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才能确保中国的
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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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天勇 特约作者 田博）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基础，保证粮食安全是社会发展永恒的课题，而人口问题在这一课题中

的地位显而易见。随着中国总人口不断增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飞速发展推升人均收入水平，进而加快粮食消费结构的转变，中国粮食需

求将不断攀升。但是，与此相对应的粮食供给却相对紧张，一方面，因生

产方式和土地制度导致的粮食生产低效益，存在大量撂荒耕地，而且由于

化肥使用逐渐趋于饱和，粮食单产已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在现有生产方

式下提高生产潜力的可能性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国土的现状是水利

发展水平较低，国土开发利用率低，西北地区大量土地因水资源问题得不

到开发。中长期来看，粮食缺口将伴随着人口总量增长和消费结构优化逐

步扩大；虽然长期看来，人口总量预计在 2030 年或者更早年份达到峰值

后呈下降趋势，粮食缺口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也要深刻认识到，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地缘政治、贸易

战争、新冠疫情以及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全球粮食生产和供应的不确定性加

大，若不实行农业生产改革以及扩大耕地面积，中国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

紧平衡态势。我们认为，目前深化农业生产方式和相关体制改革、实施调

水改土重大战略举措是解决后疫情时代粮食产需缺口、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和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人口预测视角下的粮食需求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中长期来看人口规模将逐步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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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人口达 14.1 亿人，占全球总人口

约 19%，最近 10 年人口净增加 7205 万人，仅仅比上一个 10 年少增加了

185 万人。2010-2020 年间，中国总人口年均增速为 0.53%，较上一个

10 年下降了 0.04 个百分点，仍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中长期来看，中国生

育率将伴随着生育堆积效应的消失，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根据相关学者

预测，人口在近年来将达到峰值，然后由缓慢萎缩到缩减速度不断加快，

预计 2050 年降至 12.8 亿，还有学者预测可能减少至 10.8 亿。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30 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在 491 公斤左右，

考虑到未来城镇化加快以及饲料粮、工业用粮快速增长带来人均粮食消费

量的增加，假设未来中国人均消费量继续增长 20%，达到并维持在 600 公

斤左右，则到 2050 年，在人口预测较低方案（10.8 亿）下，粮食需求总

量约为 6.5 亿吨；在人口预测较高方案（12.8 亿）下，粮食需求总量约为

7.7 亿吨。 

具体来看，未来粮食需求还受到居民消费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工

业用粮等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城镇化的加快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

居民饮食习惯逐渐改变，中国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具体表现为，稻谷、

小麦等口粮虽然仍然占据粮食消费的主体地位，但是人均消费量逐步缩小，

而对肉蛋奶及水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玉米、大豆等饲料粮的需求增加。

此外，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居民更加注重粮食的质量和品种，稻谷、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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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口粮消费向精细化、高端化发展，红薯、马铃薯、大麦等粗粮品种

作为健康饮食的消费量也将有所增加。若考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以及城镇

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进城增加的粮食需求，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将呈现显著上

升趋势。 

其次，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看，根据联合国对中国 2020-2030 年间

人口变化的预测，未来 10 年间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多，达到

43%，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人口老龄化使得粮食消费总量

的高峰提前到来，对人均粮食需求量起到负向的作用。最后，从工业用粮

来看，工业消费是第三大粮食消费用途，中国工业用量主要包括酿酒、制

作调味品、制酱、制剂和制药等，不包括生产食品糕点用粮，特别是酿酒

粮食消费在工业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粮食精深加工

的支持，工业用粮需求十分强劲。随着粮食用途空间不断拓展和粮食深加

工技术逐步成熟，未来工业消耗粮食可能仍会呈现震荡上升态势，对粮食

消费需求构成压力。 

二、耕地不足制约粮食产量，可能加大产需缺口 

近 10 年，中国粮食产量持续提高，2010 年超过 5.5 亿吨，2012 年

突破 6 亿吨，2019 年达到 6.6 亿吨，是新中国成立时 1.1 亿吨的近 6 倍。

2020 年，中国粮食生产经受住了疫情、洪灾、台风、降雪以及草地贪夜蛾

等重重考验，仍获产量 6.7 亿吨，单位面积产量超过 330 公斤/亩，粮食单

产在 10 年间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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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粮食生产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目前中国耕地面积不足 20 亿亩，

人均耕地面积也从 1996 年的 1.59 亩降至现在的 1.4 亩左右。随着人口逐

步增加，预计到 2035 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可能减少至不足 1.2 亩。目

前耕地面积正在以每年约 30 万亩的速度递减，以这个速度到 2050 年中国

耕地面积将减少约 900 万亩，粮食供给形势更加严峻。 

考虑到耕地资源逐渐减少以及大量耕地撂荒等“非农化”现象给中国

粮食供给带来的压力，假定较乐观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综合粮食生产能

力约 6.5 亿吨，预计 2050 年，在人口总量低增长方案预测下，中国因人口

大规模萎缩，刚好达到粮食供需平衡；若在人口总量高方案预测下，中国

粮食产需缺口在 15%以上，规模总量在 1.2 亿吨左右。其中，根据目前情

况来看，中国粮食产需缺口集中在大豆上，中国大豆年需求量约在 1.1 亿

吨左右，近 90%的大豆需要进口，其中进口的大豆约 80%加工成饲料，约

20%加工成食用油，预计随着消费结构的改善，该部分需求会进一步加大。

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口粮作物可以基本实现自给，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

比重很小，2020 年分别为 1.7%、7.6%和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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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可以适当利用国际粮食贸易体系以满足

国内不同层次的需求缺口，但绝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首先，近几年来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与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美国贸易争端加剧，

美国等西方国家禁止对华出口大豆，国际粮食贸易安全面临着巨大不确定

性；其次，单纯依靠进口来解决中国粮食需求缺口的空间越来越小，随着

全球人口继续增长，向可持续的全球粮食体系迈进将变得更加困难，未来

粮食产量必须大幅增长，才能满足 2035 年约 88 亿和 2050 年约 97 亿的

庞大世界人口规模。中国年消费粮食总量 2021 年将达到 14000 亿斤左右，

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仅有 6800 亿斤；中国每年消费大米约 2900 亿

斤，而世界市场的大米可贸易量仅有 700 亿斤；中国每年消费猪肉约 5400

吨，而世界市场的猪肉可贸易量仅有 900 多万吨。世界粮食市场不具备解



 

 - 7 - 

决中国粮食缺口的环境和能力，中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

本自给自足。 

三、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战略与建议 

（一）向生产方式和体制改革要粮食 

耕地问题及粮食危机的源头性问题在于生产方式和土地体制导致的粮

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一方面，从生产方式来看，中国目前的生产方式仍是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人均耕地 1.4 亩左右，户均耕地也仅有 7 亩

左右，大约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欧盟国家的 1/40、美国的 1/400。

小规模经营的低效率，对标欧美发达国家规模化的现代化家庭农场，中国

粮食生产在国际农业竞争中处于显著劣势。美国粮食生产成本约为中国的

20%，而耕地单产约为中国的 2-3 倍。粮食进口价格明显低于国内市场，

今年 5 月份玉米、优质小米进口价格分别在 0.89 元/斤、1.01 元/斤，而国

内大概在 1.4 元/斤、1.2 元/斤左右。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

粮食生产。从 2019 年小规模农户的粮食生产来看，粮食销售收入加上政

府补贴，每亩全部收入在 800-1200 元之间，除人力以外的每亩生产成本

在 600-800 元，因此纯劳动报酬每亩仅为 200-400 元，考虑大部分两个

劳动力的农业家庭，家庭种粮年收入为 1400-2800 元。而外出务工每人每

年收入在 30000 元左右，是种粮收入的 20—40 倍。大量农民“非农化”，

进城务工，而禁止耕地流转、买卖、集中，导致大量耕地被撂荒和糊弄种

地，虽然耕地总量不变，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严重。撂荒耕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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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在 13%左右，约 2.6 亿亩。 

尊重市场规律、逐步引导农户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才是符合中

国国情的最优生产组织方式和最简单、实用的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途径。

组织是有成本的，一个组织单位，其组织成本取决于组织的大小和复杂程

度，如果规模较小和较简单的生产，由一个相对较大和复杂的组织去管理，

生产所创造的收入小于生产成本与组织成本之和，那么就会发生亏损，这

种较大和较复杂的组织就难以为继。实际上，过去人民公社和苏联集体农

庄的困境就说明了这点。 

另外，贡献了以色列 40%以上农业产值的基布兹合作社组织，也因为

生产效率较低以及缺乏有效的分配机制等问题，面临着人口大量流失以及

经济衰退的困境。 

中国应构建粮食生产以家庭农场为主，农产品购销、技术和金融等二

三产业以合作社的形式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首先，考虑规模化生产的经济效益以及组织成本，家庭农场是目前中

国农业生产最优的组织方式。明确承包户耕地使用财产权，延长使用年期，

农业耕地通过放开使用财产权交易等方式逐步形成家庭农场，实现规模化

生产经营。从墨西哥农村土地确权并允许交易市场化配置改革研究的经验

看，改革后并没有土地撂荒等情况，而且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提高了农民

收入并带动劳动力迁移。但在实际改革和推进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

所有制不变这一底线；因地制宜，杜绝“一刀切”现象，尊重农民意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