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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小麦期价5日以涨停价报收，创下23个月以来的

新高。在欧洲市场，小麦期价也上涨11%，超过每

吨230欧元。此前的7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

价已一度上涨40%，创50年来最大单月涨幅，欧洲

市场小麦价格自6月底以来上涨将近50%，创30多年

来最大单月涨幅。国际市场对粮食危机的忧虑被点

燃。受严重高温干旱天气影响，2010年世界主要粮

食出口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小麦

产出大国农作物大幅减产。8月17日，全球第六大

小麦出口国乌克兰决定粮食出口减半，期限为9月1

日到12月31日，成为继俄罗斯后第二个限制谷物出

口的国家。

随着国际粮食安全问题的日显突出，国内外

政界、学术界对世界粮食问题十分关注。自2008年

6月全球领导人聚会罗马，商讨减轻世界粮食危机

的途径以后，联合国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八国峰

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世界粮农组

织大会特别会议、APEC峰会等重要国际和地区会议

都将粮食安全作为重要议题。

二、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思考

中国一直将粮食安全问题视为确保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一系列

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措施，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力

水平迅猛提高，粮食产量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实现

了从3亿吨到4亿吨再到5亿吨的三大跨越，人均占

有粮食产量达到420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一直保持了95%的粮食自给率。中国应对粮食

危机的成功举措为亚太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解决粮

食安全问题提供了经验。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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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粮

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它直接关系到一国的

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因此粮食安全自然成为国家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安全的目标就是要确保

能够获得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相适应的足够

的粮食供应，防止因粮食短缺或意外突发事件而出

现的危险。粮食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又是一

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一、国际粮食危机频发牵动各国政要神经，

更直接考验各国农业与粮食政策

近年来，全球粮食产量增长缓慢，需求不断

增长，库存持续下降。2007—2008年期间全球性粮

价飞涨，粮食存量处于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一些

国家引发了暴力示威和社会动荡。这场全球粮食危

机始于2007年6月，到2008年3月，国际上的谷物价

格上涨近40%，全球食品储备仅够53天应急供应。

2008年4月，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严厉警告：食

品价格急剧上涨将可能引发战争。为了储备粮库，

一大批国家也进行了粮食政策调整。2007年至2008

年的粮食危机是三十年来的首次，期间大宗农产品

成本飙涨至历史最高，从海地到孟加拉国等多个国

家发生了骚乱。粮食危机的爆发使全世界的注意力

再次集中到粮食问题上，粮价高企更直接考验着各

国的农业与粮食政策。

2008年国际粮食危机还令人记忆犹新，2010

年全球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又使国际粮食市场再遭浩

劫。2010年8月5日，遭遇“130年来最严重干旱”

的俄罗斯宣布，从8月15日至12月31日禁止出口粮

食及粮食产品。消息发布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

国际粮食危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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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货膨胀率，增加农民收入，才能调动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三是要对粮食主产区采取特殊政策，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这对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至

关重要。

3．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特别是

水利等抗灾能力建设，从根本上稳定和提高我国粮

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必须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调整

投入重点等措施，提高我国的土地生产能力。特别

要注意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土地整治，重

点是治理沙漠化、盐碱化，鼓励施用有机肥，提高

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肥力等。通过这些措

施，提高我国有限土地资源的长远生产能力，并保

护环境和生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4．改变长期以来“重生产、轻加工”、“重

收购销售”的抓粮思路，转变粮食生产方式，大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储存、保鲜、包装和运销业，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

快整合培育国内粮食企

业，扶持一批面向消费终

端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大型粮食加工企业，大力

提高终端粮食产品的自给

率，不断应对国际市场波

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要限制粮食出口，

加大粮食战略储备。在粮

食出现全球紧缺的情况下，在国际粮食价格涨价传

导到中国，并引起物价一轮又一轮上涨的情况下，

必须果断禁止任何形式的粮食出口。在粮食收割

期，要加大粮食的战略储备，防患于未然。

5．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提高粮食单产，最根

本的、最大的潜力还是依靠科技进步。中国必须继

续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实施好

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快新型农业科

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强农

业生产、科研、推广的协作，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形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强大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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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粮食需求增长、

耕地减少、淡水资源紧张的趋势不会改变，粮食增

产的难度大，加上国际市场粮食供求总体偏紧，我

国利用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个别品种供给不足的难

度加大。因此，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国际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国际米价暴涨甚

至进口地区出现抢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养活13

亿中国人，决不能依赖进口粮食，决不能把粮仓建

在其他国家，决不能依靠国外粮田来养活中国人。

1．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18

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改变粗放用地积弊，遏制土地违法，是确保

我国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我国耕地人均面积不足

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一些省市人均耕地已低于粮

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随着城镇化、工业化

快速推进，耕地保护形势格外严峻。因此，要围

绕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

总目标，严格落实耕地保

护目标责任制，严格执行

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面

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年度计划等四项指标。要

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整体控制作用，严格土地

用途管制，从严控制城市

用地规模。必须建立和完

善问责制，对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事件的责任者进行

严厉追究。要狠抓耕地质量建设，大力加强中低产

田改造，建设一批高标准农田。只有通过综合性的

有力措施，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确保基本农田总

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的目标才有

可能实现。

2．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是提高粮

食的收购价格，落实好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

实行优质优价；增加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

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

合补贴的政策，并强化对补贴资金的监管，严禁截

留、挪用。二是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尽最大力量

解决农业的金融支持问题，特别是在化肥、农药等

一系列生产资料涨价的情况下，保证粮食价格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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