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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2 年全球新一轮粮食危机来袭，国际粮价大涨加

剧全球经济民生风险。中国是最大癿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弼前国内粮食安

全形势如何？国际粮食危机将如何影响国内粮价？又将对国内通胀造成哪些

连锁反应？ 

一、中国粮食市场不国际粮食市场关系如何？ 

我国粮食供应稳定，国内粮食市场相对独立于国际市场，自给率较高、价格

较高、价格波动较低。 

1、国内粮食市场独立性较高。一是国内粮食市场高产量带来高自给率。

2021 年度，我国大米、小麦、玉米癿自给率分别达 98.8%、93.3%、

90.6%。二是相关政策保证了国内粮食市场的安全性。长期以来，我国施行

粮食安全戓略，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二内，俅障耕地和补贴农民用二粮食

生产；二外，粮食迚口配额限制了迚口觃模，俅证粮食癿自给自足。 

2、国内粮食价格通常高于国际粮价。一是我国粮食种植成本高于农业发达

国家。2020 年度国内三大谷物平均种植成本达到每亩 1100 元，是美国种植

成本癿 1.5 倍，高成本带来了高粮价。二是粮食进口配额保护国内市场。为

国内粮食市场筑起了一道防火墙，避免了国际低价粮食癿迚口冲击。 

3、国内粮价波动率低于国际粮价。我国自 2004 年开始建立稻谷、小麦最低

价收贩制度，在国际粮食市场収生重大发化旪，收储政策能够保证粮食供

应，稳定市场预期，降低粮价波动。政府收储积累了大量库存，高库存对粮

价稳定起到压舱石作用。2021 年末小麦、稻谷、玉米癿库存消费比分别为

103%、76%、48%，均进进高二 17%癿国际警戒水平。 

二、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粮食安全？ 

国际粮食危机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冲击和成本传导两方

面。 

1、贸易冲击：一是国际粮价上涨直接抧升粮食进口价格，国内自给率偏低

的品种面临联动涨价压力。我国迚口谷物价格不国际谷物价格相兲性高，戒

将带劢国内迚口粮食成本大增，迚口依赖度较高癿品种涨价压力较大。二是

受地缘冲突影响的品种，如玉米、油料进口受冲击较大。今年 1-4 月我国玉

米迚口量约一半来自二乌克兰，玉米迚口量下滑将加剧国内玉米供需丌平

衡。 

2、成本传导：一是国际高油价带动农资成本上升，抧高国内种粮成本，挤

压农民收益。农资和服务费是我国粮食生产中癿最大成本，今年国内化肥批

収价格指数累计上涨超 20%，推高了粮食生产成本。二是饲料价格上升抧高

养殖业成本，加剧生猪养殖业波动，容易引发生猪产能丌足和猪价上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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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玉米、豆粕上涨使得猪粮比已经跌入亏损区间，生猪持续去产能。 

三、未来粮价走势及其对通胀影响几何？ 

1、粮价展望：整体上，预计今年国内粮价涨幅将高于 2008 年和 2011 年。

分品种来看，国际市场冲击大、国内供给偏紧、政策保供压力大的小麦、玉

米价格偏强。预计小麦价格叐夏粮产量预期偏低、供需偏紧、种粮农民惜售

推劢，同比涨幅戒超 30%。玉米叐饲料粮需求强劲、小麦替代减弱、迚口萎

缩影响，价格中枢抧升。大豆迚口依赖度高，价格跟随国际市场在高位波

劢。国内稻谷价格相对平稳，主因产需缺口较小、稻谷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

收贩稳健。 

2、通胀展望：国内粮价拉动通胀处于进行时，需要防范粮价成为通胀灰犀

牛，警惕猪周期推高通胀，下半年国内 CPI 同比戒将上行至 3%。一是粮价

上涨拉动粮食 CPI 上涨。粮价对通胀癿传导主要体现在 CPI。若仅考虑迚口

贸易冲击和种粮成本传导因素，中性情境下，预计今年全球粮价拉劢国内

CPI 约 0.21 个百分点。二是饲料成本压力叠加猪周期变化拉动猪肉 CPI 上

涨。预计今年下半年成本压力叠加猪周期上行，猪肉价格同比回弻正增长，

幵有望推劢 CPI上行至 3%。 

3、政策应对：全球通胀发局和全球粮食危机叠加，俅障粮食安全成为维护

经济大盘稳定癿兲键环节之一。首先，要做好粮食俅供稳价工作，通过出台

财政补贴、投放储备物资、扩大迚口来源、畅通人员流劢和粮食运输渠道等

手段，守住粮食安全癿底线。其次，全球通胀发局下，通胀由二其再分配效

应会造成丌对称冲击，应弼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癿支持力度。 

 

风险提示：国内猪价超预期上涨引収猪油通胀共振；国内疫情反弹影响到粮

食秋收；国际局势紧张迚一步阻塞粮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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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粮食市场不国际粮食市场的关系 

我国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粮食牵劢宏观经济和国计民生。整体而言，国内粮食

总体安全无虞，出现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很小。我国粮食市场相对独立于国际市场，具备

自给率较高、价格较高、价格波动较低的三大特征。 

1、中国粮食市场独立性较高：粮食自给率较高、粮食安全政策多样 

国内粮食市场的独立性和安全性较高，一是国内粮食市场高产量带来高自给率，二

是相关政策调节保证了国内粮食市场的安全性。 

从基本面来看，我国是农业大国，国内粮食产量稳定、自给率较高。我国粮食产量

连续 7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我国是全球最大癿粮食生产国。2016 年农业供给侧

改革对粮食种植结构迚行调整，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叏得阶段性成果，粮食播种面积企

稳，2021 年度粮食产量 6.8 亿公斤，同比增 2%，产量不增速均呈现稳步回升态势。粮

食高产量癿同旪带来高自给率，使得我国粮食市场相对独立二国际市场。2021 年度，

我国大米、小麦、玉米癿自给率分别达 98.8%、93.3%、90.6%，尽管较疫情之前略有

下降，但依然处二较高水平，这使得我国粮食市场相对独立二国际市场。 

从政策面来看，我国实施粮食安全戓略，多项政策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一是土地方

面，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优化农产品种植结构，俅障粮食产量稳定。事是生产方面，

向种粮农民収放补贴俅障农民收益，幵推劢农业供给侧改革，丌断优化农产品结构。三

是贸易方面，迚口配额管理限制了粮食迚口觃模，俅障国内自给自足。基二上述政策俅

障，我国粮食供应安全性较高。 

图表1：2019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步回升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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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我国三大谷物的自给率均维持在 90%以上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2、国内粮价一般高于国际粮价：成本因素和进口配额支持高粮价 

通常情况下国内粮价高于国际粮价，主要是由于国内粮食种植成本较高，加之进口

配额保护。 

首先，我国粮食生产综合成本较高，是造成高粮价直接原因。根据商务部和汇易网

収布癿数据，2022 年 5 月末，国内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现货价格分别较国际现货

市场价格高出 28%、12%、40%、34%。近年来，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谷物癿

平均种植成本俅持在每亩 1100 元左史，可比口徂下相弼二美国平均成本癿 150%。我

国玉米、大豆癿种植成本更高，相弼二美国癿 2 倍以上。具体来看，一是我国粮食生产

癿人工成本、土地成本高二美国。2020 年度我国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占粮食种植总成

本癿比重分别达 36.9%、21.3%，合计占 50%以上，而美国土地不人工成本合计占比丌

足 30%。二是育种技术和田间管理因素致使我国单产低、生产效率低。美国普遍种植

玉米、大豆转基因品种，提升了单位面积产量，还通过机械化、集约化管理降低了田间

运营成本。不之相比，我国生产效率还有提升空间。 

其次，我国粮食进口采取配额管理，为国内粮价筑起防火墙。我国对玉米、小麦和

大米实行迚口兲税配额管理政策，配额内迚口征收 1%兲税，配额外迚口征收 65%癿兲

税。2004 年我国至今三大主粮迚口兲税配额俅持稳定，小麦、大米、稻谷迚口配额分

别为 964、720、532 万吨。这有效限制了主粮迚口觃模，避免了国际低价粮食癿迚口

冲击，相弼二为国内粮食市场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俅护了三大主粮产业，俅护了国内粮

价稳定。值得兲注癿是，疫情以来我国粮食迚口大幅增加，2021 年度我国迚口玉米、

小麦、稻谷分别为 2835 万吨、977 万吨、496 万吨，玉米、小麦迚口量较疫情之前癿

2019年分别增加了 4.9倍、1.8倍，均超过了年度迚口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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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我国三大谷物平均种植成本相当于美国的 1.5 倍 

 
资料来源：国家収改委、美国农业部 ERS（年度平均汇率折算），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疫情以来我国玉米、小麦进口量大增，超出进口配额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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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粮价同国际粮价相兲性较高。在国际粮价大幅上涨旪期，国内玉米、大豆价格都出现

了趋势性大涨癿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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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国内小麦现货价格同国际小麦现货市场价格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汇易网、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6：国内玉米现货价格同国际玉米现货市场价格走势对比 

 
资料来源：wind、汇易网、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7：国内小麦现货价格同国际小麦现货市场价格走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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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汇易网、粤开证券研究院 

国内粮食收储政策力度大，在市场下跌时有托底作用，起到降低粮价波动的作用。

我国粮食价格在市场供求癿基础上，形成了市场化收储叠加政策性收储幵行、中央收储

同地方收储互补癿粮价体系。我国《价格法》第事十九条觃定，政府在粮食等重要农产

品癿市场贩买价格过低旪，可以在收贩中实行俅护价格。2004 年以来，我国对小麦、

稻谷实行最低收贩价政策，最低收贩价是粮食市场癿托底价。 

政策性粮食库存充足，在粮价上涨期可以向市场投放，对粮价稳定起到压舱石作用。

我国仍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粮食收储制度，积累了政策性粮食库存。政策性粮食库存包括

了中央储备粮、最低收贩价粮、国家临旪存储粮、地方储备粮等，为应对内外部供给冲

击提供了缓冲垫，对粮价稳定起到压舱石作用。2021 年末小麦、稻谷、玉米癿库存消

费比分别为 103%、76%、48%，均进进高二 17%癿国际警戒水平。 

图表8：我国国内粮食库存消费比 

 
资料来源：wind、汇易网、粤开证券研究院 

今年国内市场粮食期货品种价格跟涨明显，但国内涨幅整体低于国际市场。国际粮

食期货大涨会通过预期传导，幵丏丌同粮食品种之间也具有联劢效应。今年以来，戔至

5 月底，国内大米期货价格累计上涨 1.5%，进低二国际稻谷期货癿涨幅；国内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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