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采宜：中国真的会面临粮

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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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论 

从供求结构看，中国在口粮方面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玉米、大豆

等谷物和油料作物的进口主要用于满足饲料需求和油脂消费需求，其中大

豆的进口依赖性较高，达 80%； 

全球大豆贸易是一种相互依存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一旦由于政治或

者其他因素受到扭曲，对于进口国出口国而言，是两败俱伤。因此，大豆

不是芯片，不存在被贸易对手方“卡脖子”的安全问题。国际关系的变化

最多影响大豆的交易成本（改变进口国或者通过非冲突国家转口贸易），而

不会影响大豆的进口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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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从总量上看，全球的主粮供求基本平衡 

2020 年．在全球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 26 亿吨左右[1]，其中玉米产量

11.22 亿吨，小麦产量 7.76 亿吨，大米产量 5.07 亿吨，大麦产量 1.6 亿吨，

其余是高粱和黑麦；油料作物 5.38 亿吨左右，其中大豆产量 3.66 亿吨，

油菜籽产量 7316 万吨，花生产量 4955 万吨，葵花籽产量 4910 万吨。从

作物品类来看，玉米、小麦、大米、大豆在主粮作物中占 86%。 

由于气候、土壤、国土面积等自然因素，全球粮食和油料生产的集中

度很高，最大的五个粮食和油料作物生产国的产量占 67%，其中国、美国、

印度、欧盟及巴西分别占 24%、18%、11%、9%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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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求波动来看，2010 年以来，粮食需求的增长比较平稳，最高增长

率只有 4.28%，最近五年来，基本稳定在 2.5%以下。由于气候等原因，粮

食供给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但总体上都处于缓慢增长，基本平衡的状态。 

预测数据显示，2021/2022 年度，全球四大主粮总产量 25.6 亿吨，

总需求 25.33 亿吨，供需剩余 270 万吨，供求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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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主要粮食供需概况 

从需求结构看，目前国内对主粮作物的需求 50%是口粮，32%是饲料

用粮，其余的则是工业用粮（酿酒等）和种子用粮，其中稻谷、小麦、玉

米和大豆占国内消费总量的九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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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四大主粮产量（玉米、小麦、大米、大豆）总产量为

5.6 亿吨，总需求为 6.97 亿吨，总缺口为 1.37 亿吨。 

目前国内主要农作物中缺口最大的为大豆，2020 年总进口额 9493 万

吨[2]，占进口农作物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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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粮基本自给自足 

小麦和大米是中国的主要口粮，从过去 10 年供需情况来看，产量基

本能满足需求。最近两年的需求增长主要是谷物类饲料替代需求增加导致。

以 2020/2021 年度为例，中国小麦总产量 1.34 亿吨，总需求 1.5 亿吨，

总需求中饲料需求为约 4000 万吨。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我国人均谷

物消费基本平稳，随着人口增速不断降低，中国未来的口粮需求也将相应

保持平稳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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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饲料和油料作物依赖进口 

从需求端来看，目前国内饲料主要用于猪饲料（36%）和禽类饲料

（37%），玉米是主要的原料，大约占 60%-70%；粕类作为主要蛋白原料，

约占 15%-20%（粕类中又以大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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