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１ 卷第 １ 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４１ ，No ．１
Jan ．２０１１

主题研究 ：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论观察 DOI ：１０ ．３７８５／j ．issn ．１００８‐９４２X ．２０１０ ．１１ ．１１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０ １１ １１ 　 ［本刊网址 · 在线杂志］ ht tp ：／／www ．journals ．zju ．edu ．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２０１０ １２ ２１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０５７１０７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０５JJDZH２４７）
［作者简介］ １ ．陆文聪 ，男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分析及农业发展与

政策研究 ；２ ．祁慧博 ，女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业技术经济与政策研究 ；３ ．李元龙 ，

男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分析研究 。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粮食供求变化趋势

陆文聪 　祁慧博 　李元龙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９）

［摘 　要］中国粮食供求变化不仅影响国内粮食安全 ，且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互动关系日益明显 。考虑

未来人口 、经济和资源状况的同时 ，有必要纳入一些新的情景以突显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粮食供求变化趋势 。

模拟结果表明 ，人民币升值将刺激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 ，而对中国玉米和豆类供求均衡的负面影响较大 ；全

球生物燃料发展将扩大全球粮食供求缺口 ，且世界粮食供求格局变动可能使中国未来国际粮源发生转变 ；

国内粮食补贴的提高对长期的粮食增产效应显著 ，但粮食供求结构矛盾日益突出 。为实现中国粮食供求平

衡 ，应完善国内粮食市场机制 ，调整国内粮食供求结构 ；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 ，灵活调节国内粮食余缺 。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 ；粮食供求 ；变化趋势

The Tendency of China摧s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under Globalization
Lu Wencong 　 Qi Huibo 　 Li Yuanlong

（The Center f or A 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j iang University ，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９ ，China）

Abstract ：China摧s grain supply‐demand variation affects its domestic grain security ，and obviously
interacts with the world food market ．Given the population ，economy and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some new scenarios into account to underline the tendency of China摧s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under glob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stimulates global
grain production and trade ，while it has some negative impacts on China摧s corn and beans ；global
biofuel development widens the gap between global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change of
world grain pattern may make a shif t on China摧s international grain resources ； the effect of
China摧s grain subsidies on grain production increase is significant in the long run ，but the acute
structure imbalance continues in grain market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grain market mechanism ，

adjust domestic grain supply‐demand structure ，and exploit international grain market to attain Chinese
grain equilibri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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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供求平衡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以来 ，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供求总量基本平衡 ，且出现了阶段性 、结构性剩余 ；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全面

放开粮食购销市场 ，又使我国粮食市场步入了主要由供求关系调节的新阶段 。至 ２０１０年 ，我国粮

食已连续六年增产 ，总产连续三年超过 ５亿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但是 ，国内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尚缺乏牢固基础 ，“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未根本

转变 ；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引发中国粮食消费总量迅速上升 ，需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特别

是全球化使得国内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 ，全球粮食消费结构升级 、各国农业政策调整 、

农业资源限制和自然灾害等导致的全球粮食供求格局变化 ，通过国际贸易传导机制与中国粮食市

场发生互动 。因此 ，将中国粮食供求问题纳入世界粮食市场 ，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新的粮食供求影响

因素 ，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命题 。本文通过模拟分析人民币升值 、生物燃料发展以及国内粮食

补贴提高等作用下未来世界和中国粮食供求格局的变化趋势 ，研究新经济形势下中国粮食供求问

题 ，对于灵活调整农业政策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一 、文献综述

Brown在考虑耕地减少 、生产率下降 、环境破坏等影响时对中国 ２０３０ 年粮食供求的悲观估

计［１］
，引发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基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粮食供求的历史变化 、影

响因素 、未来发展以及政策导向等进行深入分析 。为了系统反映粮食的产销布局及贸易联系 ，国际

学术界对粮食供求问题的研究采用了 AGLINK［２］
、WATSIM ［３］

、 IMPACT ［４］
、GTAP［５］

、

CAPSiM ［６］和 CAPSRS［７］等大规模分析模型 。这些主要基于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理论构建的全球

或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 ，由于各自在基础假定 、模型参数 、模型结构等方面的差异 ，预测结果存在

较大差距［８］
。同时 ，上述模型均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 ，忽视了中国不同地区在自然地理 、社会经

济 、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全国和区域粮食供求关系的影响 ，因此 ，无法体现中国农业发展

的特征以及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的问题 。

国内部分学者普遍基于“小国”假设 ，模拟分析了加入 WTO 、人口增长 、收入提高等因素对

中国粮食供求与贸易的影响［９］
。但在我国农业全球化趋势增强的环境下 ，这种忽视国内市场与

国际市场双向关联的假设和由此形成的模型结构 ，势必影响模型分析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信

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 ，有学者尝试采用将中国农业部门模型与全球贸易模型（GTAP）联结或将
有关国际市场价格预测数据直接导入中国模型等方法 ，但 GTAP模型对世界各国的 ５７ 个经济

部门尚缺乏完整 、统一的数据基础［１０ １１ ］
，而且与基于局部均衡理论的农业部门模型还存在明显

的结构差异 ，因此 ，采用这种方法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此外 ，目前国内文献专注于我国粮

食供求总量的变化问题 ，而尚未对粮食与油 、糖 、肉 、蛋 、奶等其他主要农产品之间和不同粮食品

种之间的市场供求互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也难以定量判断我国不同品种粮食的供需余缺及其

依存关系 。

综上所述 ，近年来国内外采用各种农业政策分析模型对中国粮食供求问题的研究 ，较少兼顾中

国粮食的结构性差异 。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 ，现有对中国粮食供求问题的探索主要局限于

对国内农业经济 、政策 、技术环境的影响分析 ，这不仅无法揭示国内外市场和各主要农产品市场之

间的互动关系 ，也缺乏就新兴全球性热点问题对粮食供求影响的科学预计 。本文试图弥补以上研

究不足 ，在原有“中国农产品区域市场均衡模型”（CARMEM 模型）
［１２］的基础上 ，构建了“中国世界

农业区域市场均衡模型”（Chinese World Agricultural Regional Market Equilibrium Model ，以下简
称 CWARMEM 模型） ，并根据中国到 ２０２０年农业发展宏观环境和政策条件而设计人民币升值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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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生物燃料发展以及国内粮食补贴提高等三种情景 ，通过 CWARMEM 模型模拟分析未来十年世
界和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 。最后本文总结国际和国内两个粮食市场互动变化下的中国粮食供求趋

势 ，由此提出实现我国粮食供求长期均衡的几点政策启示 。

二 、CWARMEM 模型 ：结构与数据

在市场化 、国际化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 ，中国粮食供求问题在以往研究论述的供求结构

矛盾 、水土资源约束 、人口和经济发展 、政策和技术变革等国内影响因素的基础上 ，有必要考虑国际

粮食市场格局变迁与我国粮食供求的联动关系 。本文采用的 CWARMEM 模型正是以中国粮食
问题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全球农业市场政策分析模型 ，基于“多市场 、多区域局部均衡模型”的一般假

设和“大国”假设 ：区域间农产品贸易一体化 ，中国国内与国际两个粮食市场通过粮食贸易而相互

影响 。此外 ，考虑到粮食与其他农产品互竞或互补的关系 ，本模型包含了小麦 、玉米 、稻谷 、薯类 、杂

粮 、大豆 、油菜籽 、棉花 、糖料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蛋类 、奶类 、豆饼 、菜籽饼与棉籽饼等共 １８种

主要农产品 ① 。模型包含 ３１个中国模型区（省区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将世界其他全部国家与

地区整合划分的 １５个国际模型区 ，预测范围覆盖到 ２０２０年 。

CWARMEM 模型运用一系列行为反应方程来描述农业生产和消费 、农业部门内部各生产活

动以及全球不同区域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他经济与环境资源变量和农业部门的关系 。方程体

系可划分为供给 、需求 、价格转移和市场均衡等四个主要模块 。

（一）供给模块

作物播种面积 ：

AL n
it ＝

AL n
i（ t－１） × ∏

k
（ERn

k ）β
n
ik × （１ ＋ α

n
it ）

LI nmax ，t × LI nmin ，t
，n∈ CN

AL n
it ＝

AL n
i（ t－１） × ∏

k
（Pn

s ，k ）
σ
n
ik × （１ ＋ γ

n
i t）

LInmax ，t × LInmin ，t
，n∈ NCN

（１）

其中 i表示作物产品种类（包含小麦 、玉米 、稻谷 、薯类 、杂粮 、大豆 、油菜籽 、棉花 、糖料） ，k表示所
有模型产品 ，n表示区域 ，t表示年份 ，CN表示 ３１个中国模型区（省区） ，NCN表示 １５个国际模型

区 ，A L表示播种面积 ，ER表示单位面积期望收益 ，β表示播种面积收益弹性 ，α表示播种面积外生

可变因子（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 、政策因素 、盐碱地面积比重 、干旱面积比重 、水土流失面积比重 、休

耕面积比重等） ，L Imax表示已用耕地面积与最大可用耕地面积的比率 ，L Imin表示已用耕地面积与最
小耕地面积限制的比率 ，Ps 表示生产者价格 ，σ表示作物产量价格弹性 ，γ表示单产外生可变因子

（研发投入 、水利设施投入 、自然灾害指数 ② 、作物复种指数） 。

单位面积期望收益 ：

ERn
it ＝ Pn

s ，it × YDn
it － Csnit ＋ Sdn

it ，n∈ CN （２）

其中 YD 表示单产 ，Cs表示单位面积生产成本 ，Sd表示单位面积生产者直接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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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模型仅涉及三种副产品（豆饼 、菜籽饼 、棉籽饼） ，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其与对应的三类主产品（大豆 、油菜籽 、棉花）之间的转

化及供求关系 ，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畜产品（猪肉 、牛肉等）的饲料需求 ，将农作物饲料供求 、副产品饲料供求与畜产品供求

状况相关联 。

自然灾害指数由作物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之比来表示 。



单位面积生产成本 ：

Csnit ＝ ∑
f
χ
n
if t × （Pn

f ，f t ）
κ
n
f t × （SI if t ）ρ

n
if t ，n ∈ CN （３）

其中 f 表示投入要素种类（劳动力 、化肥 、种子 、农药 、农业机械动力和农用塑料薄膜） ，Pf 表示投入

要素价格 ，S I表示农业补贴指数 ，χ表示单位成本外生可变因子 ，κ表示单位成本价格弹性 ，ρ表示

单位成本补贴弹性 。

作物生产量 ：

QSnit ＝ AHn
it × YDn

it ＝ AHn
it × YDn

i（t－１） × ∏
k
（Pns ，k（t－１） ）σ

n
ik × ∏

f
（Pnf ，ft ）φ

n
if × （１ ＋ γ

n
it ） （４）

其中 QS表示生产量 ，A H表示收获面积 ，φ表示要素需求价格弹性 。

作物用水量 ：

W Tn
it ＝ QSn

it × wrnit （５）

其中 W T 表示作物用水量 ，w r表示作物产量用水比率 。

农业用水约束 ：

W Tnmax ，t ＝ Max １ ，∑
i

W T n
it

AW nmax ，t （６）

其中 W Tmax表示已用水量与最大可用水量的比率 ，AWmax表示最大可用农业水量 。

耕地面积约束 ：

LInmax ，t ＝ Max
１ ，∑

i

A L n
it

M Init
CL nmax ，t

，LInmin ，t ＝ Min
１ ，∑

i

A L n
it

M I nit
CL nmin ，t

（７）

其中 M I表示复种指数 ，CLmax表示最大可用耕地面积 ，CLmin表示最小耕地面积限制 。

供水不足的作物减损面积 ：

ΔAW n
it ＝ W T nmax ，t － １ × A H n

it （８）

其中 ΔAW表示供水不足的作物减损面积 。

副产品生产量 ：

QSn
vt ＝ ∑

i
QSn

it × trnvit （９）

其中 v表示副产品种类（豆饼 、菜籽饼 、棉籽饼） ，tr表示转化率 。

畜禽产品生产量 ：

QSn
lt ＝ QSn

l（ t－１） × ∏
k
（Pn

s ，kt ）
σ
n
lk × （１ ＋ δ

n
lt ） （１０）

l表示畜禽产品种类（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蛋类 、奶类） ，δ表示畜禽饲养外生因子（畜禽疫病发生率）。

（二）需求模块

１ ．作物产品需求

口粮需求量 ：

QFn
it ＝ QPn

r ，it × POPn
r ，t ＋ QPn

u ，it × POPn
u ，t

＝ QPn
r ，i（ t－１） × ∏

k
（Pnd ，kt ）

ε
n
ik × （INCn

r ，t ）η
n
i × POPn

r ，t ＋ QPn
r ，i（ t－１） × ∏

k
（Pnd ，kt ）

τ
n
ik × （１１）

（ INCn
u ，t ）

ν
n
i × POPn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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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F表示口粮需求量 ，QPr 表示农村人均口粮需求量 ，QPu 表示城市人均口粮需求量 ，POPr

表示农村人口 ，POPu 表示城市人口 ，Pd 表示产品消费者价格 ，ε表示城市居民需求价格弹性 ，τ表

示农村居民需求价格弹性 ，INCr 表示农村人均收入 ，INCu 表示城市人均收入 ，η表示城市居民需

求收入弹性 ，ν表示农村居民需求收入弹性 。

饲料需求量 ：

QL n
it ＝ ∑

l
QS n

lt × f rnlit × ∏
k
（Pn

s ，kt ）
σ
n
ik （１２）

其中 QL表示饲料需求量 ，f r表示单位畜禽产品饲料消耗量 。

种子需求量 ：

QEn
it ＝ snit × AL n

it （１３）

其中 QE表示种子需求量 ，snit表示单位面积用种量 。

工业需求量 ：

QInit ＝ QIni（ t－１） × （１ ＋ Rn
I ，it ） （１４）

其中 QI表示工业需求量 ，RI 表示年农产品加工业增长率 。

其他需求量 ：

QRn
it ＝ QRn

i（ t－１） × （１ ＋ Rn
O ，it ） （１５）

其中 QR表示其他需求量 ，RO 表示年均其他农产品需求增长率 。

国家储备机制干预下的作物产品库存变化量 ：

STn
it ＝ SMn

it ＋ sinit × SRn
it × Max ０ ， １ －

Pns ，it
Pnmin ，it ＋ sinit × SRn

it × Min ０ ， １ －
Pns ，it
Pnmax ，it （１６）

其中 ST表示当期库存变化量 ，SM表示最小国家储备 ，si表示国家储备的制度性参数（０或 １） ，SR表
示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保护价时的国家储备量 ，Pmin表示最低保护价格 ，Pmax表示最高干预价格 。

作物产品总需求量 ：

QDn
it ＝ QFn

it ＋ QL n
it ＋ QEn

it ＋ QInit ＋ QRn
it ＋ ST n

it
（１７）

其中 QD表示总需求量 。

２ ．畜禽产品需求

畜禽产品总需求量 ：

QDn
lt ＝ QFn

lt ＋ QInlt ＋ QRn
lt （１８）

其中直接消费量 QF、工业需求量 QI和其他需求量 QR 的等式设计分别如式（１１） 、（１４）和（１５）所

示 ，此处的产品总需求量及人均需求量均指畜禽产品需求量 。

３ ．副产品需求

副产品总需求量 ：

QDn
vt ＝ QL n

it （１９）

（三）价格转移模块

生产者价格 ：

Pn
s ，kt ＝ Pw ，kt × ROEn

t × （１ － TCn
kt ） × （１ ＋ TX n

kt ） × （１ ＋ PSEn
kt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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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价格 ：

Pn
d ，kt ＝ Pw ，kt × ROEn

t × （１ ＋ TCn
kt ） × （１ ＋ TMn

kt ） × （１ － CSEn
kt ） （２１）

其中 Pw 表示按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价格 ，ROE表示汇率 ，美元兑换本国货币 ，TC表示贸易运费
占国际市场价格比率 ，TX表示出口关税 ，TM表示进口关税 ，PSE表示国内生产者价格补贴 ，CSE
表示国内消费者价格补贴 。

（四）市场均衡模块

全球净贸易量 ：

∑
n
QT n

kt ＝ ∑
n
QSn

kt － ∑
n
QDn

kt － ∑
n
ST n

kt （２２）

其中 QT表示净贸易量 。

在以上各模块中 ，生产反应关系表现为外生的生产资料价格 、技术进步率和各种补贴指数等指

标对农作物单产和播种面积决策产生影响 ；需求反应关系则分别体现为我国人口和收入变化引致

的口粮需求数量和结构变化 、工业化加快对种植业产品的工业需求变化以及畜产品发展带动的饲

料需求变化等 。各农产品之间通过生产与需求方程中的交叉价格影响而联系 ；各区域之间农产品

的供求则通过贸易和价格转移方程相连接 。在上述机制反复调节供求的过程中 ，加入各种农业政

策 、水土资源约束 、人口和宏观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外生变量影响 ，最终生成世界均衡价格 ，以使所有

区域 、各农产品市场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达到全球农产品市场出清 。模型通过 GAMS 软件计算
求解 ，并采取动态递归的方式 ，以各年基于上年模型内生决定的均衡解作为基期 ，并导入当年的外

生变量值 ，最终生成各年的均衡解 。

为了平抑单一年份作为基期可能带来的特定因素外生影响（如自然灾害等） ，模型中的生产 、消

费 、价格和贸易数据以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年的三年平均值作为基期 ，并据此建立基期不同的产品和区域

供求平衡表作为参数确定和校准的基础 。在主要数据来源中 ，国内数据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民币汇率 、中国及各省区人口等来自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各类农产品及其投入

要素价格来自枟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枠 ；自然灾害率和因灾减损面积来自中国农业部种植业网 ；

种植面积 、单产来自枟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枠和枟中国农业年鉴枠 ；畜产品及其饲料价格来自枟中国畜牧

业年鉴枠 ；农作物用水量 、畜产品饲料转化率 、大豆和油菜籽出油率等有关技术参数参考枟农业技术

经济手册枠等 。世界各区域的生产 、消费和人口数据分别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FAOSTAT‐
Production） 、消费（FAOSTAT‐Consumption）和人口（FAOSTAT‐PopSTAT ）数据库 ；人均收入来

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各国生产者补贴 、消费者补贴和贸易量数据均来自于 OECD 生产补贴数据库
（PSE／CSE Database）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贸易（FAOSTAT‐T radeSTAT ）数据库 ；关税及产品运输

成本取自 GTAP数据库 。模型涉及的国内省区各项弹性和技术参数均基于历史数据和计量经济

学方法实证估计 ，而世界各国的上述参数则主要以相关文献［１３］作为依据 。

三 、情景设计

要实现立足国内以解决粮食基本自给的发展目标 ，那么 ，对中国未来粮食供求趋势的把握应当首

先考虑中国人口规模扩张导致的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城市化率和收入水平提高引起的粮食消费结构

变化 、耕地保护带动的粮食增产等国内因素未来变化的影响作用 。因此 ，本文参考不同研究机构的预

测结果 ，假定中国 GDP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以每年 ６ ．５％ 的速度递增 ；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 ，中国人口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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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畅５２亿 ，城市化水平约为 ５３ ．３８％ ；在中国政府的耕地保护制度下 ，全国耕地面积将不低于 １８亿亩 。

全球化背景下未来中国粮食供求还面临人民币升值 、生物燃料快速发展和国内粮食补贴提高

等新的机遇与挑战 。所以在对中国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环境的基本预计下 ，本文分别设计了三种情

景（见表 １） ，以重点考察上述因素变化对国内外粮食市场特别是中国粮食供求的影响 。

表 1 　 CWARMEM模型 2020年不同情景假设

假 　设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中国总人口为 １４ J．５２亿 是 是 是

城市化率为 ５３ 眄．３８％ ，GDP年均增长 ６ ．５％ 是 是 是

中国耕地面不少于 １８亿亩 是 是 是

人民币汇率不变 否 是 是

人民币缓慢升值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３０％ ，年均 ２ G．４％ 是 否 否

其他国家生物燃料产量增长 １倍 是 否 是

其他国家生物燃料产量增长 １ J．５倍 否 是 否

中国粮食补贴保持 ２００７年水平 是 是 否

中国粮食补贴较 ２００７年提高 ２ v．５倍 ，年均提高 １０ ．１２％ 否 否 是

１ ．情景一 ：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粮食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自 ２００５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 ，人民币升值就

面临国际各方压力 ，特别是 ２０１０年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复苏的关键时期 ，欧美与中国之间围绕人民

币汇率问题的摩擦日渐加剧 。人民币升值过快将导致中国对农产品进口的增加 ，对中国农村经济

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基于学界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 ，且考虑到中国经济

现状的复杂性与严峻性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势必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以免对实体经济造成冲

击［１４］
。因此 ，情景一保守假定 ，人民币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缓慢升值 ，人民币兑美元年均增长 ２畅４％ ，到

２０２０年 ，人民币对美元将升值 ３０％ ，以反映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中国汇率与购买

力之间的偏差将逐渐缩小的趋势 ，并分析人民币升值条件下中国乃至世界粮食的供求变化形势 。

２ ．情景二 ：生物燃料快速发展

为了减少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 ，欧美发达经济体以及巴西等国都在积极推广生物燃料 ，由

此造成的“与人争粮” 、“与人争地”的局面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１５］
。根据 OECD和 FAO 于 ２００７年

发表的联合报告估计 ，到 ２０１７ 年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产量将分别达到 １ ２５０亿升和 ２４０亿升 ；玉

米 、甜菜 、油菜等作为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增加也将使此类农产品的供应减少 、价格上升 ，并引起饲

料成本和畜产品价格的连锁上涨反应 ，对粮食净进口国和贫穷国家产生较大负面影响［１６］
。基于目

前国外生物燃料快速发展的进程与上述机构的预计 ，结合未来生物燃料发展所面临的原料成本上

涨 、土地资源紧缺和粮食安全危机 ，情景二假设至 ２０２０年 ，国外生物燃料产量在 ２００７年 ７４５亿升

的基础上增加 １ ．５倍 。

３ ．情景三 ：国内粮食补贴提高

在中国已基本形成国内粮食市场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 ，近年来中央财政拨付的粮食补贴资金规

模快速提升 ，由 ２００４年的 １４５ ．２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９年的 １ ２３０ ．８亿元［１７］
。国内粮食直补力度的加大提

升了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 ，从而通过恢复耕种面积 、改进种植技术等增强了我国粮食生产能力 、粮食

出口竞争力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１８］
，同时也使国内外粮食供求格局进一步调整［１９］

。根据枟国家粮食

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枠 ，从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２０年 ，中央财政仍将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规

模 。因此 ，情景三假设在 ２００７年中央粮食补贴 ５０２ ．７亿元的基础上 ，每年提高１０ ．１２％ ，到 ２０２０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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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水平达到 ２００７年的 ３ ．５倍 ，即 １ ７６０亿元 。由于以消减农业补贴为主要目标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

能否实现还存在不确定性 ，此处假设其他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保持不变 ① 。

四 、基于 CWARMEM 模型的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 CWARMEM 模型在三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 ，本文分别从全球 、中国和省区三个层面展

现未来十年的粮食供求变化 。为了反映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差异 ，各表中也列出了 ２００７年的对

应数据 。表 ２报告了全球及主要国家的粮食供求变化 ：

表 2 　全球及主要国家粮食供求变化预测

品

种
国家／地区

２００７年实际
２０２０年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稻

谷

阿根廷 １０８ 屯３４８ 灋１８２ o３８９ @１８８  ３９０ 忖１９６ 吵４０６ 剟
澳大利亚 １６ 屯４０ 灋１８ o４１ @１８  ４２ 忖１８ 吵４７ 剟
巴西 １ １０６ 屯１２０ 灋１ ２７２ o１１４ @１ ２５４  １０９ 忖１ ３０４ 吵１２６ 剟
加拿大 ０ 屯０ 灋０ o０ @０  ０ 忖０ 吵０ 剟
欧盟 ２７３ 屯１０３ 灋２６１ o９４ @２６９  ９４ 忖２７７ 吵９８ 剟
印度 ９ ６４３ 屯１０９ 灋１１ ９５４ o１０７ @１１ ４０２  １０４ 忖１１ ２７６ 吵１０１ 剟
俄罗斯 ７１ 屯８１ 灋８０ o９１ @８８  ９９ 忖８９ 吵１０５ 剟
美国 ９００ 屯２２１ 灋１ １４７ o２２０ @１ ０７５  ２１７ 忖１ ０３９ 吵２１６ 剟
中国 １８ ６０３ 屯１０４ 灋１８ ８２７ o９８ @１９ ３６０  ９９ 忖１９ ８６３ 吵９９ 剟
全球合计 ６５ ８２３ 屯１００ 灋７１ ２０５ o１００ @７０ ７６３  １００ 忖７０ ９１４ 吵１００ 剟

小

麦

阿根廷 ５４３ 屯１０１ 灋６９１ o７７ )６６３  ７３ 怂６５５ 吵７２ m
澳大利亚 １ ９７６ 屯２５６ 灋２ ５００ o２５７ )２ ４８７  ２５３ 怂２ ４６４ 吵２５３ m
巴西 ４１１ 屯３９ 灋４１２ o３０ )４４９  ３３ 怂４４７ 吵３３ m
加拿大 ２ ００５ 屯２０６ 灋２ １６６ o１５０ )２ １５５  １５３ 怂２ １７４ 吵１５８ m
欧盟 １２ ０２０ 屯１００ 灋１３ ０６４ o９９ )１３ １１２  ９７ 怂１２ ６０８ 吵９７ m
印度 ７ ５８０ 屯１０２ 灋９ ７５８ o１１０ )９ ３８２  １０６ 怂９ ４７６ 吵１１２ m
俄罗斯 ４ ９３９ 屯１２９ 灋７ ０３２ o１７２ )６ ８２５  １６７ 怂６ ９８６ 吵１７０ m
美国 ５ ５８２ 屯１５７ 灋６ ６７８ o１４３ )６ ４２４  １３７ 怂６ ４９３ 吵１３９ m
中国 １０ ９２９ 屯１０３ 灋１１ ５４２ o９８ )１１ ６４５  ９８ 怂１１ ７１７ 吵９９ m
全球合计 ６０ ５９９ 屯１０２ 灋６６ ５６８ o１００ )６５ ７２３  １００ 怂６５ ５４３ 吵１００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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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充分考虑到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应符合 WTO 的相关规则 。 根据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枟农业协议枠中“黄箱”

政策上限 ８ ．５％ 的微量允许标准量 ，我国 ２００７ 年农业总产值（按 WTO 口径计算 ，不包括渔业和林业）为 ４２ ５７４ 亿元 ，“黄

箱”政策的支持空间为 ７ ２３７ 亿元 ，而 ２００７ 年我国对粮食和农业的补贴为 １ ０２８ 亿元 ，“黄箱”政策的使用率仅为 １４％ ，尚

有 ６ ０００ 多亿元的支持空间 。 因此 ，我国未来仍能够在 WTO 规则框架内大规模提高粮食补贴 。 相比而言 ，美国近年来的

农业补贴年均达到 １９０ 亿美元 ，占 WTO 允许限额的 ９９ ．５％ ，未来增幅十分有限 。 所以 ，本情景将其他国家的粮食补贴政

策简化处理 ，假设未来其他国家粮食补贴政策保持基期水平不变 。



续表 ２

品

种
国家／地区

２００７年实际
２０２０年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玉

米

阿根廷 ２１７６ 滗２９８ 灋２ ７１０ 拻２３５ @２ ８８８ 4２６８ 忖２ ９０４ 种２７４ 剟
澳大利亚 ２４ 滗６２ 灋２１ 拻４３ @２３ 4４２ 忖２５ 种４８ 剟
巴西 ５ ２１１ 滗１２９ 灋６ ７５４ 拻１１５ @６ ６２６ 4１１２ 忖６ １６６ 种１１４ 剟
加拿大 １ １６５ 滗９７ 灋１ ２９６ 拻１１３ @１ ２８７ 4１１０ 忖１ ３３５ 种１１５ 剟
欧盟 ５ ０４２ 滗８９ 灋６ ８６０ 拻１２３ @７ １０９ 4１２３ 忖６ ８６６ 种１２６ 剟
印度 １ ８９６ 滗１２７ 灋２ ４４０ 拻１１４ @２ ５１８ 4１１４ 忖２ ５１８ 种１１５ 剟
俄罗斯 ３９５ 滗１０９ 灋５６１ 拻１０３ @５９０ 4１１２ 忖６０７ 种１０６ 剟
美国 ３３ １１８ 滗１２５ 灋３９ ９２７ 拻１１８ @３９ ４１７ 4１１６ 忖３６ ９６０ 种１１２ 剟
中国 １５ ２３０ 滗１０９ 灋１７ ４５７ 拻９７ @１８ ４２１ 4９８ 忖１８ ８５２ 种９９ 剟
全球合计 ７８ ５３１ 滗１００ 灋９２ ７８２ 拻１００ @９３ ８１８ 4１００ 忖９１ ９８３ 种１０１ 剟

三
种
粮
食
合
计

阿根廷 ２ ８２７ 痧２１７ 灋３ ５８３ 拻１７１ @３ ７４０ 4１８４ 忖３ ７５４ 种１８６ 剟
澳大利亚 ２ ０１６ 痧２３７ 灋２ ５３８ 拻２３８ @２ ５２８ 4２３４ 忖２ ５０８ 种２３５ 剟
巴西 ６ ７２８ 痧１１２ 灋８ ４３７ 拻１０１ @８ ３３０ 4９９ 忖７ ９１７ 种１０１ 剟
加拿大 ３ １７０ 痧１４３ 灋３ ４６１ 拻１３０ @３ ４４２ 4１３０ 忖３ ５０９ 种１３５ 剟
欧盟 １７ ３３５ 痧９６ 灋２０ １８６ 拻１０６ @２０ ４８９ 4１０５ 忖１９ ７５１ 种１０６ 剟
印度 １９ １１９ 痧１０７ 灋２４ １５２ 拻１０８ @２３ ３０２ 4１０６ 忖２３ ２７０ 种１０７ 剟
俄罗斯 ５ ４０５ 痧１２６ 灋７ ６７３ 拻１６２ @７ ５０２ 4１５９ 忖７ ６８２ 种１６２ 剟
美国 ３９ ６００ 痧１３０ 灋４７ ７５２ 拻１２２ @４６ ９１５ 4１２０ 忖４４ ４９１ 种１１７ 剟
中国 ４４ ７６２ 痧１０５ 灋４７ ８２６ 拻９７ @４９ ４２６ 4９９ 忖５０ ４３２ 种９９ 剟
全球合计 ２０４ ９５３ 痧１００ 灋２３０ ５５４ 拻１００ @２２９ ３０４ 4１００ 忖２２８ ４４１ 种１００ 剟

　 　 注 ：限于篇幅 ，部分国家和区域未列入表中 ；按照 FAO 对粮食总量的统计口径 ，本表仅反映稻谷 、玉米 、小麦三类主要

品种及其加总情况 。

预计 ２０２０年全球稻谷产量比 ２００７年提高 ７ ．５％ — ８ ．２％ 。在情景一下 ，到 ２０２０年印度稻谷

产量将比 ２００７年提高 ２４％ ，而中国稻谷产量将近乎于 ２００７年的水平 ，９８％ 的自给率表明中国从

稻谷盈余转向略有短缺 ，而亚洲主要稻谷生产国以及南美的巴西 、阿根廷等可能成为中国稻谷的进

口来源 。在情景二下 ，２０２０年世界稻谷产量在三种情景模拟下最低 。但生物燃料快速发展对其他

作物需求的激增 ，势必导致各粮食品种在水土资源等方面的竞争 ，从而改变粮食生产结构 ，限制全

球稻谷增产 。相比而言 ，未来十年中国稻谷产量将在情景三下增幅最大 ，比 ２００７年提高 １ ２６０万

吨 ，在实现国内稻谷供求基本平衡的同时 ，也有利于稳定世界稻谷贸易格局 。

全球小麦供给在 ２０２０年将比 ２００７年提高 ８ ．２％ — ９ ．９％ 。人民币升值改变了小麦国际贸易

的比较利益 ，因此 ，欧盟 、俄罗斯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小麦净出口国的小麦产量大幅提高 ，而中国小

麦增产能力降低 ；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导致小麦作为原料粮的需求激增 ，尽管世界小麦将平稳增

产 ，到 ２０２０年 ，印度 、俄罗斯 、美国的小麦仍供大于求 ，但自给率却普遍下降 。全球小麦库存减少 、

价格走高也将影响中国小麦进口及国内供求平衡 。在国内粮食补贴力度加大的情景下 ，中国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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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率提高 ，而全球小麦产量在三种情景下增长最少 ，这说明中国粮食补贴政策对国际小麦市场没

有明显的传导效应 。

世界玉米供求格局在三种主要粮食中变动最为显著 。在人民币升值的情景下 ，中国玉米供求

缺口达到 ５４０万吨 。除中国玉米增产有限以外 ，美国和巴西两国玉米相比 ２００７年增幅超过 ２０％ ，

共增产 ８ ３５２万吨 ，这对保障世界玉米供给将发挥主导作用 。在生物燃料扩张的情景下 ，美国 、巴

西 、欧盟 、阿根廷 、中国 、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玉米产量均有较大增幅 ，但玉米自给率均呈现下滑趋

势 。生物燃料发展与玉米生产在耕地和直接使用上的竞争 ，也导致未来玉米国际贸易量的减少 ，各

国通过国际市场调剂本国玉米余缺的能力锐减 。在中国粮食补贴提高的情景下 ，到 ２０２０年 ，中国

玉米产量将比 ２００７年增长 ２３ ．８％ 。玉米生产补贴通过稳定中国国内玉米市场 ，相对抑制了对进

口玉米的需求 ，但整体而言 ，中国玉米生产补贴对世界玉米供求格局变动影响较小 。

综合上述三种粮食供求情况来看 ，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 ，全球粮食供求水平在情景一时最高 ，而在情

景三中最低 。其中 ，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粮食产销国 ；美国在粮食产量 、全球份额及自给率方面

将保持“世界粮仓”的地位 ；印度 、俄罗斯 、欧盟 、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粮食盈余普遍在 １ ０００ 万吨以

上 ，特别是阿根廷的粮食净出口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该国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粮食进口的重要伙伴 。

中国进口三种主要粮食总量约为全球 １ ．６亿吨可供贸易粮的十分之一 ，这说明如果世界粮食产销

和贸易大国的粮食供求格局稳定 ，国际粮源可作为我国主要粮食缺口的有力保障 。

在对国际粮食供求趋势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国内粮食市场 。在三种情景下 ，

未来中国各品种粮食供求缺口将继续扩大（见表 ３） 。在情景二和情景三下 ，中国均可实现其制定

的 ２０２０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５５ ０００ 万吨以上的目标 ，但粮食自给率却难以维持在 ９５％ 以上 。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年 ，国内谷物将由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 。这些均表明我国农业发展和需求方面的不

协调 ，还需要通过进一步提高粮食产能和优化生产结构加以解决 。

表 3 　中国各品种粮食供求变化预测

品种

２００７年实际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粮食 ５０ １６５ 适９８ ┅５３ ７５２ *９４  ５４ ２４０ 墘９３ h５３ ８０８ 殚９４ 热５３ ６１８ I９０ (５５ ３３３ è９１ 噰５６ ３７３  ９１

谷物 ４４ ７６２ 适１０５ ┅４８ ０６７ *１０１  ４８ ３５０ 墘１０１ h４８ １６０ 殚１０２ 热４７ ８２６ I９７ (４９ ４２６ è９９ 噰５０ ４３２  ９９

稻谷 １８ ６０３ 适１０４ ┅１９ １９７ *１０２  １９ １２６ 墘１０１ h１９ ２３２ 殚１０３ 热１８ ８２７ I９８ (１９ ３６０ è９９ 噰１９ ８６３  ９９

小麦 １０ ９２９ 适１０３ ┅１１ ３２４ *１０１  １１ ３９０ 墘１０１ h１１ ３２８ 殚１０１ 热１１ ５４２ I９８ (１１ ６４５ è９８ 噰１１ ７１７  ９９

玉米 １５ ２３０ 适１０９ ┅１７ ５４６ *１００  １７ ８３４ 墘１０１ h１７ ６００ 殚１０２ 热１７ ４５７ I９７ (１８ ４２１ è９８ 噰１８ ８５２  ９９

大豆 １ ６０７ 适３１ ┅１ ６７０ *２８  １ ７２５ 墘２８ h１ ６７０ 殚２８ 热１ ７１８ I２８ (１ ７３２ è２７ 噰１ ７４８  ２７

薯类 １４ ０６７ 适１１４ ┅１４ ８９０ *１０７  １５ ５６３ 墘１０４ h１４ ７０６ 殚１０５ 热１５ １４８ I１０６ (１５ ４８０ è１０３ 噰１５ ５８９  １０３

杂粮 ８６９ 适１０１ ┅９１９ *１０３  ９３１ 墘１０２ h９１９ 殚１０３ 热９２３ I１０２ (９５７ è１０１ 噰９５２  ９９ �
　 　 注 ：数据为 ３１ 个省区的加总值 ；谷物包括稻谷 、小麦和玉米 ；粮食包括谷物 、豆类 、薯类和杂粮 ；CWARMEM 模型中薯

类以鲜薯计量 ，依照枟中国统计年鉴枠的处理方法 ，５ 千克鲜薯折 １ 千克粮食计算 ；大豆折算为豆类按照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大豆产量占豆类产量 ９３ ．４％ 的平均比例计算 。

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粮食保障能力将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国内粮食缺口将由

２００７年的 １ ０２４万吨扩大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５ ９５８万吨 ，其中玉米和大豆的自给率降幅最为明显 。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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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为例 ，由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较高 ，人民币升值在削弱国内大豆生产者利益的同时 ，却刺激了

国内大豆消费的增长 。全球生物燃料扩张对我国未来粮食供求不平衡的影响较情景一有所减小 。

其中 ，中国薯类的供求盈余较 ２００７年将大幅下降 。可能的原因在于 ，中国今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

用将主要依靠薯类等原料 ，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缓解国内谷物供不应求压力的同时 ，会促成薯类

工业消费的快速增长 。中国粮食补贴提高的增产效应在短期有限而在长期明显 。到 ２０２０年 ，全国

粮食产量约为 ５ ．６４亿吨 。由于中国粮食补贴政策直接作用于小麦 、稻谷和玉米 ，且补贴力度较其

他品种更大 ，因此谷物增产显著 。

基于中国粮食生产的结构和布局 ，本文将全国粮食供求区域划分为主产区 、平衡区和主销区三

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全国粮食供求的空间格局也将不断演进（见表 ４） 。

表 4 　中国各省区粮食供求变化预测

省区

２００７年实际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主
产
区

黑龙江 ３ ４６４ �１４９ Ё４ ２５８ 骀１５８ 後４ ２５３  １５５  ４ ２６５ Y１５９ T４ ０２２ 摀１４８ 崓４ ０８４ 屯１４６ 乔４ ２３５  １５０  
辽宁 １ ８３５ �９７ Ё２ １７６ 骀１０５ 後２ １９３  １０４  ２ １８４ Y１０５ T２ ２８４ 摀１０２ 崓２ ３５６ 屯１０３ 乔２ ４１９  １０４  
吉林 ２ ４５４ �１５７ Ё３ ５９６ 骀１６２ 後３ ６５１  １６２  ３ ６０８ Y１６３ T３ ５６１ 摀１５８ 崓３ ７１６ 屯１６１ 乔３ ７６４  １６１  
内蒙古 １ ８１１ �１３６ Ё１ ９７７ 骀１３３ 後１ ９８２  １３１  １ ９７５ Y１３３ T１ ９７４ 摀１２１ 崓２ ０１１ 屯１１９ 乔２ ０６６  １２２  
河北 ２ ８４２ �９９ Ё３ ２６５ 骀１０６ 後３ ３２７  １０７  ３ ２６７ Y１０６ T３ ２１９ 摀９６ 崓３ ３７９ 屯９９ 乔３ ３８２  ９７  
江苏 ３ １３４ �１０６ Ё３ ６３６ 骀９８ 後３ ６６３  ９６  ３ ６３３ Y９９ T３ ６９４ 摀１０９ 崓３ ７９５ 屯１０７ 乔３ ８６６  １１０  
安徽 ２ ９０１ �１１６ Ё２ ７３２ 骀１２０ 後２ ７８１  １２１  ２ ７４１ Y１２１ T２ ８６９ 摀１１８ 崓３ ００７ 屯１２１ 乔３ ０３１  １２０  
江西 １ ９０４ �１０１ Ё１ ７６０ 骀８４ 後１ ７７８  ８３  １ ７６１ Y８４ T１ ７３５ 摀７８ 崓１ ７９２ 屯７８ 乔１ ８２０  ７９  
山东 ４ １４９ �１１０ Ё４ ４５９ 骀１０４ 後４ ４９４  １０３  ４ ４５７ Y１０４ T４ ６０１ 摀１０３ 崓４ ７３１ 屯１０３ 乔４ ８１６  １０４  
河南 ５ ２４５ �１１３ Ё５ ８２６ 骀１１１ 後５ ８１３  １０９  ５ ８３８ Y１１２ T５ ４００ 摀１００ 崓５ ４７０ 屯９９ 乔５ ６８９  １０２  
湖北 ２ １８５ �９５ Ё２ ２１１ 骀９０ 後２ ２３０  ９０  ２ ２１５ Y９１ T２ １５１ 摀８２ 崓２ ２１８ 屯８３ 乔２ ２６６  ８３  
湖南 ２ ６９２ �８４ Ё２ ５５１ 骀７２ 後２ ６２５  ７４  ２ ５５４ Y７３ T２ ５６６ 摀６８ 崓２ ７３８ 屯７１ 乔２ ７０２  ６９  
四川 ３ ０２７ �７２ Ё２ ７３５ 骀５６ 後２ ７５２  ５６  ２ ７３１ Y５６ T２ ９３４ 摀５８ 崓３ ００５ 屯５８ 乔３ ０６７  ５８  

平
衡
区

山西 １ ００７ �１６８ Ё１ ００９ 骀１３１ 後１ ０２４  １３０  １ ０１０ Y１３２ T１ ０７８ 摀１５０ 崓１ １２２ 屯１４８ 乔１ １３４  １５２  
广西 １ ３９７ �７５ Ё１ ４６７ 骀６１ 後１ ４８０  ６０  １ ４６８ Y６２ T１ ４０１ 摀６６ 崓１ ４４５ 屯６５ 乔１ ４７４  ６７  
重庆 １ ０８８ �１０１ Ё１ ０２２ 骀１２１ 後１ ０４９  １２４  １ ０２１ Y１２２ T１ １１７ 摀１２３ 崓１ １８６ 屯１２９ 乔１ １７０  １２４  
贵州 １ １０１ �９０ Ё１ ２０８ 骀９７ 後１ ２１３  ９６  １ ２１０ Y９８ T１ １０６ 摀８６ 崓１ １３３ 屯８５ 乔１ １６６  ８７  
云南 １ ４６１ �７８ Ё１ ４９８ 骀８１ 後１ ５０７  ８０  １ ５０２ Y８２ T１ ４５４ 摀７０ 崓１ ４９２ 屯７０ 乔１ ５３２  ７１  
西藏 ９４ �８１ Ё１０１ 骀６９ 後１０１  ６７  １０１ Y６９ T１００ 摀７２ 崓１０２ 屯７０ 乔１０５  ７３  
陕西 １ ０６８ �１３０ Ё１ ００１ 骀１１６ 後１ ００３  １１６  １ ０００ Y１１７ T１ ０４７ 摀１１６ 崓１ ０６５ 屯１１６ 乔１ ０９６  １１６  
甘肃 ８２４ �１２６ Ё７６７ 骀１３４ 後７７７  １３５  ７６７ Y１３５ T７９６ 摀１２９ 崓８２６ 屯１３３ 乔８３７  １３１  
青海 １０６ �１１６ Ё１２２ 骀１１０ 後１２５  １１１  １２２ Y１１１ T１１７ 摀１１１ 崓１２４ 屯１１４ 乔１２３  １１２  
宁夏 ３２４ �１６２ Ё３３５ 骀１８５ 後３４３  １８６  ３３５ Y１８６ T３３１ 摀１７５ 崓３４９ 屯１８０ 乔３４８  １７７  
新疆 ８６７ �１３０ Ё９４３ 骀１３１ 後９４６  １２９  ９４４ Y１３２ T９１２ 摀１２０ 崓９３１ 屯１１７ 乔９５８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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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省区

２００７年实际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情景一 　情景二 　情景三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产量
（万吨）

自给率
（％ ）

主
销
区

北京 １０２ 妸３５ 悙１１４ 哪３９ 适１１６ �３９  １１４ 7３９ =１２０ p３９ v１２６ *４０ 鞍１２７ 滗４０ 觋
天津 １４７ 妸５７ 悙１６５ 哪５９ 适１６５ �５８  １６６ 7５９ =１６６ p５７ v１６８ *５５ 鞍１７５ 滗５７ 觋
上海 １０９ 妸４３ 悙１１３ 哪４１ 适１１５ �４１  １１３ 7４１ =１１４ p３９ v１１９ *４１ 鞍１１９ 滗４０ 觋
浙江 ７２９ 妸５４ 悙７１２ 哪５２ 适７１３ �５１  ７１１ 7５２ =７１３ p４７ v７２５ *４７ 鞍７４６ 滗４８ 觋
福建 ６３５ 妸５１ 悙６０２ 哪４２ 适６２０ �４３  ６０１ 7４２ =６１０ p４０ v６５１ *４３ 鞍６３９ 滗４１ 觋
广东 １ ２８５ 妸４５ 悙１ ２１３ 哪３３ 适１ ２１８ �３３  １ ２１６ 7３３ =１ ２４７ p３３ v１ ２７５ *３３ 鞍１ ３１３ 滗３４ 觋
海南 １７８ 妸５４ 悙１７８ 哪４７ 适１８３ �４８  １７８ 7４７ =１７９ p４４ v１９２ *４７ 鞍１８８ 滗４５ 觋

全国合计 　 ５０ １６５ 　 ９８ 悙５３ ７５２ 　 ９４ 适５４ ２４０ 　 ９３  ５３ ８０８ 　 ９４ =５３ ６１８ 　 ９０ v５５ ３３３ 　 ９１ 鞍５６ ３７３ 　 ９１ 觋
　 　 注 ：各省区粮食统计口径与表 ３ 相一致 ；主产区 、平衡区 、主销区的划分方式与发改委枟全国新增 １０００ 亿斤粮食生产

能力规划（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 年）枠中的划分相一致 。

与 ２００７年实际情况相比 ，到 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２０年 ，在粮食主产区中 ，湖南 、四川 、江西等省区受水

土资源和种植制度的约束 ，将出现粮食减产和自给率下降的趋势 ；河南 、山东 、江苏等省区受益于水

土资源利用 、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区域粮食政策支持 ，粮食持续增产 ，但因人口膨胀而带动粮食需求

快速上升 ，长期下也面临供求紧平衡的局面 ；以黑龙江省为首 ，吉林 、内蒙古和安徽等省区的粮食盈

余增长约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万吨 ，其粮食净调出省的地位将更加巩固 。在粮食平衡区中 ，陕西 、甘肃等省

区未来五年粮食盈余不断减少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这些西部省区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粮食消费结构快速转变 ，在加大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需求的同时 ，对粮

食品种和品质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而使粮食生产远不及粮食需求的发展速度 。在粮食主销区中 ，

除北京 、天津之外 ，其他省区粮食供求矛盾将愈发突出 ，其中福建 、广东 、海南等省区的问题最为严

重 。粮食主销区多处于东部沿海地区 ，而我国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异更加

剧了主销区的粮食供求矛盾 。

三种情景模拟结果比较而言 ，受人民币升值影响 ，短期内主产区粮食增产幅度在三类情景中最

小 ，而长期来看原本粮食生产脆弱的主销区产能下降在三种情景中最为突出 ，这反映出我国粮食生

产不同区域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差异 。全球生物燃料扩张将主要激发平衡区和主产区的粮食稳步

增产以及主销区的粮食消费快速递增 。国内粮食补贴水平提高的增产效应则更趋向于主产区 ，这

也符合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方向 。

在全球化影响中国粮食市场变动的逻辑起点下 ，区域性粮食供求结构失衡日益成为粮食供求

矛盾的主要特征 。粮食主销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将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先导性地区 ；

黄淮海地区将保持商品小麦的主体供给地位 ；东北地区作为稻谷 、玉米等商品粮源供应地的作用将

进一步增强 。我国粮食流通格局中“北粮南运” 、“中粮西运”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这种粮食产地转移

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 ，而且与我国水资源区域分布相背离 ，从长远来看 ，将进一步增加我国粮食增

产的机会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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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 ，审视中国粮食供求变化趋势有必要充分考虑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一些新

兴因素对粮食格局的影响 。本文采用 CWARMEM 模型 ，重点模拟分析了人民币升值 、生物燃料

扩张以及中国粮食补贴提高对未来世界和中国粮食市场供求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与政策启示 ：

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 ，国际粮食生产和贸易重心将进一步演化 。俄罗斯 、欧盟 、印度 、加拿大将发挥

粮食生产潜能 ，扩大粮食盈余 ；美国 、巴西等国的粮食出口量将下滑 ；澳大利亚 、阿根廷等传统粮食

出口国的地位保持不变 。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稻谷 、小麦 、玉米的可贸易规模将难以扩大 ，尤其在全

球生物燃料扩张的情景下 ，玉米的可贸易规模因各国需求增加较快而出现大幅萎缩 。受人民币升

值影响 ，我国的粮食供求状况并不乐观 ，除稳定传统粮食进口来源外 ，还需要开拓与未来农业发展

潜力较大的阿根廷 、俄罗斯 、印度等粮源国的国际合作 。

未来十年我国粮食市场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化的双重压力下 ，粮食供求关系趋紧 ，结构矛盾加

剧 。尽管我国粮食基本能够实现 ２０２０ 年粮食产量规划目标 ，但国内需求仍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

性 。受口粮消费结构变化和饲料粮需求总量增长的影响 ，稻谷和玉米自给率下滑幅度较大 ，２０２０

年 ，我国粮食自给率可能低于 ９５％ 的粮食安全规划目标 。在国内粮食补贴提高的情景下 ，中国谷

物产量从长期来看将稳定增长 ，而豆类 、薯类和杂粮的自给率则相对降低 。国内各省粮食供求不平

衡性突出 ，特别是在全球生物燃料扩张和粮食补贴提高情景下 ，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向主产区集

中 ，主产区与主销区粮食余缺落差将扩大 ，这对国内区域间农产品流通和区域性粮食安全提出了新

的考验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而言 ，以绝对短缺为特征的传统粮食安全

问题已经发生实质性改变 。为应对未来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变化对粮食供求格局

的影响 ，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 ，必须始终坚持基本立足国内的方针 ，同时加强本国粮食产销结构

的调整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为确保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应在明确国内生物燃料发展规划的基

础上 ，科学谋划粮食产销布局 ，注重解决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问题 ；不仅要扩大粮食补贴规模 ，

而且应适时适度地调整补贴形式和受益对象 ，在确保粮食主产区对粮食增产的稳定作用的同

时 ，发掘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生产能力 ，控制部分省区产销缺口的快速扩大 ，确保实现新增粮

食生产能力目标 ；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建议我国发展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战略 ，重视未来全

球农业市场贸易格局的变化 ，积极寻求新的粮食贸易伙伴关系 ，善用内部和外部两个市场实现

我国粮食供求的动态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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