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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主要农产品增长:对2004年以来农产品增长的经济解释》通过对中国主要农产品——水稻、玉米
、小麦、棉花、食用植物油、蔬菜、生猪、乳业的生产、供求和成本变动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2004年以来，全国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得益于主要农产品的持续增长。
三大主粮品种实现“八连增”是最难能可贵的，对于保证农产品供给与粮食安全起到了最重要作用。
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水果、水产品、蔬菜、肉类和牛奶等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在目前主要
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背后也存隐忧。
如在粮食生产方面，除三大主粮品种以外的大豆和薯类产量呈下降趋势；油料产量增长缓慢，大豆和
植物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加大；蔬菜和肉类产量增长乏力；玉米、牛奶、棉花、油料增长波动幅度过
大，表明中国农产品供给既存在近忧，更有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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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综上所述，中国稻谷人均消费量基本稳定，未来可能进入缓慢下降阶段，从长远发
展看，未来中国小麦的人均消费量也可能出现逐步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肉类消费的增长，作为饲料需求的玉米可能继续增长，因此，中国的粮食规划和政策
应该充分考虑这些重大变化。
否则，只考虑如何扩大生产，增加总产量，而不是更多考虑妥善应对不同粮食品种的流通、消费、库
存和进出口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中国水稻的供需平衡。
 2004年以来水稻连续七年丰收，2011年早稻已获丰收，全年水稻产量有可能继续增产，按照目前国内
消费水平很可能供大于求。
 中国粮食国家储备量常年保持在总产量的40％左右，例如，中国以2009年3月31日为时点的核查，最终
验明粮食库存量为2.25亿吨。
2011年3月“两会”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宣布，目前中国粮食库存量为2亿吨左右，这两
次公布的库存消费比均接近40％。
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库存消费比安全线是17％～18％，中国高于世界平均库存消费比1倍多，按说应
该能够从容应对国内的需求。
 然而，2003年以来，每次世界粮食市场出现价格明显上涨，国内粮食价格在随之上涨的同时，国内外
各种价格炒作的喧嚣声，往往让人感到担心。
国家粮食储备在平抑粮食价格波动时，并不总是表现很得力，没有真正给人以库存充足的感觉。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储备品种结构与实际消费结构不完全吻合。
 中国粮食国家储备主要品种是稻谷、小麦和玉米等，其中，稻谷超过45％，小麦占25％，玉米占将
近30％。
中国三种主要粮食总产量，水稻占39.4％，小麦占23.2％，玉米占35.7％，水稻库存比例明显偏高。
 棉花的播种面积在“八五”、“九五”时期不断下降，分别以年均0.60％和5.71％的速度减少；“十
五”期间，这一局面有所改观，播种面积年均增长提高到4.61％；但到“十一五”期间，棉花播种面
积又出现负增长，年均减少0.86％。
与同样作为经济作物的棉花相比，油料播种面积的变化更令人担忧。
在“八五”和“九五”期间，油料播种面积年均增长分别为3.75％和3.29％：到了“十五”期间，变成
了—1.45％；“十一五”期间播种面积持续下滑，在“十五”播种面积减少的基础上，又年均减少了
为—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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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主要农产品增长:对2004年以来农产品增长的经济解释》在经验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保障未来10
年主要农产品增长与供给能力方面的政策建议：（1）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确保以三大主粮为核
心的粮食安全。
（2）根据不同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完善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政策。
（3）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产品盈利能力。
（4）制定确保农产品供给与安全的技术路线，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进步。
（5）制定与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相适应的支持政策，促进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
（6）根据粮食产销格局的变化，落实保证粮食安全的重大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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