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产销平衡视角的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粮食供应不足的状况明显改善，但是，区域粮食供求无论总

量还是结构，仍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不断加剧，城镇居民生活条

件改善，高蛋白食品需求日益增加，粮食供求区域性矛盾将不断加剧。粮食供应的时空分布是粮食

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鉴于各地区在粮食生产和消费上存在着差异性，这种格局通过粮食生产和流

通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粮食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性粮食短缺问题成为了新时期粮食安全研究

的新课题。本文根据各省（区、市）的粮食供销状况，在明确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平衡区三

大区域的基础上来研究粮食平衡问题，并针对不同地区粮食供销状况设定粮食安全保障重点，提出

了构建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

一、研究分析方法

1 .理论基础

粮食供需平衡是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所谓供需平衡，是指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一种平

衡状态，也即是说，由实物运动通过各种流通渠道形成的总供给和由价值运动通过各种分配渠道形

成的总需求基本相等。粮食供需平衡是粮食供给能力、需求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如粮食生产政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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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粮食供应时空分布是否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区粮食安全目标能否

实现。根据各省（区、市）粮食供销状况，本文首先确定了国内粮食产销的三大区域，即粮食

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平衡区，然后针对不同地区粮食供销状况来设定地区粮食安全

保障重点和保障任务，接着阐述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利益调控和协调机制，最后提

出构建地区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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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市场发育水平、粮食流通及储备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粮食供需平衡主要表现为三

种形式：（/）时间平衡。通过粮食的库存储备调节制度，把丰收年份的粮食储存下来以备减产年份消

费，利用时间差来缓冲供求之间的不平衡矛盾；（0）空间平衡。由于各区域在粮食生产上具有不同的

条件，某些地区粮食生产过剩，某些地区却因生产条件差而严重缺粮。若通过区域间流通使粮食达

到供需平衡，就实现了空间平衡。（1）结构平衡。结构平衡是指一定时期内的总需求结构与同一时期

的总供给结构的一致或基本一致状态。在现实的粮食供需平衡中，我国粮食供求矛盾呈现短缺与过

剩并存的局面，即优质粮和专用粮短缺，而劣质粮过剩，积压严重，粮食供需表现为结构性不平衡。

2.分析方法

本文以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台湾省除外），利用局部均衡理论对各省、自治区、

直辖区的粮食供求状况进行分析；需特别提及的是，本文中的粮食指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谷物、豆类、

薯类，其中谷物包含稻谷、小麦和玉米。模型方程体系的基本构架如下：

假设一国粮食完全自给自足，则当年总供给量（QQ）等于总生产量（NBO），当年总需求量（BB）等
于国内总消费量（RAO），即当年总人口（NMN）乘以当年人均消费量（NAA）。具体表达式如下：

SS=PDQ

DD=TCQ=POP×PCC

如果一国粮食不完全自给自足并存在粮食储备变化，则总供给量就等于生产量加进口量（RKO）
再加上前期库存量（QI（+/）），总需求量就等于总消费量加上出口量（RVO）再加上同期库存量（QI）。
则有：

SS=PDQ+TMQ+SK（-/）
DD=TCQ+TXQ+SK=POP×PCC+TXO+SK

由于我国粮食库存属于高度机密，无法获取准确库存数据，因而本文采用3年粮食生产和进出口

平均数据，最大限度地平滑库存数据Y/[。则有：

ADQ=TPQ-TXQ+TMQ/POP

其中，?BO为全国人均粮食需求量；TPQ为 /77/+/773年和 0..7+0./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平均

值；TXQ为/77/+/773年和0..7+0./1年全国粮食出口量平均值；TMQ为/77/+/773年和0..7+0./1
年全国粮食进口量平均值；POP为/77/+/773年和0..7+0./1年全国总人口平均值。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粮食余缺量：

MIQ（或MOQ）=MPQ-MOP×ADQ

其中，KGO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短缺量；KMO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剩余量；KMN为
/77/+/773年和0..7+0./1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平均数量；?BO为全国人均粮食需求量。

二、粮食供求地区平衡状况

粮食产销区是粮食生产和消费相似且地理位置基本成片分布的区域。按照产销区间的粮食调

出和调入特征，将粮食产销区划分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平衡区。粮食主产区生产条件

较好，粮食产量较高，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基础上还可调出商品粮；粮食主销区一般人口众多、资源

条件薄弱，粮食产量无法满足自身消费需求，需从外部调入粮食；粮食平衡区则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的自产自销地区。本文利用/77/+/773年和0..7+0./1年宏观统计数据并依据局部均衡模型的计算

结果，将我国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划分为以下三类区域：（/）粮食主销区，即粮食年度剩余量大于

/..万吨；（0）粮食平衡区，即粮食年度余缺量小于/..万吨；（1）粮食主销区，即粮食年度短缺量大于

Y/[为体现不同地区供求的差异，本文采用跨度/.年以上的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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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具体计算结果见表/和表0。
1.粮食产销布局现状

从 /77/+/773年和 0..7+0./1年的产

销平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粮食作物生产

布局区域格局变化特征明显，粮食主产区

重心呈现北移，趋向东北和黄淮地区。南

方粮食生产地位弱化的主要原因是华东、

华南和西南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比

重下降，北方粮食生产地位加强的主要原

因是东北和黄淮海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

总产比重上升。总的来看，我国粮食作物

生产布局正逐步向耕地资源相对丰富、农

民兼业机会较少、生产经济效益较高的中

北部地区转移，粮食主产区由“南北格局”

变为“北粮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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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从长远看，粮食供给重担将集中在主产区，粮食供求形势不容乐观。

（0）主产区与主销区粮食供求缺口扩大

我国粮食主销区省份由 0.世纪 7.年代的 //个增至 0./1年的 /4个，主产区则由 /1个减少到 6
个。随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的北移，南方粮食生产比重的下滑及南方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给区域粮

食供应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主销区粮食产需缺口逐年扩大，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

海南5个主销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已由/77/年的/0,0％下降到0..6年的3,3％，产需缺口由0..7
年的263.万吨扩大到0./1年的33..万吨。粮食主销区的年度粮食短缺的逐年拉大，与其农业生产

相对比重较小有非常大的关系。主销区非农产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促使了区域农业生

产的人力和耕地减少。位于东南沿海、直辖市的主销区，其农资和人工价格上涨，粮食种植成本不断

上升，种粮效益日趋下降，弃农或者部分大田作物农户改变种植结构，导致粮食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日

益加重。

（1）东北与黄淮海粮食生产区承载任务艰巨

随着粮食主产区北移，主产销区的粮食缺口不断加大，东北、黄淮海地区将更多地承担起我国粮

食生产重任，但其承载能力却有限。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稻米消费“以粳代籼”的趋势不断强化，对

生产“粳米”的东北主销区实现增产和提高其在全国稻谷生产中的相对地位提出了强烈要求。此外，

耕地开垦向东北及西北地区转移，占用大量草地及林地资源，对东北及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

表2 全国各省区粮食产量和消费平衡表（2009-2013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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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压力；并且，西北水资源不足，东北地区新开垦耕地资源热量不足，粮食单产较低。东北地区工

农业资源濒临衰竭，耕地开发已经饱和，有的地方过度开发，黑土资源侵蚀严重。东北耕地有限，玉

米多实行与大豆轮作，在大豆增产的背景下，玉米产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而且相当一部分玉米质量

不高，水分含量过高，无法满足加工需求。

三、粮食供求不同地区结构分析

1.粮食主产区

（/）粮食主产区供求特点

从各地区的粮食生产集中度指

标看，黑龙江、吉林、河南、内蒙古、

安徽、山东等地区为我国传统粮食

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10,41％，

每个地区粮食生产集中度均在 3％
以上，其中河南达到了 7,64％。主

产区粮食生产的区位优势明显，耕

地、水、气候等资源环境条件优越，

农田基础设施具备条件，农民种田

技术和农业机械化水

平较高。主产区粮食

播种面积稳中有升，

从 /776年的 262./千
公顷增加到了 0./1年
的 3/7/6千公顷，粮食

产量达到 044.7百万

吨。可见，粮食生产

重心更加倾向主产区，粮食主产区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粮食供求品种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均存在不

平衡。例如，辽宁的大米、玉米产销差为正，小麦、大豆产销差为负；吉林的大米、玉米、大豆产销差为

正，小麦产销差为负；黄淮海小麦、玉米产销差为正，而其中河北和山东大米产销差为负；湖北的小

麦、大米产销差为正，大豆、玉米产销差为负；黑龙江、河南、安徽四大品种产销差均为正。

（0）粮食主产区保障重点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基本良田数量不能减少、质量要不断提高；合理平衡稻谷和小麦种植结构，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从粮食产量上，确保粮食主产区产量不低于全国产量的5.％，粮食自给率稳定在

/3.％以上；确保黑龙江、吉林、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粮食主产区的地位不变；保持合理粮食储备

水平，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保持在合理规模水平。粮食库存品种结构趋向合理，小麦和稻谷比重不

低于5.％。

（1）粮食主产区粮食保障任务

以市场为导向，调控粮食总量及品种结构。根据市场需求搞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充分考虑粮食主产区各地的农业资源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结构，合理优化农业种

植结构。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提高粮食产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高低关系到粮食的有效

供给，必须把保护耕地、保护和净化水资源放在突出位置，提高基本农田的粮食产出能力、农业基础

设施抗灾减灾能力。促进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有效对接，建立对粮食生产者的利益补偿机制。体

表3 粮食主产区不同区域分布状况（1991-1995年平均）

类型区

东北

黄淮海

长江中下游

西北
黄河中上游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河北
山东
河南
湖南
湖北
江西
江苏
安徽
新疆
内蒙古

人均占有粮
385.5
802
687.4
360.8
431.4
358.7
435.8
437.1
425.7
468.8
379.2
443
462.3

人均消费粮食
363.6
504.4
548.2
325.8
386.4
326.5
431.2
375.7
347.6
450.1
362.8
403.8
444.9

人均产销粮
21.9
297.3
139.2
35
45
32.2
4.6
61.4
78.1
18.7
16.4
39.2
17.4

表4 粮食主产区不同区域分布状况（2009-2013年平均）

类型区
东北

黄河中上游区
黄淮区

长江中下游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吉 林
内蒙古
河 南
山 东
安 徽
湖 南
江 西

粮食产量（万吨）
3425.47
2621.00
1762.88
4892.54
3978.42
2826.73
2704.40
1827.32

粮食消费量（万吨）
1519.12
1082.10
952.82
3758.41
3698.25
2459.92
2551.90
1725.23

余缺数量（万吨）
1906.35
1538.90
810.06
1134.13
280.17
366.81
152.50
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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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和机制性矛盾是导致粮食供求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实现粮食安全就必须充分调动产销双方

的积极性，尤其要考虑主产区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否则就难以实现产销间的良性互动。加强粮食物

流体系建设，加快主产区商品粮食的市场实现。粮食物流体系是粮食物流及整个粮食流通顺畅运转

的支撑，要使主产区粮农生产的商品粮食及时售出并快速向销区流动，就必须重视和加强粮食物流

体系建设。

2.粮食主销区

（/）粮食主销区供求特点

粮食主销区耕地资源十分紧缺，可开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并且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产量较高

的一些耕地正逐年减少；尽管受技术进步影响，粮食亩产不断增加，但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量却逐年减

少，调入量持续增加。0./1年主销区粮食播种面积134/4千公顷，较/773年减少5753千公顷，减幅近

0.％；主销区粮食产量由/773年的/635/万吨下降到0./1年的/36/1万吨，降幅达/3％；北京、天津、

上海、福建、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粮食自给率也非常低，其中上海仅为/3#。粮食

调入区域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特大城市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该区域粮食自给

率非常低，平均为0/％；二是东南沿海发达区域，包括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四省，该地区工业和城镇

化增长迅速，粮食消费量增长较快，农业生产侧重于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三是耕地资源贫乏、气候

相对脆弱的西南与西北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陕西、山西、青海、甘肃等省、自治区，该地区粮食

生产发展虽然较快，但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自给率不足。据初步测算，西部/0个省（区、市）0..6年
粮食缺口扩大到/...万吨以上（王玉斌、蒋俊朋* 0..5）。

（0）粮食主销区保障重点

维持粮食自给率不低于4.％；确保西南、西北主销区的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对特

大城市区域与东南沿海区域的粮食储备品种结构要结合市场需求区别对待，保持合理粮食储备水

平，确保特大城市能够满足/.天供给的成品粮储备，使库存品种结构更趋向合理；建立健全“四散化”

粮食物流体系；加快发展以散装、散卸、散存和散运为特征的“四散化”粮食现代物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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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粮食平衡区保障重点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证基本良田数量不能减少；优化区域内部种植结构，粮食自给率稳定在

7.％以上；保持合理粮食储备水平，建立健全“四散化”粮食物流体系。

（1）粮食平衡区粮食保障任务

在加快城镇建设的同时，做好基本农田保护和高稳产田建设工作，根据区内优势培育新的粮食

生产基地；加大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加大土地复垦整理力度，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治理以及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高耕地产出率；加大粮食增产新技术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力度，依靠科技提高单产。从

市场经济规律出发，发展现代粮食市场流通体系，培育粮食市场主体，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

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各类粮食市场，加强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监管；加快建立健全协调统、开放有

序、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有机结合的多层次粮食市场体系，保证粮食供应机制的有效运转。

四、地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平衡主销区利益

粮食产销区在不同时段有不同需求，需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协调机制。对主销区而言，要打破

区域封锁和行业壁垒，引进粮食主销区购销大户开展委托收购、联合收购，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合作

关系。对于主产区而言，要发挥国有收购企业的力量，加大收购力度，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等力量引导

其他收购经营者帮助主产区做好粮食的收购、运输、储备工作。

2.扶持物流企业，提高粮食运输效率

为了适应粮食流通“四散化”的发展趋势，政府应在改造资金上给予支持，加快粮食物流设施改

造。东北地区粮食南运主要依靠铁路运输和水上运输，运输过程运费高、损耗大、效率低，造成物流

企业成本高、利润薄。政府应该鼓励铁水联运，对国有粮食物流企业在运费上给予补贴，调动粮食物

流企业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物流运能和效率。

3.优化储粮结构，节约储粮成本

为实现粮食储备功能并提高运行效率，应实行动静结合的储备库存结构。一方面，储备库中在

任何时点都要有保质、保量的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对于轮换出的粮食要通过粮食市场参与市场运

作，实现低成本的轮换更新，从而提高储备效率。此外，储备粮应以满足市场需要、满足居民的消费

需求为安排储备粮品种结构的依据。

4.优化粮库布局，提高保障水平

建立便于运输，流向合理，网络分布，运转灵活的粮食仓储设施布局体系。国家粮食储备库建设

应重点放在主销区，围绕铁路干线等新建的交通动脉建设新库，扩充原有仓库的库型，实现点轴结合

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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