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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乌冲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渠道主要包括农产品供给和

化肥供给下降，若俄乌冲突持续，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结构、国内粮

食产量和种植结构都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情况

可以从粮食生产、粮食进出口和粮食消费三方面来分析。从粮食生产

来看，近 40 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仍显不足；从粮食进出口来看，近 20 年来，粮食进口量

呈增长趋势，出口量呈下降趋势，粮食自给率呈现下降趋势；从消费

来看，中国农产品消费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不同类别农产品的消

费趋势和增速存在明显差异。过去的 20—30 年间，中国农产品消费

水平和消费量均大幅提升，居民膳食营养水平显著改善，但在此期间，

农产品自给率大幅下降，因此关于粮食安全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存在

一些争论。对这一问题作出准确判断需要厘清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

数量安全与能力安全、食物安全与营养安全、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

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这五对关系。为保障粮食安全，在政策层面需要

做好充分准备。短期内我们要建立粮食安全应急保障机制，防范国际

市场风险。长期我们有四方面政策需要持续推进：首先是要优化粮食

安全观念，弱化短期高自给率追求，强化长期能力安全建设；其次是

要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理念；第三是要减少食物损失浪

费，引导合理膳食结构，保障国民营养安全；最后是要统筹利用国内

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深化国际合作。 
 



 
 

 

一、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自 2006年至今，国际农产品价格经历过 3轮大幅上涨，分别是

2008年、2012年和从 2021年下半年发生的本轮上涨。国际农产品价

格大幅波动的背后存在多重影响因素，既有农产品市场本身供需变化

的因素，也有国际货币政策环境、地缘政治环境等外部条件因素。 

俄乌冲突是本轮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国际

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渠道主要包括农产品供给、能源与化肥供给和金融

市场。从农产品供给来看，2021年俄乌的小麦、大麦、玉米、葵花籽

油产量分别占全球产量的 14.3%、17.9%、3.9%、57.7%；出口量分别

占全球贸易量的 27.9%、28.6%、15.2%、75.8%。一方面，俄乌冲突

的爆发阻碍了部分冬季农作物的种植；另一方面，俄乌冲突使得基础

设施被毁坏、港口被关闭、出口被限制等，导致农产品贸易量减少，

农产品供给由此减少并最终推高了农产品价格。 

从能源与化肥供给来看，2021年，俄罗斯在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出

口中的份额分别达到 11.3%和 16.2%，俄罗斯的氮肥、钾肥、磷肥出

口量分别占全球的 15%、19%、14%。俄乌冲突下俄罗斯能源和化肥

出口受限，进而使得国际市场上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推高了农产品

生产成本，最终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从金融市场来看，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金融资本大量流向农产品期货市场，导致农产品

市场价格不稳定因素增加。 

俄乌冲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渠道主要包括农产品供给和

化肥供给。从农产品供给来看，2021年，中国自俄乌两国进口玉米占

进口总量的 29.4%，进口大麦占总量的 26.3%，进口葵花籽油占总量

的 89%。若俄乌冲突持续，中国农产品进口来源结构将发生变化，一

方面，中国应考虑增加从东南亚、南美洲等国家进口玉米；另一方面，

部分大豆出口国限制了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出口，为避免后续植物油供

应持续吃紧，可以考虑增加对巴西、美国等国家的大豆进口。 

从化肥市场供给来看，2021年，中国进口钾肥 784.6吨，占全年

总消费量的 56.7%。俄乌冲突下钾肥价格上涨会显著提高中国农产品

要素成本，进而影响中国粮食产量和种植结构。具体来看，在主要粮

食作物中，玉米的种植成本会上升更多，叠加大豆生产者补贴、轮作

补贴等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大量农户转种大豆而玉米播种面积和

产量下降的结果，这必然会加大中国进口玉米等饲料粮进口的压力。 

二、中国粮食安全基本情况 

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情况可以从粮食生产、粮食进出口和粮食消

费三方面来分析。 



 
 

 

从粮食生产来看，近 40 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

趋势，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仍显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粮

食产量自 1979年的 3.3亿吨增长为 2021年的 6.8亿吨，实现了翻倍

增长。虽然粮食产量增长明显，但由于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

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多数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不足。除水稻

和蔬菜以外，玉米、大豆、小麦、畜禽肉类等农产品的单位产品生产

成本均高于美国，国际竞争力不足。以玉米为例，中国玉米单产低，

每公斤玉米生产成本是美国的 2.2倍，进口玉米加上运输费、税费后

仍有价格优势。 

从粮食进出口来看，近 20 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量呈增长趋势，

出口量呈下降趋势，粮食自给率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

中国粮食净进口 1.6 亿吨，粮食自给率仅为 81%。具体来看，水稻、

小麦，玉米的自给率分别为 99%、93%和 91%，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大豆净进口 0.96亿吨，自给率仅为 15%，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食糖、

棉花、牛肉等产品仍有接近 30%的消费量需要进口，对国际市场的依

赖较大；中国花生油自给率较高，其他植物油大多依赖进口，尤其是

棕榈油，自给率不足 1%。 

从粮食消费来看，中国农产品消费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类别

间存在分化，且未来分化趋势将越发明显。近年来，中国居民谷薯类



 
 

 

消费已经趋于稳定，而畜禽肉类、蛋奶类、蔬菜类和水果类消费增长

明显。目前，人均谷薯类与蛋类消费量已达到甚至略高于中国膳食营

养指南推荐的水平，未来需求增长空间有限。在居民收入上升、城镇

化进程加快等因素的影响下，人均畜禽肉类、水产品和奶类消费量均

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预计人均牛羊肉、奶类、鱼虾、禽肉等消费

增长幅度最大，产品及饲料均面临较大的进口压力。此外，国民受健

康食品、营养均衡等信息的影响，未来蔬菜和水果的消费将还会有一

定增长空间，而人均食用油消费则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且较便宜

的大豆油还将替代部分菜籽油等植物油的消费。 

三、保障食物安全的政策逻辑 

过去的 20—30年间，中国农产品消费水平和消费量均大幅提升，

居民膳食营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但在此期间，农产品自给率大幅下

降，因此关于粮食安全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存在一些争论。对这

一问题作出准确判断需要厘清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数量安全与能力

安全、食物安全与营养安全、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自主安全与合作

安全这五对关系。 

其一是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的关系。食物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

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社会上、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的，

可以满足人们饮食需求的食物；粮食安全是指保障水稻、小麦、玉米、



 
 

 

豆类、薯类等五大类作物的生产供应。食物安全是在居民消费升级背

景下对粮食安全的必然拓展，粮食安全是保障食物安全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树立大农

业观、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我们不仅要从深度

上关注谷物安全、口粮安全、饲料粮安全，更要从广度上注重大食物

安全，强调蔬菜、水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供给。要以保障粮

食安全为政策制定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工作抓手，进而树立大食物观，

讲求整体的食物观及食物安全观。 

其二是数量安全与能力安全的关系。数量安全是指粮食产量是否

能够满足消费；能力安全是指粮食生产能力是否能够满足消费，强调

的是粮食的有效供应能力，包括生产端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产需适

配能力两个维度。数量安全是追求能力安全的基础，能力安全是长期

数量安全的支撑，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 485kg，已经达

到数量安全的标准，但由于粮食浪费、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能力

安全受到威胁。因此我们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通过基础设施

建设、土地休耕、保护性耕作、技术研发和推广等措施，保障土地潜

在的生产能力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其三是粮食安全与营养安全的关系。数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底线，

营养安全是数量安全更深的拓展。营养安全一方面要求食物的多样化，

即“吃得多样”，这就要求平衡多品种之间的生产结构；另一方面关

注“吃得健康”，包括“吃得放心”的食品安全以及健康膳食模式。 

目前，中国农业生产还无法满足居民对部分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要

求，因此需要进口大量高品质、多样化品种的稻米、小麦等，导致出

现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这也说明中国的产需适配

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四是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关系。生态安全是指粮食生产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安全，包括资源和环境两个维度。应该思考如

何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生产以及如何绿色生产。 

生态安全与数量安全之间存在短期权衡取舍，生态安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农业的长期发展能力。过度强调自主生产的数量安全，将以

牺牲资源环境、经济效益为代价。多维的粮食安全目标导致政策目标

系统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以保护生态降低粮食生产量为目标和以保持

粮食生产数量为目标的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会出现反复和摇摆。 

其五是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的关系。自主安全是指依靠自主生产

保障粮食安全；合作安全是指稳定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

过贸易合作和技术合作保障粮食安全，同时强调注意防范国际市场风



 
 

 

险。保障粮食安全并非与绝对的自主安全等价，如果强调自主生产安

全，那么必然以牺牲生态安全、经济效益、农民收入为代价。 

中国拥有占全世界 8%的耕地、7%的淡水资源以及近 20%人口，

水土资源的制约决定了如果不靠国际贸易，多样化的粮食供给安全难

以实现。因此要积极开展粮食生产领域的技术合作以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促进农业发展，同时要推动国内区域间合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四、未来政策探讨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因此需要在政策层面充分

做好应对各类风险的准备。 

短期内我们要建立粮食安全应急保障机制，防范国际市场风险。

在常态化体系正常运转时，以紧急情况能够迅速恢复生产能力为目标，

扩大轮作休耕补贴的品种范围、提高补贴金额，适当降低复种指数，

进口相对多的粮食来保障安全；在遇到威胁粮食安全的突发事件时，

能够及时扩大国内粮食的生产，保证“产得出、供得上”。要加大农

业生产支持力度，持续推进“沃土工程”，缓解农产品生产要素上涨

对量的负面影响；与农产品出口国签订稳定进口合约，保障进口来源

并适度限制粮食深加工产业的发展。要制定中国粮食安全的应急保障

机制。 



 
 

 

长期中我们有四方面政策需要持续推进。首先是要优化粮食安全

观念，弱化短期高自给率追求，强化长期能力安全。政策理念上应当

更强调食物安全及产能安全，在执行过程中以粮食安全为抓手，在保

障大米、小麦等口粮绝对自给的同时，应适度放开饲料粮进口。以玉

米为例，每年进口 3000—5000 万吨玉米，将有利于保障生态安全、

优化国内农业的生产结构、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农民收入。 

其次是要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理念。要坚守耕地数

量和质量红线，用有限的资源提升产能，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安全。要

坚持节水、改土，利用好盐碱地、冬闲田、撂荒地，提升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要积极使用自然科技及管理能力的提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包括实施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以及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水平等。 

再次是要减少食物损失浪费，引导合理膳食结构，保障国民营养

安全。要高度重视中国食物损失和浪费现象，积极开展粮食节约行动，

减少生产、流通、加工、存储、消费环节的粮食损耗浪费，提升食物

的有效利用率。具体来讲，可通过对食物征收消费税等措施，引导合

理膳食营养结构，促进食物均衡消费，减少粮食浪费；可通过发放食

物券等形式，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群、农村儿童和九年制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生实施“营养支持计划”。 



 
 

 

最后是要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深化国际合作。

中国要主动参与全球粮食治理进程，加大国际食物治理体系的参与程

度，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农业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促成更加开放

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要重视在贸易、投资、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

扩大国际生产能力，间接地提升自身粮食安全程度。 

 

【注：本文根据人大国发院“名家讲坛”讲座速记稿整理，已经演讲

人审阅。】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任何机

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如果您想了解人大国发

院其它研究报告，请访问 http://nads.ruc.edu.cn/more.php?cid=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