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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视角下保障浙江粮食安全的思考 

高松青 

( 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6) 

【摘 要】浙江是我国第 2 大缺粮省份，针对浙江粮食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粮食产需缺口扩大、自给率逐年降低、

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警戒水平等现状，提出从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入手，打通粮食上下游产业链，为浙江铸造起

一道粮食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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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 1 号文件都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

今年全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确立了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当

前，世情、国情、粮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受国际政治、经济、气候、军事、投机等因素的交叠影响，近年来国际市场粮食价

格波动较大较快。从国内看，粮食生产实现 “十连增”，2013 年粮食总产量突破 6 亿 t，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增强，但粮食供

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2013 年我国谷物进口接近 1 500 万 t。浙江曾经是粮食主产区，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日益密集的产业和人口挤占了有限的耕地资源，全省粮食生产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自

给率逐年降低，已成为粮食主销区，是我国第 2 大缺粮省份。浙江粮食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粮食产需缺口扩大，省内粮源减少、

保障全省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任务艰巨。 

1 浙江粮食安全的现状 

1. 1 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保持稳定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且逐年加大扶持力度，加上市场粮价回

升，农民的种粮效益有所提高，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定，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保持在 133. 3 万 hm2和 800

万 t 左右。2011 年，浙江省政府出台 《浙江省粮食生产能力和功能区建设 “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力争年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130. 0万 hm2、总产量 800 万 t，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 33. 33 万 hm2。2013 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 125. 

37万 hm2，比上年增 0. 21 万 hm2，增 0. 17% ; 平均产量 5 854. 5kg · hm－ 2，比 上 年 减 295. 5 kg ·hm－ 2，减 4. 

8% ; 总 产 量 733. 9 万 t，比 上 年 减 35. 9 万 t，减 4. 7% ( 图 1) 。浙江省粮食生产总体保持稳定，但受种粮比较效

益偏低、种粮成本持续上涨、极端天气频发等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一旦黑龙江、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发生大的灾害，

就可能爆发粮食安全问题。 

1. 2 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 

                                                           
【收稿日期】2014-10-12 

【作者简介】高松青 ( 1983 － ) ，女，山东临沂人，经济师，硕士，从事农村发展研究工作。E-mail: 191697221@ qq. Com. 



 

 2 

我国传统的 3 大粮食主产区，一是长江流域，二是黄淮海平原，三是东北地区。在历史上，中国粮食供应一直是 “南粮

北运”，但是最近十几年，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开始由南向北、由东向中逐步转移，“南粮北运”也变成了 “北粮南运” “中粮

东运”。浙江省调入粮食的主要来源是东北 3 省、内蒙古、江苏、安徽、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也有从国外进口，

对外依存度较高。据有关部门测算，2013 年浙江省粮食自给率为 35% ，供需缺口约 1 300 万 t，已超出 “十二五”规划控

制目标; 预计到 2020 年，粮食自给率每年将下降 1 百分点，供需缺口将扩大到 1 600 万 t 以上。 

早在 2000 年初，粮食紧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东北 “大粮仓” 要粮的思路，在全国率先与黑龙江开展省际粮食产销合作。

作为承担浙江省 “北粮南运”主要任务的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2011年起至 2014 年 7 月底，累计实现东北粳稻 ( 米) 调入

浙江省内市场总量 21. 03 万 t。目前，省农发集团拟在东北建设稳定粮源基地和粮食物流中转基地，每年直接增加粮食收储

能力 100 万 t 以上，增加营口铁水联运能力 50 万 t 以上，有效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 

1. 3 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警戒水平 

人均粮食占有量是反映一个国家 ( 地区) 粮食安全程度的综合指标。在一国 ( 地区) 粮食总产量一定的情况下，平均每

个国民的粮食占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 ( 地区) 粮食安全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越高，粮食安全水平也越高，相反则粮

食安全水平越低。我国粮食安全领域的主流观点是必须保障每年人均 400 kg 粮食以上。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人均

占有粮食高于 400kg，粮食安全有保障; 在 350 ～ 400 kg 之间，是紧平衡; 低于 350 kg，会发生粮食危机。从浙江实际来

看，1978 － 1992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在 350kg 以上，个别年份超过 400 kg; 1993 － 1999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

在 300 ～ 350 kg; 2000 年以来，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下降，2013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733. 9 万 t，常住人口 5 498 万人，

人均粮食占有量跌至 133. 48 kg，远低于警戒水平，粮食安全状况堪忧 ( 图 2) 。 

 

2 打造粮食全产业链，共筑粮食安全屏障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涉及粮食生产、流通、消费、调节和政策导向等方方面面，只有打通粮食

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才能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为浙江铸造起一道粮食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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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上控粮源，把控粮食生产环节 

多渠道掌握稳定的粮源，是保障浙江粮食安全的核心。一是加强省内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统筹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

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资金，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坚持 “十二五”期间新建 33. 33 万 hm2粮食生产功能区的目

标不放松，确保浙江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二是完善省外粮源收储体系。针对浙江粮食增产潜力小、缺口大的实际，重点打

造以黑龙江为重点的晚稻基地，以江西为重点的早稻基地，以河南为重点的小麦基地等，深化与粮食主产区的产销合作，到主

产区搞订单、建基地、抓粮源，确保粮源和市场的稳定。三是健全粮食安全应急保障体系。认真落实 《浙江省粮食安全预案 ( 试

行) 》各项要求，形成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粮食应急网络，充分发挥地方储备粮市场供求的 “调节器”、救灾应急的“蓄水

池”和战略安全的 “保障屏”作用。 

 

2. 2 中活物流，打通粮食流通环节 

一是探索在东北沿海港区建设大型粮食物流加工中转基地。通过与浙江舟山、宁波等地港口的无缝化对接发展铁水联运，

突破山海关铁路瓶颈制约，打通 “北粮南运”主通道。二是建立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粮食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不断提高

粮食储运 “四散化” 水平，真正做到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扩大物流总量。三是推进“智慧粮库”建设。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全面改善仓储及物流设施条件，通过新建一批新库、改造部分旧库，提升一批老库，提高科学储粮能力，确保

省外粮食 “拿得到、运得回、储得好”。 

2. 3 下拓渠道，盘活粮食消费环节 

一是完善粮食批发市场体系。通过建设一批集批发、仓储、物流、结算、展销、拍卖、价格发布、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新型粮食物流中心，逐步形成以杭州为中心，辐射全省的现代化粮食批发网络。2013 年，浙江省 30 家粮食批发市场全年成

交粮食 690 万 t，比上年增长 5. 5% 。二是打造粮食终端销售体系。发展粮食零售超市和便民连锁店，推进电子商务，发展

配送服务，拓宽粮食供应渠道。三是培育大型骨干粮食企业。充分发挥大型骨干粮食企业在 “米袋子” 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使其成为政府调控市场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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