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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 本文在分析基准方案下未来 １０ 年中国粮食等主要农产

品消费、生产和贸易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国家主要政策，探讨了在不同政策情景下中国主要食物的供需变动趋

势。 研究结果表明“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能够实现，但许多其他食物消费增长超过国内生产增长；中国食物安

全主要是畜产品或饲料粮供给安全问题，通过进口饲料粮来促进畜牧业发展是国家食物安全保障的需要。 未来

国家还有多种重要政策措施能够提升食物安全保障水平，特别是要夯实“藏粮于技”战略，加快技术进步提升农

业生产力；同时夯实“藏粮于地”战略，提升水土资源生产能力；在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基础上，实现食物

安全保障和绿色永续农业发展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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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食物安全（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事关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全局，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关注。 食物安全问题

一直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

注的问题。 联合国系统内最早的常设专门机构就

是旨在提高人民营养水平和生活标准、保障食物安

全的粮农组织 （ ＦＡＯ）。 ＦＡＯ 把食物安全 （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

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

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食物偏好。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引起国际社会对食物安全

问题的关注，ＦＡＯ 估计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１９ 年新增 １ 亿

多人面临饥饿困境，其中新冠疫情的冲击是主要原

因［１］。 尽管新冠疫情并没有导致粮食严重短缺，
但交通封锁、物流中断给生产资料和食物供应带来

的影响延误了农时和食物供给；尤其是一些国家采

取限制出口等贸易措施，虽然是短期行为，但它显

著影响了市场预期并引起较大的食物价格波动。
在食物安全方面，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国家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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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从建国以来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到当前的“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体现了

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长期重视。 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

到 ２００３ 年，我国粮食供需基本平衡，食物自给率也

一直保持在 １００％ 以上，食物出口额大于进口额；
但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中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净

进口国，特别是大豆进口快速增长，农产品贸易逆

差有逐渐扩大的趋势［２］。 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已

从“总量平衡、略有剩余”转向“总量难以平衡、结
构明显短缺”阶段［３］。

国内外在中国未来主要农产品供需趋势预测

方面已做了不少研究，但研究结果相差较大，且主

要研究多是趋势性的预测。 现有研究多数关注食

物安全中的粮食问题，总的结论是短期内我国粮食

安全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对中长期粮食安全的判

断存在较大的差异［４ ～ ７］。 同时，过去多数研究都只

介绍在基准方案下未来主要农产品的供需预测结

果，较少关注国家近期出台的重要政策和未来可能

发生的变化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

影响。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更加关

注粮食安全，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 例如，为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兴农、种业发展

和耕地保护。 科技创新是过去更是未来农业生产

力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藏粮于技”战略的实施更

为未来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力提升提供了政

策保障。 ２０２０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还特别提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要打好

种业翻身仗，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近期

政府也颁发了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多份安全生产

证书，预期生物育种技术即将进入大规模生产阶

段。 习近平总书记更多次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制止耕地

“非农化”和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文件，地方政府

正在以不同方式落实相关政策实施。 另外，２０１９
年以来随着生猪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玉米进口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７９ 万吨快速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２９ 万

吨，显著超过了玉米进口配额量（７２０ 万吨），未来

政府是否需要对超过配额的进口玉米实施 ６５％的

额外关税直接关系国内饲料和畜牧产业的发展。
近期实施和即将出台的以上各项政策对中国未来

农业发展与食物安全保障甚至全球农产品贸易都

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对未来中国保障

食物安全的政策取向有极其重要的政策涵义。
本文目的就是在分析未来 １０ 年中国粮食等主

要农产品需求和供给变动趋势的基础上，结合近期

国家在农业领域实施的以上重大政策，深入探讨在

不同政策情景下中国食物供需状况，在此基础上提

出未来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政策取向。

２　 研究方法和政策情景设置

２． １　 ＣＡＰＳｉＭ⁃ＧＴＡＰ 连接模型

２． １． １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是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

中心 （ ＣＣＡＰ） 开发的中国农业部门均衡模型。
ＣＡＰＳｉＭ 的供需系统是通过市场价格变动使所有

农产品供需同时达到平衡。 该模型主要是用来分

析各种政策和外来冲击对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消
费、价格和贸易的影响以及预测未来农产品供需和

市场价格变动趋势。 模型包括 １４ 类农作物产品和

９ 类畜产品和水产品。 其中 １４ 类农作物产品分别

为：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土豆、其它粗粮、大豆、
棉花、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蔬菜、水果、瓜果和其它

作物等；９ 类畜产品和水产品分别为：猪肉、牛肉、
羊肉、家禽、蛋类、奶类、鱼、虾和其它水产品等。
２． １． ２　 ＧＴＡＰ 模型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ＧＴＡＰ）是美国 Ｐｕｒｄｕｅ 大

学开发的多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它包括全球上

百个主要国家，包括小麦、大米、油料作物、其它谷

物、蔬菜、水果和畜产品等 ２２ 个农产品部门。
ＧＴＡＰ 模型中生产者最小化生产成本，消费者最大

化效用，模型均衡时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全部出

清。 ＧＴＡＰ 模型通常被用来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全
球及主要地区和国家农业发展趋势，也用于评估各

类农业技术和政策等冲击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２． １． ３　 ＣＡＰＳｉＭ 与 ＧＴＡＰ 连接模块

在调整中国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的出口供给和进口

需求模块基础上，分别将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中世界其

他国家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需求价格和进口供给

价格传导到中国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中。
中国模型的出口与全球模型的进口连接方法：

首先，匹配中国模型的出口供给与全球模型中中国

的出口供给。 即在中国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和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中，保持出口函数形式一致，并以中国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主要参数为准，调整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中的 ＣＥＴ
转换弹性参数，使中国模型与全球模型的参数和结

果相匹配，该方法保证了中国模型的商品供给函数

形式与弹性和全球模型是一致的。 其次，匹配中国

模型的出口需求与全球模型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

出口需求。 即基于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的出口需求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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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形式（见（１）式），在中国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中添加出

口需求函数（（２）式），弹性参数参照全球 ＧＴＡＰ 模

型中 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假设 ＣＥＳ 函数的替代弹性参数，该
方法保证了中国模型的农产品出口需求与全球模

型的函数形式和弹性是一致的，并且出口品的国际

竞争价格直接来自全球模型，因此从出口品的需求

角度讲，中国模型与全球模型是完全一致的。

ＸＭｉ ＝ αｍ
ｉ （

ＰＡｉ

ＰＭｉ
） σａｉ ＸＡｉ （１）

其中 ＸＭ、ＰＭ 为出口需求数量和价格；ＸＡ、ＰＡ 为总

需求和相应的价格；αｍ 为出口需求份额参数，σａ

为出口需求与国内产品需求的 Ａｒｍｉｎｔｏｎ 弹性。
Ｑ ＝ Ｑ０（ＦＰ ／ Ｐ） σ （２）

其中 Ｑ、Ｐ 分别为出口需求和出口价格，Ｑ０ 为基期

出口需求，ＦＰ 为各个出口国竞争后的国际价格，σ
为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参数。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有如下推导

ｌｎＱ ＝ ｌｎＱ０ ＋ σ（ｌｎＦＰ － ｌｎＰ） （３）
ｄＱ
Ｑ ＝ σ（ｄＦＰＦＰ － ｄＰ

Ｐ ） （４）

令ｄＱ
Ｑ 为 ｑ，ｄＦＰＦＰ 为 ｆｐ，

ｄＰ
Ｐ 为 ｐ，有

ｑ ＝ σ（ ｆｐ － ｐ） （５）
ｆｐ ＝ ｐ ＋ ｑ ／ σ （６）

中国模型的进口与全球模型的出口连接方法：
首先，在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中，进口函数采用中国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相同的函数形式。 即为匹配中国模型

与全球模型，将基于中国实际情况，以中国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为准，调整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中中国部分进口商

品与国内商品合成的 ＣＥＳ 函数弹性参数，该方法保

证了中国模型的商品进口需求函数形式与弹性和全

球模型是一致的。 其次，匹配中国模型的进口供给

与全球模型中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进口供给，在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中，进口供给尽管受到要素供给、价格等

变动的影响，进口供给是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但是

这条曲线很平缓，即供给几乎不受价格的影响。 为

此，按照全球 ＧＴＡＰ 模型，在中国 ＣＡＰＳｉＭ 模型中添

加进口供给函数组（（７） ～ （８）式）。 该方法保证了

中国模型的农产品进口供给与全球模型的函数形式

和弹性高度一致，并且进口品的国际竞争价格直接

来自全球模型，因此从进口品的供给角度讲，中国模

型与全球模型是完全一致的。
ＰＭ ＝ ＰＭ （７）

ＱＭＳ ＝ ＱＭＤ （８）
其中 ＱＭＳ、ＰＭ 表示进口供给数量和进口供给价

格；ＱＭＤ 表示进口需求，模型内生给定；ＰＭ表示各

进口供给国竞争后的国际价格。

２． ２　 基准方案情景设置

为了分析至 ２０３０ 年我国不同农产品供需变
化，我们对经济增长、城乡收入、人口增长、城镇化
和不同农产品生产技术进步等做了一系列判断和
相应的假设。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ＧＤＰ 增长率。 基于“十四五”社会经济发
展规划和近期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模型假设：年
均 ＧＤＰ 增长率从 ２０２１ 年到 ２０３０ 年逐渐地从 ６％
下降到 ４． ５％ 。

（２）城乡居民收入。 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目标，
未来农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逐渐减小，同
时基于近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趋势，模型假设：农村
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在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分别为 ６． ２％和 ５． ６％，在２０２６ ～２０３０年
分别为 ５．３％和 ４．８％。

（３）人口增长率。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并结合近期多项有关中国人口预测的研究结果，模
型假设：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和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年的年均人
口增长率分别为 ０． ２１％和 ０． １０％ ，２０３０ 年人口达
到 １４． ５ 亿。

（４）城镇化率。 “十四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指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到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６５％ ，未来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模型假设：２０２５
年城镇化率为 ６５％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０ 年城镇化率年均
提高 １ 个百分点，到 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７０％ 。

（５）技术进步。 国家将继续实施“藏粮于技”
战略，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但随着农作物单产
和畜牧业生产力的提高，科技投入的边际影响将有
所下降。
２． ３　 四种政策情景方案设置

２． ３． １　 情景方案一：进一步夯实“藏粮于技”战略，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速度

未来 １０ 年国家将进一步夯实“藏粮于技”战
略。 政府和企业在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的同时，
积极推进农业科技体制与机制改革，到 ２０３０ 年基
本建成产学研一体化、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创
新体系；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加快农业
技术采用速度。 在加快技术进步方案下，技术进步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种植业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和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年比基准方案分别
提高 ０． ５％ 和 ０． ８％ ，养殖业在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和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年比基准方案分别提高 １％和 １． ５％ 。
２． ３． ２　 情景方案二：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

用政策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育种技术的安全应用和产
业化进程。 １９９７ 年政府批准了抗虫转基因棉花产
业化；自从 ２００９ 年原农业部为生物育种抗虫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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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植酸酶玉米颁发安全生产证书以来，我国转基因

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的脚步开始放缓。 但随着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的推进，我国
一些转基因技术已经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并且

具备了产业化的基本条件。 ２０１４ 年政府提出转基
因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三步走”的路线图，即从
“非食用”（如 Ｂｔ 棉花）到“间接食用”（如玉米和大
豆等）再到“直接食用” （如水稻和小麦等）逐渐产

业化的步骤。 ２０１９ 年底农业农村部为三个国产转
基因生物育种的玉米和大豆颁发了安全生产证书，
２０２１ 年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修改《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决定，这些政策出台为近
期有序推进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应用（例如，实现
“三步走”中“间接食用”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奠定
了政策基础。 我们预期生物育种玉米和大豆有望

在“十四五”期间推广应用，并在 ２０２６ ～ ２０３０ 年得
到广泛采用。

基于我们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在玉米主产区开展
的大规模农户调查［８］，结合农业农村部近年来开
展的转基因生物育种玉米与大豆的多点试验结果，
并考虑试验和农户实际生产间的差异，模型对相关
技术的生产影响做了如下假设。 抗虫与抗除草剂
玉米技术：该技术因抗虫害和便于控制田间杂草而

减少产量损失（或提高单产）９． ８％ 、减少农药使用
量 ８０％和节省劳动用工投入 ８％ ，但玉米种子价格
提高 ７５％ 。 抗除草剂大豆技术：大豆田间除草是

其生产过程中重要的农活，抗除草剂大豆技术可大
幅度减少田间除草劳动并有效控制草害，该技术推
广后可提高单产 ５％和节约劳动用工 ５％ ；同时，我
们假设生物育种玉米和大豆推广 ５ 年后，除了直接

食用的玉米和大豆（分别占玉米和大豆总产量的
５％和 １０％ ）外，生产上都将采用生物育种的玉米
和大豆品种。
２． ３． ３　 情景方案三：严格实施禁止耕地“非农化”
和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

本政策情景方案是针对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

颁布的《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
和《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两份文件而设置的。 在耕地“非农化”方面，文件

指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违规占用耕地开展非农建

设的行为，违规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绿化造林、沿路

超标准建设绿化带和大规模挖湖造景，对国家粮食

安全构成威胁；在耕地“非粮化”方面，文件指出一

些经营主体违规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一些

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作物等，这些问

题如果任其发展，将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本政策情

景方案假定：文件实施后近期“耕地非农化”现象

将得到遏制，５ 年内三分之二非农化耕地得到恢

复。 “耕地非粮化”的主要原因是近期种粮收益

（相对其他经济作物收益）出现下降趋势，这类非

粮化的耕地是基于市场价格而导致的生产结构调

整，实施防止其“非粮化”难度很大；但对违规在永

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的“非粮化”耕地，恢复这

类耕地面积将类似于前面讨论的“非农化”耕地面

积的恢复进展。 根据各类报道，我们假设 ５ 年内能

够恢复的耕地占现有总耕地的 １０％ 。
２． ３． ４　 情景方案四：对超过配额的进口玉米实施

配额外关税

基于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国可以

对超过进口配额（７２０ 万吨）的玉米实施配额外的

关税（６５％ ）。 如果担心国内玉米（或饲料粮）安全

问题和大量进口玉米对我国玉米主产区生产与农

民收入的影响，政府可对超过进口配额的玉米额外

征收 ６５％的关税，这种情况下玉米进口可控制在

７２０ 万吨，但限制玉米进口将显著提高国内玉米价

格，从而降低我国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增加

畜产品的进口量。 然而，近期玉米供需短缺不断扩

大的局面已经显现，２０２０ 年我国玉米进口量达

１１３０ 万吨，首次超过进口配额，２０２１ 年玉米进口达

到 ２８００ 万吨左右。 鉴于国内畜产品在城乡居民消

费和食物价格中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国际畜产品贸

易量有限和进口肉类产品可能面临的各种动物疫

情风险，我国也有可能对超过进口配额的玉米不实

施配额外的关税，通过增加玉米进口来促进国内畜

牧业发展，减少畜产品进口。 本文的基准方案假设

放开玉米进口配额限制，政策方案假设对配额外进

口的玉米实施额外 ６５％关税。

３　 中国中长期主要食物供需变化趋势展望

３． １　 基准方案下主要食物需求、供给和自给率

３． １． １　 未来中国城乡居民主要食物消费变化趋势

未来随着收入增长和城市化，我国居民在主要

口粮和主要副食品消费的变动趋势上存在显著差

异，但城乡居民间的消费差异则持续缩小（表 １）。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使用的 ２０１９ 年人均食物消费

数据高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９］ 中的

人均食物消费数据，这是因为本研究人均食物消费

包括在家消费、在外饮食和损失浪费。 表 １ 得出如

下几点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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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准方案下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３０ 年中国城乡居民主要食物消费量（公斤 ／人）

食物
２０１９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全国平均

２０３０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全国平均

大米 ９４． ９ ６０． ９ ７３． ６ ８９． ４ ５５． ５ ６５． ８
小麦 ７２． ２ ５３． ４ ６０． ４ ６７． ５ ４９． ２ ５４． ８
大豆 ４４． ８ ８３． ９ ６９． ３ ６１． ３ ９７． ４ ８６． ５
食油 ５． ４ ７． ６ ６． ８ ４． ９ ５． ７ ５． ５
食糖 ３． ９ １２． ７ ９． ４ ４． ０ １２． ８ １０． １
蔬菜 １７２． １ ２０４． ４ １９２． ４ １８３． ５ ２１５． ７ ２０５． ９
水果 ５４． ８ １０５． ２ ８６． ４ ６７． ２ １１０． ７ ９７． ４
猪肉 ２７． ７ ４２． ６ ３６． ９ ３５． ５ ４７． ５ ４３． ８
牛肉 ２． ２ ５． ７ ４． ４ ２． ７ ７． ０ ５． ７
羊肉 １． ８ ３． ２ ２． ６ ２． ２ ３． ７ ３． ３
禽肉 １０． ７ １４． ０ １２． ８ １２． ９ １６． １ １５． １
禽蛋 １１． ９ １７． ５ １５． ４ １３． ３ １７． ８ １６． ５
奶类 １０． ４ ６３． ９ ４３． ９ １３． ６ ７２． ４ ５４． ５
鱼虾 １３． １ ２８． ４ ２２． ７ １７． ６ ３１． ２ ２７． １

注：消费包括在家消费、在外饮食和损失浪费；大豆消费包括作为豆制品的大豆和加工压榨为豆油的大豆；食油只包括
大豆油之外的植物油。 由于 ２０１９ 年受非洲猪瘟影响，当年猪肉产量显著下降、价格快速上涨，使猪肉消费显著下降。
为此，基期的猪肉消费数据采用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下同。

　 　 未来人均口粮（大米和小麦）需求将继续呈现
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１９ 年到 ２０３０ 年农村居民和城镇
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都呈现下降趋势。 因为人均大
米和小麦消费城镇居民低于农村居民，城镇化进程
更加快了全国人均口粮消费的下降速度。 从全国
居民来看，人均大米消费将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３． ６ 公斤
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６５． ８ 公斤，同期人均小麦消费也
将从 ６０． ４ 公斤下降到 ５４． ８ 公斤。 与已有预测食
物消费的研究相比［４ ～ ７］，尽管这些研究没有列出人
均食物消费数据的变化趋势，但是从食物消费总量
和人口预测数据上看，我们预测口粮消费下降的结
论同多数现有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虽然植物类副食品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存在
较大差异，但都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表 １）。 大豆
（包括作为豆制品的大豆和压榨为大豆油的大豆）
人均消费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较便宜的大豆油还
将替代部分油菜籽等植物油的消费。 国民受健康
食品等信息影响，未来人均食糖消费只呈现略微的
增长势头，但蔬菜和水果（特别是水果）的消费将
呈现较快增长，未来 １０ 年人均蔬菜和水果消费将
分别增加 １３． ５ 公斤和 １１ 公斤，分别提高 ７％ 和
１３％ 。

畜产品和水产品是未来消费增长较快的食物。
随着收入增长，城乡居民在分别提高其畜产品和水
产品消费的同时，由于城镇居民消费高于农村居
民，城镇化进程使全国人均消费增长更快（表 １）。
表 １ 还显示，未来 １０ 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增量
（公斤）从高到低依次为奶类（１０． ６）、猪肉（６． ９）、

鱼虾（４． ４）、禽肉（２． ３）、牛肉（１． ３）、禽蛋（１． １）和
羊肉（０． ７），但人均消费增长幅度最大的则是牛肉
（３０％ ），其它依次为羊肉（２７％ ）、奶类（２４％ ）、鱼虾
（１９％ ）、禽肉（１８％ ）、禽蛋（７％ ）。 但值得关注的是
畜产品消费的增长意味着饲料粮需求也将呈现增长
趋势。
３． １． ２　 未来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变动趋势

为应对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变化，未
来主要农产品生产也将随着其技术进步和市场价
格等变化而变化（表 ２）。 随着口粮消费下降导致
的相对价格下降，我们预计从 ２０１９ 年到 ２０３０ 年我
国稻谷和小麦产量也将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下降
１５００ 多万吨和 ６００ 多万吨。 我们预测未来稻谷和
小麦产量下降与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大学等最近的
预测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７，１０］，但同 ＯＥＣＤ⁃ＦＡＯ 和
ＵＳＤＡ 的预测（生产显增长趋势） 存在较大的差
异［４，５］。 玉米和大豆是最重要的饲料粮，在畜产品
消费快速增长态势下，饲料粮生产也将增加。 玉米
产量将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６０７８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２７０５６ 万吨，增长 ４％ ；大豆产量也将增长 ３％ 。 棉
花、油料和糖料作物受用工成本影响和国际市场竞
争力下降影响，未来 １０ 年生产呈现下降趋势。 蔬
菜和水果是种植业内产量上涨较大的农作物，未来
１０ 年其产量将分别增长 ８％ 和 １８％ ，以满足城乡
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需求。

同主要食物未来需求增长趋势一致，未来 １０ 年畜
产品和水产品生产将呈现较快的增长。 表 ２ 显示除禽
蛋外，其他畜产品和水产品生产增长都在２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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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方案下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３０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万吨）

食物 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 产量增加
（万吨）

产量增幅
（％ ）

稻谷 ２０９６１ １９４３２ － １５２９ － ７
小麦 １３３６０ １２７４７ － ６１３ － ５
玉米 ２６０７８ ２７０５６ ９７８ ４
大豆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９ ５９ ３
棉花 ５８９ ４９７ － ９２ － １６

油料作物 ３４９３ ３１０４ － ３８９ － １１
糖料作物 １２１６９ ９８２３ － ２３４６ － １９

蔬菜 ７２１０３ ７７７８４ ５６８１ ８
水果 ２７４０１ ３２２３６ ４８３５ １８
猪肉 ５４０４ ６３４５ ９４１ １７
牛肉 ６６７ ８１６ １４９ ２２
羊肉 ４８８ ５６８ ８０ １６
禽肉 ２２３９ ２６４８ ４０９ １８
禽蛋 ３３０９ ３５５０ ２４１ ７
奶类 ３２０１ ３８０５ ６０４ １９

鱼虾类 ６４８０ ７６４５ １１６５ １８

　 注：稻谷的大米转换率为 ７０％ 。 下同。

３．１．３　 未来主要农产品消费、贸易和自给率变动趋势

在基准方案下，粮食及主要作物、畜产品和水

产品的总消费、贸易和自给率预测结果见表 ３。 主

要结论是：在现有农业发展方式和政策情景下（包
括大量进口玉米而取消玉米进口配额外关税政

策），除口粮、蔬菜、水果和猪肉外，未来 １０ 年许多

农产品供需失衡将更为突出。
首先，未来 １０ 年我国粮食需求增长将显著高

于国内生产增长，但口粮和饲料粮的供需状况和自

给率存在显著差异。 至 ２０３０ 年，我国大米和小麦

基本能够自给，自给率将保持在 ９８％左右，但玉米

和大豆进口需求将不断增长。 在基准方案下，假设

不采用玉米关税配额制管理，玉米总需求在 ２０３０
年将达到 ３． ２ 亿吨，玉米供需缺口达到 ５３００ 余万

吨，自给率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９８％ 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８３％ 。 大豆供需缺口将进一步加大，预计未来我国

大豆进口超 １ 亿吨将成为常态，到 ２０３０ 年自给率

继续下降到 １３％左右。
棉花、油料和糖料作物的供需缺口将延续本世

纪初以来的趋势，净进口逐渐增多。 棉花进口增多

主要是因为棉花国内生产下降（表 ２）和棉纺工业

对棉花需求增长而导致的。 未来 １０ 年食用油需求

还将有较快的增长，除大豆油增长外，其他食油需

求总量也将有所增长，基于油料作物的食油自给率

将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９８％ 持续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８６％ 。
糖料进口也将显著增长，自给率将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８２％继续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６６％ 。

表 ３　 基准方案下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３０ 年主要农产品消费、净进口（万吨）和自给率（％ ）

食物
２０１９

消费 净进口 自给率

２０３０

消费 净进口 自给率

大米 ２０９３２ － ２９ １００ １９７４５ ３１３ ９８
小麦 １３６７８ ３１８ ９８ １３００４ ２５８ ９８
玉米 ２６５５４ ４７６ ９８ ３２４４２ ５３８６ ８３
大豆 １０６４９ ８８３９ １７ １４７８４ １２９１５ １３
棉花 ７７８ １８９ ７６ ８３５ ３３８ ６０
食油 ８８９ １６ ９８ ９０１ １２５ ８６
食糖 １７８１ ３２１ ８２ １７３７ ５５９ ６６
蔬菜 ７０９９０ － １１１３ １０２ ７６２６６ － １５１８ １０２
水果 ２７６３８ ２３７ ９９ ３２３５８ － ５２８ １００
猪肉 ５５４１ １０１ ９８ ６３９５ ４９ ９９
牛肉 ８４１ １７４ ７９ １１６９ ３５３ ７０
羊肉 ５２７ ３９ ９３ ６４１ ７３ ８９
禽肉 ２２６７ ２８ ９９ ２６９３ ４５ ９８
禽蛋 ３２９９ － １０ １００ ３５４１ － ９ １００
奶类 ４８３０ １６２９ ６６ ６３７０ ２５６５ ６０

鱼虾类 ６６８７ ２０７ ９７ ８００４ ３５８ ９６

　 注：消费包括直接食用、饲料、种子、工业、损失浪费等。

　 　 蔬菜和水果在未来 １０ 年还将保持一定的比较

优势，国内生产增长能够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

增长。 我国是世界上最主要蔬菜出口国之一，未来

１０ 年自给率还将继续保持蔬菜净出口国的地位。
我国水果（包括瓜果）消费量将显著提高，进口和

出口均保持增长态势，水果进口主要以热带水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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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水果出口主要以苹果、梨和橘子等温带水果为

主，未来 １０ 年水果出口和进口基本相等。
至 ２０３０ 年畜产品消费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其中牛羊肉和奶制品增幅最为显著，其国内生

产增长将难以满足需求增长，进口将不断增加。 在

基准方案下，通过进口饲料发展国内畜牧业，未来

１０ 年猪禽产品供需能基本保持平衡，而牛肉和羊

肉的自给率将不断下降，自给率将分别由 ２０１９ 年

的 ７９％和 ９３％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７０％和 ８９％ 。 奶

制品供需缺口也将明显加大，奶制品进口（折算为

牛奶）将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６２９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２５６５ 万吨，自给率将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６％下降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６０％ 。

我国水产品需求增长显著，但国内生产基本能

够满足需求增长。 虽然我国水产品近年来出现由

净出口转为净进口，这种局面还将持续至 ２０３０ 年，

但我国也是水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家，进口增长只稍

高于出口增长，到 ２０３０ 年水产品自给率还能保持

在 ９６％左右。
３．２　 不同政策情景下主要食物需求、供给和自给率

３． ２． １　 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方案

与基准方案相比，加快技术进步将显著增加国

内主要农产品产量，并提升许多农产品的自给率。
水稻和小麦主要依靠优质大米和特种小麦的育种技

术进步；饲料粮玉米和大豆产量增长将主要来自生

物育种和机械化等技术的广泛采用，与基准方案下

相比产量可提高 ８％左右。 其他大宗农作物（棉花、
油料作物和糖料作物）产量增长幅度在 ３％至 ７％之

间。 虽然蔬菜和水果增长幅度不到 ３％ ，但技术进

步将显著提高蔬菜和水果品质。 育种和养殖等技术

进步将在未来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增长中起更大作

用（增幅介于 ６％ ～１０％之间）。
表 ４　 技术进步方案：对 ２０３０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增加（万吨）和增长幅度（％ ）的影响

食物 基准方案 加快技术进步方案 产量增加（万吨） 产量增幅（％ ）

稻谷 １９４３２ １９８６０ ４２８ ２． ２

小麦 １２７４７ １２９７８ ２３１ １． ８

玉米 ２７０５６ ２９１４９ ２０９３ ７． ７

大豆 １８６９ ２０２７ １５８ ８． ５

棉花 ４９７ ５２５ ２８ ５． ６

油料作物 ３１０４ ３２００ ９５ ３． １

糖料作物 ９８２３ １０５２５ ７０２ ７． １

蔬菜 ７７７８４ ７９８８５ ２１０１ ２． ７

水果 ３２２３６ ３３０７６ ８４０ ２． ６

猪肉 ６３４５ ６７３４ ３８８ ６． １

牛肉 ８１６ ８９２ ７５ ９． ２

羊肉 ５６８ ６１３ ４５ ７． ９

禽肉 ２６４８ ２８２９ １８１ ６． ８

禽蛋 ３５５０ ３７６９ ２１９ ６． ２

奶类 ３８０５ ４１６０ ３５５ ９． ３

水产品 ７６４５ ８２５２ ６０６ ７． ９

３． ２． ２　 生物育种有序产业化方案

生物育种玉米技术产业化应用将对玉米生产
和净进口产生显著影响（见表 ５）。 到 ２０３０ 年，与
基准方案相比，预计玉米单产将增长 ９． ３％ ，单产
提高和生产成本节约降低了玉米价格，玉米面积将
有所下降 （１． ３％ ），使玉米总产量增长 ７． ７％ ；
同时，由于国内玉米价格下降，玉米的净进口也
将下降３３％ 左右， 相当于减少了 １７９０ 万吨的
玉米进口。

生物育种大豆对大豆生产和贸易的影响与生
物育种玉米的影响途径和大小有所差异。 这是因
为大豆价格不但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是整合的，
而且大豆进口量是国内生产量的 ６ ～ ７ 倍，生物育
种大豆提高单产和减少生产成本对国内大豆价格
影响不大，同时较大幅度的节省生产成本还扩大了
种植面积，使大豆总产量增长 ５． ８％ 。 国内大豆生
产的增加使大豆净进口减少 １００ 万吨；但因为大豆
进口量基数大，所以进口量降低幅度只有 ０．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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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３０ 年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对玉米和大豆生产和净进口的的影响

玉米 大豆

基准方案
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

百分比变化 数量变化
基准方案

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

百分比变化 数量变化

产量（万吨） ２７０５６ ７． ７％ ２０８３ １８６９ ５． ８％ １０８

单产（吨 ／公顷） ７． ０９ ９． ３％ ０． ６６ ２． １０ ４． ８％ ０． １０

面积（千公顷） ３８６５１ － １． ３％ － ４８３ ９３４５ １． ０％ ９３

净进口（万吨） ５３８６ － ３３． ２％ － １７９０ １２９１６ － ０． ７％ － １００

３． ２． ３　 严格实施粮田保护方案

严格实施粮田保护政策如何影响主要农产品

生产，取决于政策的实施方式。 近年来耕地非粮化

趋势主要是因为种粮收益相对下降（即粮食价格

相对于经济作物价格出现下降趋势），这是农民对

市场价格做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理性反应。 如

果完全采用行政干预政策，强制把被占用的耕地

（假设占 １０％ ）恢复生产粮食，其对农产品生产的

影响不用模型模拟就能得出粮食产量增长的结论，
但这种强制性行政干预的执行成本极高且难以执

行；同时，通过政策干预限制农户发展经济作物或

特色农业，虽然短期内对增加粮食生产有所作用，
但粮食价格还将继续下降，从而不但进一步影响农

民种粮积极性，而且还会影响农民增收，这也不符

合“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发展战

略要求。 从长远看，粮食生产增长还是主要靠粮食

生产力的提高和种粮收益的增加（如粮食与其他

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动趋势）。
但如果严格实施粮田保护政策是把被占用的

１０％耕地恢复农作物生产，并基于市场价格决定农

产品生产结构，模型模拟分析得出如下结果：短期

内，水稻、小麦和玉米生产将增长 ２％至 ３％ ，主要

经济作物产量增长 ３％至 ５％ 。 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生产增长没有许多人预期的那么大是因为在农产

品价格需求弹性较低的情况下，各种农产品在短期

内的产量增长导致农产品价格显著下降，进而影响

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或对农业生产的投入，降低了单

位面积产量。 但从长远来看，守住 １８ 亿亩耕地对

确保我国耕地和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有深

远意义，特别是一旦要应对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或

大国战争而导致的国际粮食禁运等带来的不确定

风险。
３． ２． ４　 玉米进口配额关税政策方案

我们畜产品的供需缺口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饲料粮的贸易政策，特别是玉米的进口配额关税政

策。 对是否实施玉米进口配额关税政策对玉米和主

要畜产品生产、贸易和自给率的影响的模拟结果见

表 ６，主要结论如下：相对于基准方案（不对超过进口

配额外的进口玉米征收额外关税），执行玉米进口配

额制（７． ２ 万吨配额内关税 １％，配额进口外加 ６５％
关税）将增加国内玉米产量，但因为国内玉米等饲料

粮价格显著增长使国内畜产品价格也显著增长，畜产

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进而导致畜产品进口大幅上

升。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玉米在 ２０３０ 年能够基本自

给（自给率达 ９８％），但是国内畜产品生产将下降

（特别是猪肉和禽肉），畜产品生产下降将导致猪禽肉

进口从基准情景下的 １６０ 万吨增加到 ６３５ 万吨，猪禽

肉的自给率下降到 ９４％ 。
表 ６　 实施玉米进口配额关税政策对 ２０３０ 年玉米和主要畜产品生产、贸易和自给率的影响

玉米 猪肉和禽肉

实施配额
关税政策

不实施配额
关税政策

实施配额
关税政策

不实施配额
关税政策

产量（万吨） ２９７３８ ２７０５６ ８５６１ ８９９４

进口（万吨） ７２０ ５３８６ ６３５ １６０

出口（万吨） ２ ０ ７４ ６６

自给率（％ ） ９８ ８３ ９４ ９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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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和政策启示

基于本文研究，我们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和

政策建议：
首先，至 ２０３０ 年，我国政府提出的“口粮绝对

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目标基本能够实

现。 从数量来看，即使在基准方案情况下，玉米进

口达到我们预测的 ５０００ 多万吨，因为大米和小麦

自给率能达到 ９８％至 ９９％ ，三大谷物总体自给率

也能达到 ８４％ 。 解决 ８５％ 的自给率是安全可控

的，因为我国还可以大幅增加农业研发投入，加快

农业技术进步来显著提高谷物等主要农产品的生

产和自给率。 在口粮安全保障上，未来要更加关注

的不是数量，而是高质量的大米和不同用途的小

麦；在玉米等饲料粮方面，要更加关注生物育种等

技术对提升玉米生产力（增加产量和减少投入）和
减缓玉米进口的作用。

其次，未来畜产品需求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食物安全实质上是畜产品的供给安全或畜牧

业生产的饲料粮（大豆和玉米）供给安全问题。 大

豆是目前也是未来满足畜牧业生产需要的主要蛋白

饲料，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要保障我国畜产品供给

安全，大量进口大豆局面将难以改变，能做到的只能

是大豆进口国的多国化和蛋白饲料的多样化。 同

时，还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进口适度的玉米来减少

畜产品的进口，这需要政府权衡玉米进口配额关税

政策的利弊。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过去国际市场上

农产品贸易变化的特征看，进口畜产品的市场风险

远远大于进口饲料粮的风险。
第三，虽然中国至 ２０３０ 年的食物安全在基准

方案下就能较大程度上得到保障，但未来国家还有

多种重要政策措施能够进一步提升食物安全保障

能力。 除了本文分析的加快技术进步提升农业生

产力（特别是生物育种技术产业化应用）和守住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外，还有国家正在推进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数字农业发展战略和绿色农业发展规划

等，以及我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 １８ 亿亩耕地以外

的大农业（例如，草地农业、林下经济、海洋农业

等），这些都将在提升未来国家粮食和食物安全保

障能力上起重要的作用。
最后，当然通过进口食物存在市场风险，但过

度利用水土资源增加国内生产也是不可持续的。
保障食物高自给率的安全和保障水土资源永续利

用安全，后者从长远来看更为重要。 为此，夯实

“藏粮于地”战略、推进绿色和永续的农业发展极

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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