粮食生产体现利益公平

（二）中国粮食安全战略

1.自给率不断下降，但是要坚守安全底线。

粮食进口能力

本国粮食生产能力

中国粮食保障策略变化

4.粮食安全在国家安全能力提升中得到保障。

3.适应国家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粮食安全策略不断调整。



1.保“口粮安全”措施：“五保”
（1）保地：面积（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用途、效率
（2）保水：水源，水利（基础设施和灌溉技术）。
（3）保种：中国人吃中国粮，中国粮用中国种。
（4）保农：培育现代化的粮食生产经营主体。
（5）保供：安全储备，保障供给。

2. 提升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的措施
（1）保核心资源：耕地水源，生态环境。
（2）淘汰传统粮农：为现代粮农成长提供空间。
（3）培育粮食企业：参与世界市场竞争。

（三）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措施



1.弱化产量导向，增强竞争力导向。
从封闭条件下的“产量”，转向开放条件下“竞争”。增强产量导致成本增

加，价差更大，进口更多。（1）支持方式：价格支持？补贴？保险？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高标准农田；灌溉、道路运输、冷链建设、仓储；科技研发、测土
配方、统防统治、检验检测；市场信息供给、期货保险市场体系和队伍建设。（2）
保护/支持制度设计 符合/对接 现行规则；防范/储备 未来规则。 （3）贸易谈
判/为谈判做准备。（4）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绿箱政策
2.进口多元化战略

（1）全球资源分布
（2）外部风险控制：贸易稳定性；价格波动性；运输便利性。
（3）走出去。技术、市场；环境、文化；规则，政策。

3.强化需求侧管理
（1）减少浪费。发达国家浪费最多。
（2）营养管理，消费引导。

（四）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策略



1.靠国内资源“保口粮”有底气。

2.靠经济发展“买全球”有财力。

3.靠军事外交“通世界”有后盾。

（五）保“食物安全”的国家安全一体化



朱晶 2020.11.22  南京林业大学论坛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DSS15,DSS17 后疫情时代中国农食系统发展的思考
樊胜根 中国农业大学 2020.11.28 四川眉山

一、全球及中国农食系统面临的挑战
（一）全球食物系统已受到威胁：1.土地：农业挤压环境安全边界
2.空气：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
3.农业风险威胁健康。食品安全、抗生素、人畜共患病
（二）中国农食系统成绩

食物不足发生率从2003年的15.9%下降到2019年的2.5%以下（FAO）
食物安全有保障。

（三）促进食物增长面临长期制约
产能透支；
成本仍在上升；
经营方式小农副业；
保护受限。黄箱空间收窄；绿箱总量受限于财力。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挑战与农林人才培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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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冠疫情对全球及中国农食系统的冲击
1. 穷人和饥饿人口增加
2. 行动和流通受限，损失增加。
3. 小农和低收入遭重创
二、未来农食系统转型重塑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家目标、全球目标
三、政策、制度、技术食转型关键抓手
（一）政策创新

推动健康饮食
改善可获性和支付能力。
营造食品行业健康饮食环境，不过度加工。
减少浪费
包容性和安全食物生产支持政策。

（二）技术创新
1. 增产抗病、低碳节水、营养健康。
2. 发展可持续集约型和注重营养的技术。绿色增产增效技术。
（三）制度创新

有效治理
土地制度
生产性社会保障体系
安全食品链。



构建粮食安全双循环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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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强 四川眉山 2020.11.29上午
一 中国粮食安全道路

1.粮食安全战略：2013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1）国内粮食生产体系---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以我为主、立足国内”，“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
（2）粮食储备体系----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市场稳定
（3）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统筹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资源。适度进口，缓解资源压力，集中资源确保口粮安

全。
3.资源配置结构：国内+国际
农业资源总需求：2017年38.5亿亩。国内能力25亿亩，其中粮食17.7亿亩占71%，非粮7.3亿亩占29%。国际

进口13.5亿亩。
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
（一） 现代化下半程重大战略部署
1.时间压缩型工业化：从工业化初期到中后期，再到基本现代化，西方200年，中国40年。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发展阶段转换跃迁
（二）世界变局：东升西降
粮食安全双循环新格局
2020-2050土地资源自给率从65%下降到58%。



我国粮食安全目标体系：历史演进和“十四五”时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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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萍 黑龙江社科院农发所 2020.11.28下午  四川眉山

一 FAO粮食安全标准演进： 
2项标准：1974年《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数量安全+供应能力

3项标准：1983年，+购买能力。国家粮食自给率达到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0公斤；
粮食储备领导达到年消费量的18%，14%为警戒线，低于14%为粮食紧急状态。

5项标准：1996年《罗马宣言》，+质量安全+品种结构
6项标准：2001年世界粮食大会：+无污染+无公害

一 我国粮食安全目标体系演进
1949-1978年：粮食数量和其他目标。
1979-2012年：数量+品种+质量+结构。

1982年“品种“目标。
1990年“质量“目标
1996年“结构“目标，确立95%自给率目标，2008年世界完善的国家粮食安全指

标体系。
2013年至今：数量（适度进口）+品种+质量+结构+农业可持续发展（2014年）



参考文献

[1]肖国安. 论粮食的属性、特征及安全保障[C]//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第五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04-422.

[2]李贺军.从粮食商品的特殊属性看如何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J].中国粮食经

济,2008(09):11-13.

[3]刘晓雪,李书友.中国粮食市场60年发展历程与变迁特点[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0,25(02):1-5.

[4]朱晶,臧星月,李天祥.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防范[J].中国农村经济,2021(09):2-21.

[5]周立.世界粮食危机与粮食国际战略[J].求是,2010(20):56-58.

[6]陈百明,周小萍.中国粮食自给率与耕地资源安全底线的探讨[J].经济地理,2005(02):145-148.

[7]罗海平,黄彦平,张显未.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主要挑战及应对策略[J].新疆社会科学,2023(04):31-

43+154-155.

[8]孔祥智,宋乐颜.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内涵、挑战与对策[J].农村经济,2023(05):8-15.

[9]韩广富,韩晓.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研究[J/OL].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9.


	幻灯片 1: 第七章 粮食安全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二）观点评述
	幻灯片 7: （三）粮食三大属性及其关系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幻灯片 35
	幻灯片 36
	幻灯片 37: 构建粮食安全双循环新格局
	幻灯片 38: 我国粮食安全目标体系：历史演进和“十四五”时期选择
	幻灯片 39: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