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ㆍ



Ⅰ 중국의 중단립종 쌀산업 현황 및 수급 전망. ·

․

Ⅱ 중국의 식량안보체계와 쌀 산업의 정책목표 연구.

Ⅲ 한중간 쌀 교역 현황과 전망. ․

ㆍ



- 1 -

Ⅰ 중국의 중단립종 쌀산업 현황 및 수급 전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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리닝후이 리리위앤 청광옌( ), ( ), ( )李寧輝 李麗原 程廣燕

중국농업과학원 농업경제발전연구소

재배지역의 분포 변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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장립종(1)

중단립종(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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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북지역①

동북지역 중단립종· 전국 비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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화북 및 중원지역②

화북 및 중언지역 중단립종· 전국 비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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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북지역③

ㆍ ㆍ

서북지역 중단립종· 전국 비중

〜



- 12 -

장강중하류지역④

장강중하류 중단립종· 전국 비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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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남 운귀 고원지역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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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남지역 중단립종· 전국 비중

중국의 중 단립종 벼 생산 발전의 기본 특징2) ·

재배면적 확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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단수 증가(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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생산량 증가(3)

신품종 보급 확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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산업화수준 제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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대 한국 중 단립종벼 쌀 수출 현황3) · ( )

한국의 쌀수입 현황(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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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의 대 한국 쌀 수출 현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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생산 유통 소비 및 수출입 현황1) , ,

생산(1)

생산정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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주산지 분포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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발전 추세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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유통(2)

유통정책 년 이후 식량유통의 시장화 실현: 2004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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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지역간 식량유통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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가공업의 발전 현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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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소비(3)

중 단립종 쌀의 소비변화 추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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가격 변화 추세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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수출입 현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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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의 중 단립종 쌀 수급전망2) ·

모 형(1)

중국 쌀의 수급 전망(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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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동북 성의 중 단립종 쌀의 수출잠재력3) 3 ·

중국의 식량수출 정책(1)

수출보조①

수출세환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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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앙외무발전기금으로 농산물 수출지원③

농산물 수출기업에 정책성 금융자금 지원④

수출쿼터제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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수출관세⑥

수출잠재력 분석(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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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중국의 식량안보체계와 쌀 산업의 정책목표 연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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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왕동양 청광옌 왕옌( ), ( ), ( )王東陽 程广燕 王艳

중국농업과학원 농업경제 발전 연구소ㆍ

중국의 식량의 개념 및 범위1.1

《

》



- 52 -

중국의 식량안보체계1.2

엄격한 경지보호제도의 실시1)

《

》

식량생산에 대한 지원 강화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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정부에서 적당한 규모의 식량 비축3)

식량 수출입권에 대한 엄격한 관리통제4)

중국 식량안보 중 쌀의 지위1.3

벼는 중국의 식량생산에서 특수하고 중요한 지위1)

《

》



- 54 -

쌀은 중국의 도시와 농촌 주민의 중요한 주식2)

중국의 식량 생산 소비 중 쌀이 차지하는 비중이 높고 상대적으로 안정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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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의 쌀 생산2.1

벼 재배면적 감소 회복에 큰 어려움1) ,

벼 육종 수준이 높으며 단수 제고 잠재력이 큼2)

ㆍ

중국의 수도 생산 점차 우세지역에 집중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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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의 벼 품종 및 품질의 우수화4)

《 》

중국의 쌀 수요2.2

일인당 식용 소비량 다소 감소1)

공업용 소비량 비중은 비교적 작으나 증가추세2)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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사료용 소비량은 소폭 상승3)

종자용 소비량은 다소 감소4)

중국의 쌀 수급 균형 분석2.3

국내 쌀 공급은 비교적 충족 생산량 감소에 높은 관심 필요1) ,



- 58 -

장립종 위주의 벼생산 중단립종의 잠재 수요는 비교적 큼2) ·

중국은 쌀 순수출국으로 품종 조절을 위해 소량만 수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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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의 쌀 생산 정책3.1

보조 및 가격지지1)

정부 실시 사업지지2)

《

》

과학기술지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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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의 쌀 유통 정책3.2

중국의 벼 수매 및 비축1)

《 》

중국의 벼 경제성 수매2)

중국의 쌀 유통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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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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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한중 간 쌀 교역 현황과 전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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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

박동규 전형진 최익창, ,

한국농촌경제연구원

쌀 생산량 감소세 수입량은 매년 늘어나1.1. ,

가 단수 증가율보다 벼 재배면적 감소율이 높아 쌀 생산량 감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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쌀 소비량 감소세1.2.

가 식용 소비량 감소 추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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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 식용 이외 소비량 큰 폭으로 변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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연이은 풍작 영향으로 재고량 증가1.3.

가 쌀 재고량 적정량 이상으로 늘어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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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북 성 쌀 생산비 한국의 수준2.1. 3 (10a)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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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국 쌀 가격 중국 가격보다 배 높아2.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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경쟁력 열위 그 격차는 줄어들고 있음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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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산 쌀 수입 현황3.1.

가 의무수입쌀 도입량 증가.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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원료곡 수집 흑룡강성 요녕성 길림성의 산지 가공공장이 농가 수매 또는 계약 생산, ,∙

보관

싸이로 및 혈둔 목조 또는 콘크리트로 받침을 하고 철근으로 기둥을 세운 후( ,∙

피복을 씌운 산물상태 보관 시설 에 보관)

검정업체 가 원료를 점검하여 적격품 생산 가능여부를 조사하여 생산(OMIC)∙

이 어려울 경우 원료교체 요구

가공 및 포장

검정업체 가 제품검사 실시(OMIC)∙

적격제품만 선적항으로 반출하고 부적격품은 재정선하거나 타용도로 전환-

검정업체와 농산물품질관리원의 가공 지도∙

- 가공방법 정선시설보완 원료곡 교체나 가공공장 변경 지도, ,

일부 쌀은 톤백으로 수송하여 정선공장에서 정선 후 포장∙

수송

흑룡강성 길림성 요녕성의 산지 가공공장으로부터 요녕성 대련항으로 수송, ,∙

현미는 철로 수송 량에 톤 정도 적재: 1 60∙

쌀은 항구지 인근 가공공장의 경우 완제품 포장 포함 으로 생산하여 육로수송( )∙

하며 원거리에 위치한 가공공장은 백미로 가공하여 톤백으로 철로수송하여,

항구지 인근 가공공장에서 재정선하여 소포장

항구지 창고보관

요녕성 대련항 상옥에 보관 쌀 파레트 작업 컨테이너 적재: ,∙

검정업체 가 선적항 검사 실시 농산물품질관리원이 선적 지도 적격품(OMIC) , :∙

만 선적하고 부적격품은 선적 제외

선적 및 수송 검정업체 가 선적 감독 및 안전수송 지도(OMIC)∙

국내도착 농산물품질관리원이 착항 검사 실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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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 중국쌀 도입가격은 국내산의 수준.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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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 찌거나 삶은 쌀 수입량 큰 폭 감소.

국제 경쟁 입찰 구매 및 현황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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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내 통관 및 운송단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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공개입찰 방식으로 판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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수입쌀 판매실적 및 낙찰가격3.5.

가 년 밥쌀용 수입쌀 재고 발생. 2009 (tabl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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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 밥쌀용 수입쌀 낙찰가격 국내산의 수준. (table use)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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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2006 2007 2008 2009

국내산지가격

중국산1등급

미국산1등급

원/20kg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2006 2007 2008 2009

중국산3등급

국내산지가격

미국산3등급

원/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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한 중 쌀 수급 전망4.1.

가 한국 쌀 가격 장기적으로 하락.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목표가격

농가수취가격

농가판매가격

천원/8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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나 중국 쌀 가격 상승세 지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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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북3성 중단립종 쌀

평균 도매가격

남부지역 중단립종 쌀

평균 도매가격

위안(元)/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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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북3성 흑룡강성 호림시장

쌀 도매가격(표준1등급)

동북3성 길림식량센터 도매시장

쌀 도매가격(표준1등급)

남부 절강성 동남식량시장

쌀 도매가격(표준1등급)

남부 절강성 상려시식량국

쌀 도매가격(표준1등급)

위안(元)/톤

관세화 시 중국쌀 가격 국내산보다 높을 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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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粳米产业现况及供给展望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李宁辉 李丽原 程广燕、 、

一 中国稻谷的种植分布、

一 中国粳稻生产区域布局变化（ ）

中国水稻种植分布区域以南方和东北黑龙江为主 且越来越向优势区域集中 其具体特， ，

2008征是水稻生产逐步向长江中下游和黑龙江水稻产区集中 年全国水稻总播种面积为。

2924.11 300 200 300万公顷 超过 万公顷的地区有江西和湖南两省 超过 万不足 万公顷的地区， ，

100 200有黑龙江 江苏 安徽 广西四省 自治区 超过 万不足 万公顷的地区有湖北 广、 、 、 （ ）， 、

1.1-1东 云南三省 表、 （ ）。

10分品种来看 早稻生产主要有 个省 自治区 分别是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湖， （ ）， 、 、 、 、

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云南 中稻和一季晚稻生产分布在除广东 海南和青海以外、 、 、 、 、 ； 、

10的全国各地 双季晚稻生产主要分布在南方 个省 自治区 与早稻分布相同； （ ）， 。

中国的稻谷在生产上大体土可划分为南北两大稻区 按秦岭 淮河一线分界 长江流： —— ，

域的主要省市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湖南 湖北 江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广东 广、 、 、 、 、 、 、 、 、 、 、

西 福建等省市自治区 以及陕西和河南南部为中国南方稻区 以种植籼稻为主 籼粳并、 ， ， ，

存 北京 天津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中部和北部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陕西中部； 、 、 、 、 、 、 、 、 、

和北部 宁夏 甘肃 新疆等省市自治区为中国北方稻区 基本上种植粳稻、 、 、 ， 。

1 籼稻种植分布、

16 ( )目前籼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 个省 市 自治区 即海南 广东 广西 湖南 湖北、 ， 、 、 、 、 、

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福建 江西 浙江 江苏 安徽 陕西和河南 其中四川 重、 、 、 、 、 、 、 、 、 。 、

87%庆 江西 广西 广东 福建和海南水稻种植基本上全部是籼稻 按面积计 湖北水稻、 、 、 、 ， ，

70% 92% 75% 65% 32% 17%以上 安徽 以上 贵州 以上 河南 以上均为籼稻 浙江约 云南 江苏、 、 、 ， 、 、

的水稻为籼稻。

2 粳稻种植分布、

粳稻主要分为东北粳稻生产区 华北粳稻生产区 西北粳稻生产区 长江中下游粳稻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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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和西南云贵高纬度粳稻生产区 包含东北三省 内蒙 华北 西北 除青海外 及湖。 、 、 、 （ ）

北 安徽 江苏 上海 浙江和云南等省市、 、 、 、 。

依据以上分布数据 我们在全国稻谷总产量的基础上 按照以下比例估算出全国， ，

1.1-2粳稻产量及其在各省的分布 表（ ）：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陕西 甘肃、 、 、 、 、 、 、 、 、 、 、

, 100%; , 50%; , 83%; , 35%; , 30%; , 25%;宁夏 新疆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河南、

, 13%; , 8%; , 68%湖北 贵州 云南 。

1.1-1 2008表 年各地区稻谷播种面积和产量
/单位 千公顷 万吨 公斤 公顷： ， ，

地区
稻 谷 1. 早 稻

播种面积 总产量 每公顷产量 播种面积 总产量 每公顷产量

全国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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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表 续（ ） 2008年各地区稻谷播种面积和产量

/单位 千公顷 万吨 公斤 公顷： ， ，

地区
2. 中稻和一季晚稻 3. 双 季 晚 稻

播种面积 总产量 每公顷产量 播种面积 总产量 每公顷产量

全国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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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000-2008表 年各地区粳稻产量
单位 万吨：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湖北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全国稻谷

全国早稻

全国中晚籼稻

粳稻占稻谷比重

数据来源 作者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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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000-2008表 年各地区粳稻播种面积
单位 千公顷：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湖北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全国稻谷

全国早稻

全国中晚籼稻

粳稻占稻谷比重

数据来源 作者估算： 。

1.1-2 2000-2008从表 我们看到 年 中国粳稻产量波动趋势基本上与水稻总产量波动类， ，

2000-2003 2004 2008似 年逐年下降 从低谷反转 并在其后各年呈现出恢复性增长 到 年。 ， ， ，

5975.1已经达到 万吨 且粳稻产量增长速度快于水稻总产量增长速度 粳稻产量占水稻总产， ，

2006 30%量的比重从 年开始已经超过 。

2008在各省中 粳稻产量最大的省是黑龙江和江苏 其次是吉林 辽宁 年产量均已超， ， 、 ，

500 2008 1500过 万吨 粳稻生产发展最快的是黑龙江省 年已经超过 万吨 而江苏的粳稻产。 ， ，

2005 1400量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 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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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北粳稻生产区（ ）

该区域包括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主要分布在辽宁省的辽河平原和东南沿海平原、 、 。

;吉林 黑龙江的松花江平原 吉林省的四平 长春平原 图们江 鸭绿江流域 黑龙江省、 ； 、 ； 、 ；

的牡丹江半山区谷地和三江平原等 其中黑龙江省是中国北方各省中水资源最丰富的一个省。

全省分布有四大水系和三大湖泊 雨热同季 昼夜温差大 境内有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 ， 、 ， ，

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主要限制因素是有效积温较低 吉林省境内水资源分布也很丰富 境、 ， ； ，

内有松花江 鸭绿江 图们江 辽河 绥汾河五大水系 基本每个县都有水稻种植 集中产、 、 、 、 ， ，

区为集安岭南 四平平原 白城平原 长春平原 吉林通化河谷平川和延吉盆地 辽宁省的、 、 、 、 ；

水稻主要集中在中部平原和东南部沿海地区。

2004 2008 2602.6 2003年以来 东北三省粳稻发展很快 年三省总产量合计 万吨 比 年增， 。 ，

1090.2 11.47% 12.49% 12.72%加 万吨 年均增长 其中黑龙江年均增长 吉林年均增长 辽宁， ， ， ，

7.55% 2000 34% 2008年均增长 三省粳稻产量占全国粳稻总产量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年为。 ， ，

43.6% 1.1-1年已经提高到 图 为东北三省粳稻生产情况。 。

1.1-1 2000-208 %图 年东北三省粳稻产量 万吨 及其占全国的比重（ ） （ ）

2 华北及中原粳稻生产区（ ）

该区域包括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粳稻生产主要集中在内蒙、 、 、 、 、 、 ，

古毗邻东北三省的东四盟市 河北省的渤海湾沿岸 水量是山西水稻生产最关键的限制因素、 。 ,

目前种植面积很小 主要集中在太原市和代县 北京一般种植一季春稻 天津 河北一般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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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一季春稻或稻麦轮作 山东省的稻区主要有济宁滨湖稻区 临沂库灌稻区和黄河沿岸引灌。 、

稻区 有一季春稻和稻麦轮作 河南的粳稻主要集中在引黄稻作区 此外南阳稻作区 淮北， 。 ， 、

稻作区也有部分种植 以稻麦两熟制为主， 。

1.1-2 2000-2008 %图 年华北及中原七省粳稻产量 万吨 及其占全国的比重（ ） （ ）

2000 20由于受水资源短缺制约 华北及中原七省粳稻生产 年以来基本呈现出萎缩态势， 。

00-2003 355.7 232 2008 358.2年从 万吨减至 万吨 之后有所恢复 到 年达到 万吨 只占全国粳， ， ，

6% 1.1-2稻总产量的 图 为华北地区粳稻生产情况。 。

3 西北粳稻生产区（ ）

该区域包括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粳稻种植主要集中在陕西的陕北及关中地区、 、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平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南北坡等地 陕西由于秦岭横贯其中， 。

部 全省气候南北跨亚热带湿润区 暖温带半湿润区 暖温带半干旱区和中温带半干旱区四， 、 、

个热量 水分不同的地带 粳稻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北的关中和陕北地区 宁夏的水稻主要集、 ， ；

中在引黄灌区 具体在中部灌区的灵武 吴忠 青铜峡 永宁以及银北灌区 新疆的稻区主， 、 、 、 ；

要集中在河流两岸灌溉条件较好的旱田以及不适宜种植早作的低洼地和泉水溢出地 全区早，

中晚熟粳稻都有分布 甘肃由于干旱少雨 适宜种植水稻的耕地很少 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 ， ，

黄河沿岸和嘉陵江流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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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2000-208 %图 年西北四省粳稻产量 万吨 及其占全国的比重（ ） （ ）

2000与华北的情况类似 西北四省由于受水资源短缺制约 粳稻生产 年以来也基本呈现， ，

2000-2003 223.7 166.8 2006 211.1出萎缩态势 年从 万吨减至 万吨 之后有所恢复 到 年增至。 ， ，

2008 194.3万吨 但之后又下降 到 年为 万吨 随着产量的下降 西北四省粳稻产量占全国， ， 。 ，

2000 4.2% 2008 3.3%粳总产量的比重从 年的 降至 年的 西北粳稻生产主要集中在陕西 宁夏。 、 、

1.1-3新疆 但规模有限 图 为西北地区粳稻生产情况， 。 。

4 长江中下游粳稻生产区（ ）

该区域包括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湖北五省 其中太湖是中国重要的粳稻产区 地、 、 、 、 ， 。

区处于长江以南 钱塘江以北 茅山以东的区域 它包括江苏苏南 浙江杭嘉湖地区和上海、 、 ， 、

市 该地区经济发达 区位优势独特 气候温和 四季分明 水稻品种资源丰富 产量高。 ， ， ， ， ， ，

品质优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 近年来太湖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呈快速下降趋势。 ， 。

“但作为主要农作物 水稻除生产粮食外 还在环境友好 净化大气 水体 缓解 热岛效应， ， ， 、 ，

”等生态功效上优于其它植物 保持水稻生产的稳定对促进太湖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

2000 43.3重要的作用 年以来 太湖地区杂交粳稻发展较快 累计推广面积达到 万公顷 成。 ， ， ，

为全国杂交粳稻种植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2000-2003 2471.4 1896.8 2004 225长江中下游五省粳稻产量 年从 万吨降至 万吨 年恢复至，

6.8 2008 2361 2000 2000-万吨 之后呈现出小幅增长态势 年增至 万吨 但仍低于 年的产量， ， ， 。

2008 46.9% 39.5%年 长江中下游五省粳稻产量占全国粳稻总产量的比重逐渐下滑 从 降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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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东北三省粳稻产量比重 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粳稻生产重心逐渐从长江中下游移至东北，

1.1-4三省 图 为长江中下游五省粳稻生产情况。 。

1.1-4 2000-208 %图 年长江中下游五省粳稻产量 万吨 及其占全国的比重（ ） （ ）

5 西南云贵高纬度粳稻生产区（ ）

该产区主要分布在云南 贵州的高纬度地区 粳稻种植地区分散 面积较小 其中 云、 ， 、 。 ，

1500 800 56 7南水稻种植面积约 多万亩 粳稻种植面积约 多万亩 约占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的， ， ．

80占云贵高原粳稻区种植面积的 云南作为袁隆平杂交粳稻推广西南片区的主战场％， ％。 ，

2000 1400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因为海拔 米以下 米以上的山区 杂交粳稻相比杂交籼稻。 ， ，

“ ”可以显著增加水稻产量 以 云光 系列两系杂交粳稻新品种为例 米质好 产量高 耐寒。 ， 、 、

性强 不仅是山区 也是坝区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的保障 袁隆平表示 杂交粳稻会成为中， ， 、 。 ：

国粮食新的增长点 而云光系粳稻应该还有更大的开发空间， 。

2000 2002与全国其它地区有所不同的是 年以来西南两省 贵州 云南 粳稻在 年位于， （ 、 ）

397.2 2004 507 2007低谷 为 万吨 之后上升于 年达到高峰 为 万吨 但之后至 年又逐年下降， ， ， ，

437 2008 459.2 20至 万吨 年有所恢复 为 万吨 西南两省粳稻产量占全国粳稻总产量的比重， ， 。

03 11% 2008 7.7% 1.1-5年跃升至 之后逐年下降 到 年只占 图 为西南两省粳稻生产情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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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2000-208 %图 年西南两省粳稻产量 万吨 及其占全国的比重（ ） （ ）

二 中国粳稻生产发展的基本特征（ ）

中国粳稻生产的历史变化既与水稻生产的历史变化表现出一致性 也与其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性 主要表现为中国水稻生产在增长中有波动 而粳稻生产一直处在稳定增长过程中。 ， ，

特别是在当前农业生产处在战略性结构调整时期 粳稻生产仍然表现出增长的势头， 。

1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由于对粳米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 粳稻的比较效益不断提高 因而种植粳稻的北方地区， ，

水稻面积不断扩大 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粳稻的比例也逐渐提高 尤以江苏省最为突出 该， ， ，

“ ” 1980省实施 基本粳稻化工程 以来 粳稻种植面积扩大很快 年以来中国水稻的种植面积， 。

1.2-1基本上是稳定的 并且近年来还有减少的趋势 而粳稻种植面积却快速增加 据表 可， ， ，

2008 1980 145.97% 3.27% “ ”知 中国粳稻种植面积 年比 年增长了 年均增长 特别是在 七五， ， ，

“ ” 6.98% 3.76% “ ”和 八五 时期增加更快 年均分别增加 和 从 九五 时期开始 进入相对稳， ， ，

定时期 在中国近年来农业结构调整中 水稻种植面积有所减少 特别是品质差的早稻种植。 ， ，

1990 9420 28.5% 2008面积减少很多 年中国早稻面积达 千公顷 占当年水稻种植面积的 到， ， ，

5708 19.5%), 1990 3712 ;年早稻面积只有 千公顷 只占当年水稻种植面积的 比 年减少 千公顷（

1990 5081 15.4% 2008此间粳稻种植面积却从 年的 千公顷 占当年水稻种植面积的 增加到 年（ ）

8373 28.63%)的 千公顷 占当年水稻种植面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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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980-2008表 中国 年粳稻种植面积情况

单位 千公顷：

年份 种植面积 年份 种植面积 年份 种植面积 年份 种植面积

数据来源 笔者估算：

2 单产增长速度快、

1.2-2 1980 4450 / 1985粳稻的单产增加很快 表 显示 中国粳稻单产 年为 公斤 公顷 到 年。 ， ，

1980 26.04% 4.74% 1990 1985 16.26% 3.06%已比 年增长 年均增长 年又比 年增长 年均增长， ； ， ；

“ ” 6500-6700 / “ ”八五 期间粳稻单产基本在 公斤 公顷左右徘徊 九五 期间粳稻单产又突破；

7000 / 1999 7319 / “ ”了 公斤 公顷 年达到最高 为 公斤 公顷 十五 期间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 ； ，

2004 7605 / “ ” 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 公斤 公顷 进入 十一五 以来 单产纪录连续更新 年达； ， ，

7136 /到 公斤 公顷。

1.2-2 1980-2008 /表 中国 年粳稻单产情况单位 公斤 公顷：

年份 单产 年份 单产 年份 单产 年份 单产

数据来源 历年版 中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 》

3 生产量显著增加、

1.2-3由于粳稻播种面积和粳稻单产均提高很快 从而粳稻产量迅速增加 由表 可知， ， ，

2008 5975 1980 2.94 5.2%中国粳稻总产量 年最高达到 万吨 比 年提高了 倍 年均增长率 而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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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1.2%此期间 稻谷总产量仅提高了 年均增长仅 此期间粳稻产量占稻谷产量的比重， ， 。

1980 10.8% 2008 31.1%也由 年的 提高到了 年的 。

1.2-3 1980-2008表 中国 年粳稻生产情况 万吨（ ）

　 稻谷 粳稻 粳稻占稻谷比重 稻谷 粳稻 粳稻占稻谷比重

1980 13991 1515 10.8% 1995 18523 4112 22.2%

1981 14396 1572 10.9% 1996 19510 4499 23.1%

1982 16160 1807 11.2% 1997 20073 4784 23.8%

1983 16887 1957 11.6% 1998 19871 4868 24.5%

1984 17826 2162 12.1% 1999 19849 4974 25.1%

1985 16857 2156 12.8% 2000 18791 5269 28.0%

1986 17222 2334 13.6% 2001 17758 4977 28.0%

1987 17442 2512 14.4% 2002 17454 4964 28.4%

1988 16911 2589 15.3% 2003 16066 4277 26.6%

1989 18013 2933 16.3% 2004 17909 5210 29.1%

1990 19175 3313 17.3% 2005 18059 5270 29.2%

1991 18735 3427 18.3% 2006 18172 5609 30.9%

1992 18622 3596 19.3% 2007 18603 5735 30.8%

1993 17770 3609 20.3% 2008 19190 5975 31.1%

1994 17593 3744 21.3%

数据来源 笔者估算：

4 新品种推广力度不断加大、

随着中国整个农业领域结构调优 品种调优步伐的不断加快 中国粳稻优质品种的示、 ，

20 80范 推广力度也不断增大 东北三省从 世纪 年代开始推广种植优质水稻品种 筛选推广、 。 ，

1 8 131 6 4 73 8l 83 8了一批如五优 号 龙粳 号 空育 松粳 绥粳 吉粳 吉粳 吉粳 吉粳、 、 、 、 、 、 、 、

8 294 9 265 1987辽粳 辽粳 沈农 等优质品种 黑龙江省于 年就起草了稻谷优质品种地方标、 、 、 。

19 2 1994准 并开展了水稻品种评优 评选出合江 和松粳 号两个优质品种 年又修订了优质， ， 。

3 19 140食用稻米标准 并评选出五稻 号 牡丹江 和滕系 三个优质稻推广品种 沈阳农业大学， 、 。

“ ” “ ”稻作所首先提出 三好理论 及 理想株型 超高产育种及栽培模式 先后育成一大批高产，

265 606 601优质多抗新品种如沈农 沈农 沈农 等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所近年加强科技攻、 、 。

88关 育成了超级稻新品种吉粳 不仅高产而且米质优良 在种植技术方面也普遍采用了以， ， 。

育苗移栽为主的先进技术 辽宁还应用无纺布育苗技术； 。

近年来 东北粳稻绿色种植及有机稻面积发展迅速 在注重优质稻新品种不断选育 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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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推广的同时 对稻米的无污染 安全性也引起了消费者和决策者前所未有的关注 据统， 、 。

40 -50计 东北三省目前绿色水稻种植面积已占 水稻生产正向优质高产的方向迈进， ％ ％， ，

为大米加工创名优品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黑龙江省又在全国率先开展绿色食品稻米生产。 、

积累了丰富的生态农业稻米生产技术 已经注册了绿色食品稻米商标几十个 占全国绿色食， ，

品大米商标总数的首位 除黑龙江省外 吉林省 江苏省 浙江省等都在积极发展绿色食品。 ， 、 、

水稻的生产 为了规范绿色食品水稻的生产 农业部制定并颁发了绿色食品水稻的标准和生。 ，

产技术规程 相应地区也制定了适合当地特点的绿色食品水稻的生产技术规程和标准 这些， ，

都为中国绿色食品水稻的健康 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检验标准 最近几年、 。 ，

在发展绿色水稻的同时 也在开始积极探索和示范有机水稻的生产方式 据调查 目前黑龙， ， ，

江省 吉林省都在积极试验 示范种植、 、 。

5 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20 90世纪 年代以来 中国稻米产业化经营有了较快发展 加快了水稻优质品种的选育， ， 、

推广步伐 明显提高了稻米的加工和包装技术 开发出不少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优质米品牌， ， ，

提升了中国稻米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中国稻米产业化经营的主体基本是龙头企业 而且这些龙头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从，

“ + ”政府的粮食加工企业转制过来的 其经营模式大致有两种类型 即 龙头企业 农户 和， ，

“ + ” “ ”龙头企业 基地十农户 龙头企业十农户 模式主要是与农户签定定单 农户按定单。 ，

规定的标准生产 企业按定单规定的价格和数量进行收购 企业联系的农户大多是稻米种植， ，

150大户 例如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升稻业集团联系的稻农最大种植户种植水稻 多亩 但这种， 。

“ + + ”模式的缺点是企业直接与农户打交道 交易费用高 履约率较低 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 ， 。

模式中企业与农户的联系比较紧密 有的企业亲自参与基地的建设 大多数企业为基地内的， ，

农户提供规定的稻种或秧苗 肥料 农药等 并派专业人员到基地提供栽培技术服务 同一、 、 ， ，

基地内的农户一般统一供种 统一插秧 统一施肥 统一浇水 统一栽培技术规程 企业一、 、 、 、 ，

般按合同规定的高于市场一定的价格收购基地内农户的稻米。

中国稻米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成功典范是上市企业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健米业充分。

发挥其资金 技术和市场信息资源的优势 先后与湖南省水稻研究所 国家水稻改良中心等、 ， 、

1 2 3科研单位合作开发出金健 号 金健 号 金健 号等一系列优质水稻新品种 先后在湖南、 、 ， 、

湖北 黑龙江 安徽和海南等省建立了优质水稻生产基地 公司除了派自己的技术人员到生、 、 ，

产基地进行技术指导外 还依靠基地所在的乡镇农技推广站的技术推广人员对农民进行技术，

指导 公司在产后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及时收购 调动了基地农户种植优质水稻的积极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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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也发展起来一批稻米龙头企业 如黑龙江省的北大荒米业 金秋企业集团有限公， 、

司 汇鑫米业 龙升稻业等 江苏省的江南春米业 双兔米业 农垦米业 宝泰米业等 浙、 、 ， 、 、 、 ，

江省的虹丰集团 粮兴稻米集团等均对中国相应地区优质稻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强的带动、

作用。

三 对韩国粳稻 米 出口状况（ ） （ ）

1 韩国进口大米情况、

大米是韩国最主要的食品 也是韩国生产的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实现大米自给是韩国农， 。

业政策最主要的目标 政府通过采购计划对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实施调控 政府大米收购量。 。

1990-1997 26年间平均约占每年大米生产总量的 后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承诺下降％，

17至目前的约 ％。

由于进口大米价格低于本国大米价格 韩国政府为了防范进口大米对国内大米市场的冲，

击对进口大米的流通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第一 由国家进行国家间进口配额分配并制订进口。 ，

大米品种及品质要求 第二 大米进口业务全部由国有贸易机构承担 并将进口的大米以拍。 ， ，

卖的形式销售给具有政府认定资质的国内大米流通企业 再由他们进行批发或零售业务 第， 。

10%-30%三 进口的大米分为两部分 只有占进口量 的大米用于国内市场流通 直接销售给， ， ，

本国消费者 其余大米由政府进行管理 用于大米加工 第四 对于市场流通的进口大米进， ， 。 ，

行严格的原产地标识管理 要求标出大米产出国 生产日期 品种 等级 重量等内容 进， 、 、 、 、 ，

20kg l0kg口时要求包装标识齐全 规格为 和， 。

1994 Uruguay Round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经过 年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的谈判（

1994 2004韩国市场对大米已经开放 根据协议 到 年之前韩国可以在最小市场准入协议）， 。 ，

MMA MMA规定的进口配额条件下开放其市场 然而 之后韩国又成功地通过谈判将 的期限（ ） 。 ，

10 2014 MMA 2006 245,922延长 年 即至 年 在 条款下 总的大米进口量将从 年的 公吨逐步（ ）。 ，

2014 408,698增长到 年的 公吨。

MMA Country目前 在 条款下发放给中国的配额主要来自两个部分 国家专属配额， ： （

Specific Quota, CSQ Most Favored Nation Quota, MFN和最惠国配额 在国家专属） （ ）。

2006-2014 116,159 /配额项目下 年期间中国被分配的配额数量为 吨 年 包括澳大利亚 美， 。 、

( 50076 /国 泰国在内的三个国家同样享受数额不等的国家专属配额 其中美国为 吨 年 泰国、 ，

29,963 / 9030 / )为 吨 年 澳大利亚为 吨 年 除了国家专属配额 中国的出口商仍然有机会投， 。 ，

2006 40,694标一部分最惠国配额 最惠国配额 年总额为 公吨 这一额度将会逐年增长 到。 ， ，

2014 203470 1.3-1年将达到 公吨 具体数据如表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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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MMA 2006 2014表 韩国最小市场准入协议 配额 年（ ） —
单位 吨：

年份 中国专属配额
最惠国特别配额

总额（ ）

中国能拿到的最大配额限度

100%假设拿到 最惠国特别配额（ ）
韩国该年总配额

5%依照韩国最小市场准入协议 中国对韩出口的大米将被征收 的关税 除去上述最小市， 。

场准入配额以外不能再有其他的大米进口额度。

2006 24 2 2007 24.9韩国大米进口 年为 万吨 年为 万吨 进口大米主要来自美国 中国． ， ， 、

2005 40和泰国 年 韩国每年根据相关协议向朝鲜援助 万吨大米 韩国一直以来是中国大米。 ， 。

2003 87248 2500的重要进口国 年 韩国从中国进口大米 吨 金额为 万美元左右 是当年中。 ， ， ，

2005 91567 3150国大米的第七大进口国 年 韩国从中国进口大米 吨 金额 万美元左右 是。 ， ， ，

3 2008 161721当年中国大米的第 大进口国 而 年 韩国就从中国进口了上升到 吨 总额高达。 ， ，

8000万美元的大米 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二， 。

2 中国对韩出口大米情况、

中国大米出口多达几十个国家或地区 特别是通过近年来实施的出口国家多元化战略， ，

1998 374.4 49 2003已开发出许多新型市场 年中国出口大米 万吨 出口到 个国家或地区 到。 ， ，

258.26 2008 96.9 87年中国大米出口为 万吨 年下降到 万吨 出口的国家或地区数更是多达， ，

90个 上世纪 年代中期以前 中国出口大米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日。 ， 、 、 、

2003本 韩国 香港 科特迪瓦 古巴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 到 年出口大米已遍及东南、 、 、 、 。

亚 中东 中亚 欧洲 非洲以及南美洲地区 特别是出口到中亚市场和欧洲市场的数量在、 、 、 、 ，

2005 2005 2006快速增加 年已经在全球五大洲都有出口 相比 年 年开始 北美洲和南美洲。 。 ， ，

出口 1.3-有所提高 对亚洲和非洲的出口大幅增加 非洲成为中国大米的主要进口地区 表，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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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表 近年中国大米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

亚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欧洲

非洲

独联体

东盟

中东

科特迪瓦

韩国

利比里亚

波多黎各

巴布亚新几内亚

朝鲜

日本

古巴

香港

越南

俄罗斯联邦

尼日利亚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大米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 》

从中国大米出口的地区市场来看 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波动很大 东北亚市场 非洲市场， ， 、

1999非常稳定 中亚和欧洲市场成长很快 如 年中国出口到印尼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大米， 。 、

104.06 2001 5.29 2004 0多达 万吨 而 年则只为 万吨 年为 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大米数量因其， ， ，

国内大米生产的丰欠而波动性非常大 中国出口到东北亚市场的日本 韩国和朝鲜的大米数； 、

20 2006量多年来均维持在 万吨左右 年开始有所增加 主要是韩国和朝鲜的需求增加 中东， ， ；

2002 10市场由于战乱的原因也很不稳定 如 年以前 出口到伊拉克的数量均在 万吨左右， ， ，

2002 90年以后均为零 出口到中亚和欧洲市场的数量增长很快 上世纪 年代以前中国大米基； ，

2003 4.84 90本没有出口到中亚地区 而到 年已达到 万吨 上世纪 年代出口到欧洲的大米仅几， ；

2003 40万吨 到 年已达 多万吨 之后有于一些食品安全等原因 出口有所回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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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表 中国粳米的出口情况 万吨（ ）

　

大米

粳米

粳米占比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年鉴：

中国粳米与美国粳米相比具有较强的价格优势 同时 中国粳米比较符合粳米的主要进。 ，

口国韩国的口味 又具有毗邻的地理优势和相近的饮食文化习惯 与美国相比 具有绝对的， ， ，

WTO竞争优势 台湾地区也已加入 会向大陆开放市场 这样 中国对韩国的优质粳米出口； ， ； ，

将会增加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 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美 欧等国家出于营养需要 食用米。 、 ， 、 ，

饭的家庭有所增加 这样 为中国粳稻的生产和粳米的出口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 ， 。

1.3-1图 近年中国对韩出口大米情况

1.3-1 2002 7.6 2008如图 所示 中国对韩大米出口近年持续上升 年出口 万吨 年上升到， ， ，

16 1.1 2002 1824 2008 8076万吨 增长了 倍 而出口金额由 年的 万美元 到 年增长到 万美元， 。 ， ，

增 3.4长了 倍 这说明在国际大米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中国大米的出口质量也在不断提。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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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东北三省粳稻产业结构及供需展望、

一 东北三省的粳稻生产 流通 消费及进出口情况（ ） 、 、

1 生产、

1 生产政策（ ）

粳稻生产历史政策演变①

1979 1983年 为计划经济时期 东北三省粮食政策平稳 统购统销 水稻种植面积缓～ ， ， ， ，

1983-1990 “ ”慢增长 年 随着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这一重要农业政策的发布。 ， ，

1990农民水稻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水稻面积高速增长 年 东北地区出台了科技兴农方， 。 ，

“ ” “案 水稻发展目标是 稳中求进 重点解决老水田渴水 对粮食购销体制 实行更为宽松， ， ，

” 1996 “ 100的放管结合的购销政策 年 把 组织内地农民进行异地开发 水稻以每年 万亩。 ， ，

” “ ” 1997的速度增长 纳入了东北水稻主产地黑龙江省 九五 发展规划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30又提出土地承包延长 年 于是 东北三省水稻面积快速增加 呈一度出现卖稻难的问题。 ， ， 。

2000 2001年以后 政府降低了水稻保护价收购 水稻面积开始下降 年 仅黑龙江省水稻种， ， 。 ，

26 1 2002植面积就减少了 万公顷 年以后 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 东北三省水． 。 ， ，

稻生产发展迅速 种植面积提高明显， 。

现阶段粳稻生产政策②

2004国务院决定 年 在吉林 黑龙江省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改革 地方财政因此减少， ， 、 ，

2005的税收 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 年 辽宁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 除， 。 ， 。

全部取消农业税以外 东北三省粳稻生产政策还有一下几个方面， ：

1998 “ ”保护价敞开收购 从 年起 国家推行以 三项政策 一个完善 为主要内容的粮食。 ， 、

购销体制改革 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对粮食进行保护价收购 从新粮上市起 进一， ， ，

步放开粮食收购价格 由取得经营资格的企业随行就市收购 同时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 ，

收购价 即在粮食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时 国家将指定部分粮食经营企业按照最低收， ，

购价格敞开收购 这是对种粮农民实行的一种间接补贴方式 国家每年都要拿出数百亿元通。 ，

过国有粮食企业这个中间环节进行补贴 此项政策对保护农民利益 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起。 、

09 0.95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年国家出台粳稻保护价为 元。 。

生产补贴 目前 在东北三省 针对粳稻生产 共计有农资综合补贴 良种补贴 农机。 ， ， ， 、 、

2008 100购置补贴等三项补贴 年 黑龙江 吉林 辽宁平均每亩各项补贴合计约为 元 目， ， 、 、 。

10 / 5前 良种补贴基本实现全覆盖 补贴标准为 元 亩 每亩良种补贴高出玉米 大豆 元 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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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贴方式也由部分品种统一供种全部改为补贴资金直接到户 国家按 年统计部门普查上报。

的水稻植面积为基数 给东北各省拨付第一批良种补贴资金 考虑到种植面积可能发生变， 。

2007 “ ” 80%化 以 年统计部门普查上报的 四大 作物种植面积为基数 按水稻不少于 的比例， ，

( ) ( )将第一批补贴资金拨付到县 市 区 再由县 市 区 组织乡村发放到户 在农资综合补贴、 ， 、 。

2008方面 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 从具体操作上讲 即以 年亩均化肥 柴油支出水平为初始， ， ， 、

基期水平 综合考虑当年农资价格和粮食价格变化以及国家财力情况 确定次年农资综合补， ，

贴规模 当年化肥 柴油价格上涨较多时 则在上年补贴规模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农资综合补。 、 ，

3贴 当年农资价格不涨或下降时 原则上保持基期补贴存量不变 如果连续 年粮食亩均化； ， ，

肥 柴油支出不高于基期水平 可以统筹当年财力情况适当增加农资综合补贴 在农机具补、 ， 。

45贴方面 三省对水稻主产区重点补贴 马力以上拖拉机及配套整地机械 水稻插秧机和水稻， 、

联合收获机 大大提高了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 。

稻米入关运输补贴 东北三省地理位置远离销区 导致运输成本 市场经营风险过高。 ， 、 ，

价格缺乏竞争力 经常出现在国内稻米市场紧平衡的情况下 农户粳米销售困难 因此 国， ， 。 ，

2008家出台了稻米入关补贴政策 年具体补贴标准为 从黑龙江省购买并外运粳稻的 省间， ： ，

0.06运输为铁路直达的 每市斤补贴 元 省间运输为铁水联运 公水联运或公路直达运输距， ； 、

500 500 0.14 500离超过 公里 含 公里 的 每市斤补贴 元 公路直达运输距离短于 公里的（ ） ， ； ，

0.07每市斤补贴 元 从吉林省购买并外运粳稻的 运费补贴暂按 省间运输为铁路直达的； ， ： ，

0.03 500每市斤补贴 元 省间运输为铁水联过 公水联运或公路直达运输距离超过 公里 含； 、 （

500 0.08 500 0.04公里 的 每市斤补贴 元 公路直达运输距离短于 公里的 每市斤补贴 元） ， ； ， ；

0.015从辽宁省购买并外运粳稻的 运费补贴暂按 省间运输为铁路直达的 每市斤补贴， ： ，

500 500元 省间运输为铁水联运 公水联过或公路直达运输距离超过 公里 含 公里 的 每； 、 （ ） ，

0.065 500 0.0325市斤补贴 元 公路直达运输距离短于 公里的 每市斤补贴 元； ， 。

2 主产区区域布局（ ）

东北地区水稻在全国水稻中的绝对份额不是很大 但是粳稻主产区 近年来三个省的粳， ，

2007稻生产快速发展 在全国水稻生产中的地位也不断增强 年 黑龙江 吉林 辽宁粳稻， 。 ， 、 、

121 67 50 1029 582 503种植面积分别为 万亩 万亩 万亩 粳稻产量分别为 万吨 万吨 万、 、 ， 、 、

51% 49%吨 黑龙江粳稻种植面积 产量分别占三省总量的 在东北粳稻种植区 黑龙江省， 、 、 。 ，

的粳稻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黑龙江粳稻生产主要分布在牡丹江半山区谷地和三江平原等地 从行政区域上分析 哈。 ，

2007 333.8尔滨 绥化 佳木斯是黑龙江粳稻三大主产地 年三个地区的水稻产量分别为 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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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151 66%吨 万吨 万吨 三个地区所产粳稻占全省粳稻产量的 除此之外 粳稻产量、 、 ， 。 ，

50 50在 万吨规模以上的地区还有齐齐哈尔市 鸡西市两个地区 其余地市粳稻生产量均在 万、 ，

2.1-1 2.1-4吨以下 具体各市粳稻产量及份额见下图 图。 、 。

333. 8

88. 8

95. 923. 633. 2
38. 3

21. 0

151. 0

11. 2

31. 3

2. 5

198. 3

哈尔滨

哈尔市齐齐

西市鸡

市鹤岗

山市双鸭

大 市庆

伊春市

佳木斯市

七台河市

牡丹江市

黑河

化绥

2.1-1图 黑龙江各市粳稻产量

辽宁省粳稻生产主要分布在辽河平原和东南沿海平原 沈阳 盘锦 铁岭是辽宁省粳稻。 、 、

2007 125.3 99. 9 57.9主产地 年三个地区粳稻产量分别为 万吨 万吨 万吨 三者粳稻产量， 、 、 ，

56% 50占全省总产量的 其余地区的粳稻产量均在 万吨以下 具体各市粳稻产量及份额见下。 。

2.1-2 2.1-4图 图、 。

125. 3

20. 1

29. 8

11. 9

5. 6

37. 3

22. 145. 0

4. 0

37. 5

99. 9

57. 9
0. 36. 3

沈阳

大 市连

鞍山市

市抚顺

本溪市

丹 市东

州市锦

口市营

阜新市

市阳辽

市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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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市阳

葫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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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图 辽宁各市粳稻产量

159. 2

111. 5

64. 8

15. 1

64. 9

0. 9

79. 5

61. 1

24. 8

春长

吉林市

四平市

源市辽

通化市

白山市

松原市

白城市

延 朝 族自治区边 鲜

2.1-3图 吉林各市粳稻产量

吉林省粳稻生产主要分布在四平 长春平原 图们江 鸭绿江流域 与黑龙江 辽宁两、 ， 、 。 、

100省比较而言 吉林粳稻生产区域上比较分散 规模在 万吨以上的地区有长春市 吉林， ， 、

2007 159.2 111.5 27% 19%市 年其粳稻产量分别为 万吨 万吨 分别占全省总产的 产量规， 、 ， 、 ；

50-100 2007 64.8模在 万吨以上的地区有四平 松原 白城 通化 年其产量依次为 万吨、 、 、 ， 、

79.5 61.1 64.9 46%万吨 万吨 万吨 四个地区粳稻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 具体各市粳稻产、 、 ， 。

2.1-3 2.1-4量及份额见下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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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2007图 年东北三省粳稻产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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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2007图 年东北三省粳稻单产分布图

3 历年规模与发展趋势（ ）

2008整体上看 东北三省粳稻生产呈波动性上升趋势 年三省水稻种植面积 产量分别， ， 、

370.8 2602.6 80 3.37 5.16 2008达 万公顷 万吨 分别比上个世纪 年代初增加 倍 倍 年三省、 ， 、 ，

12.68% 13.56% 1980 10.17 13.53水稻种植面积 蝉联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分别比 年提高、 、 ， 、

2.1-6 2.1-7个百分点 具体变动趋势见下图 图 由于各省的自然 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黑， 、 。 、 ，

龙江 吉林 辽宁粳稻生产也呈现出不一样的变化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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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图 东北三省粳稻种植面积 单位 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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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图 东北三省粳稻产量 单位 万吨：

黑龙江①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东北边陲 是中国最北部一年一季高寒稻区 黑龙江省近代稻作始于， 。

1895年 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沙河子镇试种 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黑龙江省稻作属大陆型季， ， 。

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在中国最低 无霜期最短 春季回暖晚 夏季高温时间短 秋季气温， ， ， 、 ，

下降快等不利因素 但水稻生育季节气温高 昼夜温差大 光照充足 雨热同季 日照时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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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水资源充足 土壤肥沃 地势平坦 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极有利发展水稻生产、 、 、 ， ， ，

特别是由于开发较晚 资源污染较轻 更利于发展优质米生产， ， 。

5黑龙江省水稻生产的发展 大致可将其分为 个阶段， 。

1982 20第一阶段是 年以前 种植面积在 万公顷左右 是产量不稳定的低产阶段 单产， ， 。

2845 / 70 10公斤 公顷 年度间变化较大 总产 万吨左右 人均占有稻谷 公斤， ， ， 。

1983-1991 74.7第二阶段是 年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水稻面积增加到 万公顷 由于旱育， 。

4196 / 316.2稀植栽培技术的推广普及 单产提高到 公斤 公顷 且比较稳定 总产达到 万吨， ， 。 ，

90 1987人均占有稻谷 公斤 解决了大米自给 该省 年第一次起草了稻谷优质品种地方标准， 。 ，

19 2在全省开展了水稻品种评优 评选出合江 和松粳 号两个优质米品种， 。

1992-1997第三阶段是 年 由于水稻比较效益好于其它作物 水稻种植面积直线上升， ， ，

110.9 5739 / 636 120增加到 万公顷 单产提高到 公斤 公顷 总产量达到 万吨 人均占有稻谷 公， ， 。

1994斤 开始大量销往省外 年修订优质食用稻米标准 开展了第二次优质水稻品种评优， 。 ， ，

3 19, 140 948 90-31评选出五稻 号 牡丹江 滕系 三个优质水稻推广品种和龙选 垦鉴 雪光、 、 、 、

397上育 四个优质水稻品系。

1998 2004 160第四阶段为 一 年 农作物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水稻面积稳定在 万公顷左， ，

940 216 6000 /右 总产稳定在 万吨左右 人均占有稻谷 公斤 单产稳定在 公斤 公顷左右 面， ， ， 。

14 9 2000 19 8积和总产居北方 省首位 居全国第 位 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 年合江 龙粳 号， 。 ， 、 、

1 131 3 19 397 8五优稻 号 空育 富士光 五稻 号 牡丹江 上育 等 个优质主栽品种种植面积、 、 、 、 、

86.66 55% 131 44达到 万公顷 占总种植面积的 其中空育 种植面积达到 万公顷 成为全国常， ， ，

2000 8规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 年黑龙江省水稻良种化工程有 个品系中标 这些后备优质。 ，

品系核心技术与配套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水稻产业的健康发展。

2005 2008 165.03 239.07第五阶段为 一 年 这期间水稻面积增加迅速 由 万公顷增加到 万， ，

25 1121.5 1518公顷 平均每件增加约 万公顷 水稻总产由 万吨增加到 万吨 平均每年增加， ； ，

130 6795.7 / 6349.5 /万吨以上 单产水平有所下降 由 公斤 公顷下降为 公斤 公顷 主要原因； ， ，

为生产上主导品种不突出 良种良法不配套 技术的集成度不高和互补性不强等问题制约了， ，

水稻产量提高和水稻生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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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图 黑龙江水稻播种面积与产量

吉林②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 为北方一季粳稻区 水稻生产是吉林省粮食生产的一大， 。

优势 在吉林省粮食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 ， ，

人们对优质米的需求也不断提高 因此 优质米生产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和关注 吉林省地， ， 。

处松辽平原腹地 土壤肥沃 农作物生长季节日照充足 成熟期昼夜温差大 具有优越的优， ， ， ，

质米发展的自然条件 利用吉林省独特的自然资源发展优质米 不仅有利于实现吉林省有限， ，

资源的持续利用 而且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与市场国际化进程 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 ，

场竞争力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30近 年来 吉林省水稻生产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阶段， ：

1980 -1990 20 80第一阶段为 年 年 为水稻生产快速发展时期 世纪 年代 吉林省政府把， 。 ，

发展水稻作为发展农村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战略措施 大力推广从日本引进的大棚盘、 ，

育苗机械插秧 旱育稀植等先进技术 使水稻生产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栽培技术水平得到、 ， ，

1000 100 15很大提高 播种量由原来的 克 平方米减少到 克 平方米 播种期提早 天左右。 ／ ／ ， ，

130 145 37 43种植品种生育期由原来的 天 推迟到 天左右 插秧密度由原来的 穴 平方米， ， ～ ／

25 10-15 5 7改为 穴 平方米 苗数由原来 株 穴改为 株 穴 此时期的主要特点是 科技／ ， ／ ～ ／ 。 ：

138发展较快 推广力度大 外引高产稳产品种得到应用 如秋光 早锦 下北 藤系 通， ， 。 、 、 、 、

103 1990系 等品种的应用 加上良种良法配套应用 促进了水稻生产的快速发展 到 年 水， ， 。 ，

41.8 289 4 6916.83田面积达 万公顷 总产 万吨 单产 公斤 公顷 创历史新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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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995 20 90第二阶段为 年 年 为水稻生产停滞发展时期 进入 世纪 年代 特别是， 。 ，

1992年以来 由于水稻生产上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益水稻品种 生产资料涨价等因素 导， ， ，

35 36 19 63致水稻生产发展缓慢 推广品种通 通 九稻 吉粳 等产量优势不突出 米质较。 、 、 、 ，

1995 42.6差 导致出现卖粮难局面 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 年 吉林省水田面积为 万公顷， ， 。 ， ，

296.9 6 911.08 1990总产 万吨 单产 公斤 公顷 基本停留在 年的发展水平， ／ ， 。

1996 -2003第三阶段为 年 年 为水稻生产巩固发展时期 由于长期以来 水稻生产注重， 。 ，

1984 -1995 1996产量而忽视质量 年 年间几次出现了卖粮难 农民丰收而不增收的局面 年， ， 。

以来 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加上国家一系列的惠农政策的鼓励 同时选， ， ，

88 83育出了吉粳 吉粳 等高产 优质品种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为了加强水稻优、 、 ， 。

1995质化进程 提高稻米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年起吉林省农委 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联合组， ， 、 、

织科研单位和推广部门开展优质米评选和推广工作 为农技推广和广大农民推广种植优质稻，

5 25米新品种 为粮食部门和企业收购 加工优质稻米提供依据 到目前为止先后评选出 批， 、 。

个优质米品种 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米品牌整合 制定绿色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促进优。 ， ，

质米生产健康发展。

2004-2008 2008第四个阶段为 年 为水稻生产快速发展期 年全省水稻种植面积 产， 。 、

65.9 579 2003 11.8 261 2008量 单产分别为 万公顷 万吨 分别比 年增加 万公顷 万吨 年水、 、 ， 、 ；

8790.0 / 2003 50%稻单产为 公斤 公顷 与 年增长了 左右 优质稻米品种种植面积达到水稻种植， 。

70面积的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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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图 吉林水稻播种面积与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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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③

20 70水稻是辽宁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 世纪 年代末期以来 辽宁省水稻生产取得了突。 ，

破性的进展 杂交粳稻的培育成功 品种株型的改进 栽培技术的改革 生产条件的改善， 、 、 、 ，

64使水稻面积扩大 单产提高 总产增加 辽宁省水稻种植县有 个 根据气候资源 耕作栽， ， 。 ， 、

4 : ,培以及生产水平 可将稻作划分 个区域 一是东南沿海平原稻区 无霜期长 春季气温上升， ，

缓慢 水稻生长中后期雨多 雾多 日照少 湿度大 适于生育期较长 抗病性强的水稻品， 、 、 、 ， 、

.种一是山地丘陵稻区 位于辽宁东部和东北部山区 耕地少 稻田分布于河流两岸和山间， ， ，

盆地 适宜生育期适中 耐寒性强的水稻品种 生产上主载中熟和晚熟品种三是中部平原稻， 、 ，

70%区 水资源十富 土壤肥沃 是辽宁的粮仓 稻田面积占全省的 以上 温 光 降水适， ， ， ， ， 、 、

宜 病虫害较轻 以中晚熟品种为主 搭配中熟品种四是辽西丘陵稻区 降水量少水源不， ， ， ，

150-155足 气候干旱 生产上推广耐寒性强 生育期一般在 天中熟品种， ， 、 。

1980-2008年间 辽宁水稻生产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

1980-1983 39第一阶段为 年 这期间水稻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 万公顷左右 但单产增加， ，

6105.9 / 7204.9 / 18%明显 由 公斤 公顷增加到 公斤 公顷 增加幅度为 平均每年每公顷增加， ， ，

366 1983公斤 受单产快速增长的带动 这期间辽宁水稻总产量有一定幅度增长 年达到。 ， ，

290.5 1980 23.3% 1980万吨 比 年增加 水稻单产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新品种的推广 年第， 。 。

1 1981一个粳型杂交稻辽优 号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年第一个直立穗型品；

5种辽粳 号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之后几年辽宁省水稻中熟组和中晚熟组，

通过审定的粘型水稻品种产量多数接近这一产量水平 在生产中 这些新品种由于较耐肥抗。 ，

倒 穗大粒多 配合减少每穴插秧苗数及扩大插秧穴距为特色的稀植栽培技术推广 产量比， ， ，

10 2o 1980 1983 6000 /对照品种增加 使全省水稻单产在 年和 年连续登上 公斤 公顷 和％～ ％，

7000 /公斤 公顷两个新台阶。

1984-1992第二阶段为 年 这期间水稻种植面积逐年增长 但由于低温冷害等自然灾害， ，

1992 55.7 1984频发 水稻总产波动幅度较大 年 全省水稻种植面积为 万公顷 比 年增加， 。 ， ，

28.7% 水稻面积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辽宁省实行大规模的区域开发 特别是水利工程和农田。 ，

基本建设 使全省的水田实现了方田化 条田化 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 但受自然灾害影， 、 ， 。

7658.5 /响 全省水稻总产波动幅度较大 单产也非常不稳定 最高单产为 公斤 公顷 最低， ， ， ，

5005.4 /单产为 公斤 公顷。

1993-2003 50第三阶段为 年 为稳定发展阶段 这期间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大致 万公顷左， ，

8267.2 /右 水稻单产水平有较大突破 最高达 公斤 公顷 这主要受益于新品种 新技术在， ， 。 、

91 2 326 4 611 241生产上的推广应用 这期间 沈农 辽盐 号 辽粳 铁粳 号 沈农 辽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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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454 294 207 8801 135 8718 48辽粳 辽粳 辽粳 辽粳 沈农 辽粳 沈农 盐粳 等水稻新、 、 、 、 、 、 、

1995 244 9000 /品种相继在全省生产中推广 其中 年通过审定的辽粳 单产突破 公斤 公顷之后中，

熟组和中晚熟组通过审定的品种产量多数超过或接近这一产量水平 配合水稻模式化栽培技。

术的推广 软盘育苗手插秧技术的应用 辽河平原水稻高产高效益配套技术开发和水稻抛秧、 、

1993 8000 /栽培技术开发 不仅使水稻产量在 年又上了 公斤 公顷的新台阶， 。

2004-2008 54.4第四个阶段为 年 为水稻生产快速发展期 全省水稻面积由 万公顷提高， 。

65.9 21% 30到 万公顷 增长幅度为 平均每年增加 万公顷左右 随着水稻种植水平的提高， ， 。 ，

7000 /低温冷害等自然灾害基本得到控制 除个别年份外 水稻单产稳定在 公斤 公顷以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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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图 辽宁水稻播种面积与产量

2 流通、

1 流通政策（ ）

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重要商品 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物资之，

一 无粮不稳 无粮则乱 这充分说明了粮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改革开放以， ， ， 。

来 我国的粮食供求出现过多次大的波动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被粮食供应短缺所困扰， ， 。

粮食不足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年来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粮食问。 ，

题 每当粮食供求发生大的波动时 都及时采取了适当的方针和政策 水稻是我国的第一大， ， 。

粮食作物 因而我国粮食购销政策的演变史也就是我国稻米购销政策的演变历史 其演变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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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即从 统购统销 双轨制 市场化改革 到现在的、 、

“ ”市场化 阶段。

1978-1984年 粮食统购统销阶段① ，

随着经济建设大规模展开 粮食稳定供求局面被打破 中国粮食购销形势开始紧张 这， ， 。

“ ”种情况直接促使了 统购统销 粮食政策的出台 统购统销的粮食流通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

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 简称统购 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居民实行粮食计划供（ ）；

应 简称统销 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 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 并分别由粮食部或商业（ ）； ， ，

部负责全国粮食流通工作。

1985-1997年 粮食购销双轨制阶段②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了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阶段， 。

1979-1984 1985年 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粮食长期短缺状况大大缓解 在这种状况下， ， 。 ，

“ ”年开始国家允许完成定购任务后开放粮食自由贸易市场 实行 双轨制 对合同定购， ，

1990年改为国家定购 部分按国家制定的价格收购 在正常年景农民必须完成合同定购（ ） ， 。

对定购以外的部分可以自由上市 价格由市场调节 这是粮食收购政策中的重大突破 其主， 。 ，

1991要意义在于正式确立了自由市场交易的合法性 年底 国务院做出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 ，

“ ”可采取 分区决策 分省推进 的决定 从此中国粮食流通体制进入了一个深化改革的新阶、 。

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政策有 一是保量放价 即保留定购数量 收购价格随行就市 二是建。 ： 。 ， ；

立粮食风险基金和储备体系。

1998-2003年 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阶段③ ，

1998该阶段的改革主要是由行政管理向市场化转变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 ，《

“ ”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明确了改革的原则 四分开 一完善 即实行政企分开 中央》 ： ， ， 、

与地方责任分开 储备与经营分开 新老财务账目分开 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推进粮食流通、 、 ， 。

“ ”体制改革和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重点是 三项政策 一项改革 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 ，

的余粮 国有粮食企业实行顺价销售 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的三项政策 以及加、 、 ，

1998 6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的改革 从粮食管理模式来看 年 月 国务院将粮食储备局纳入。 ， ，

1999 11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管理 负责对中央储备粮食的行政管理 年 月 经国务院批， 。 ，

准 组建国家粮食局 归口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在业务上接受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 ， ，

指导 国家粮食局为负责全国粮食流通宏观调控具体业务 行业指导和中央储备粮的行政管。 、

理机构 同时 成立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承担中央储备粮的调运 轮换 仓储管理 进。 ， ， 、 、 、

出口等职能 财政部承担粮食风险基金的拨付与管理职能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粮食收购。 。

资金的发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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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03年 中国继续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 但是保护价收购的范围逐渐缩小 价格， ， ，

2001 8水平逐步调低 年 粮食主销区浙江 上海 广东 江苏 福建 北京 天津和海南。 ， 、 、 、 、 、 、

2002-2003省 直辖市实行了粮食购销市场化试点 年 产销平衡地区的广西 云南 重、 。 ， 、 、

庆 青海 贵州和粮食主产区安徽 湖南 湖北 内蒙古 新疆也都相继全面放开了本省、 、 、 、 、 、 、

自治区 直辖市的粮食购销市场 其他省份也在省内部分地区实行了粮食市场化改革、 ， 。

2004 -年 现在 粮食全面市场化阶段④ ，

2004 6年 月 国务院颁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在， 《 》，

全国范围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 建立统一 开放 竞争 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并要求转换， 、 、 、 ，

企业经营机制 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 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放开， 。 ：

购销市场 直接补贴粮农 转换企业机制 维护市场制度 加强宏观调控 实行的主要政策， ， ， ， 。

包括 一是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 健全粮食市场体系 二是建立直接补贴机制 保护种粮农： ， ； ，

民利益 三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 五是改革粮食收购资金； ， ；

供应办法 完善信贷资金管理措施 对过去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以 粮， 。 《

食流通管理条例 的形式明确下来 如 粮食储备制度 风险基金制度等 同时又增加了一》 。 ， 、 。

些新内容 建立粮食监测预警体系 建立突发事件的粮食应急体系 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 ， 、

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 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 继续发挥国有。 ，

粮食企业的市场主渠道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和国家粮食部门负责全国粮食的总平衡 宏。 、

观调控和重要粮食品种的结构调整以及粮食流通的中长期规划 国家粮食部门负责粮食流通。

的行政管理 行业指导 监督有关粮食流通的法律 法规 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 工、 、 、 、 。

商 质量监督 卫生 价格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工作、 、 、 。

2 流通与运输渠道（ ）

)东北地区的交通设施由铁路 公路 水运 包括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 航空 管道五、 、 （ 、 、

种现代化的运输方式所组成 形成了庞大 复杂的综合运输网 其中铁路 公路 水运在粮， 、 。 、 、

食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

铁路运输①

2东北三省是我国铁路运输最发达的地区 铁路网密度为全国铁路密度的 倍以上 拥有， ，

70余条干支线组成的庞大铁路网 形成以纵贯连接三省省会的哈大线为纵轴 以滨洲 滨绥， ， 、

“T” 2002 15 532. 9线为横轴的 字形骨架 至 年底 东北铁路通车里程为 公里 占全国铁路。 ， ，

6. 5 24% 2002长度 万公里的 通车里程居全国各大经济区首位 年东北铁路所完成的运输货， 。

36 273 157 625 23%; 2物发送量为 万吨 占同期东北运输总量 万吨的 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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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7 3 540. 7 7 0. 4%亿吨公里 占全区 亿吨公里的 说明在东北的交通运输系统中 铁， ， ，

路货物运输量已不占主导地位 而货物周转量则占绝对优势， 。

:服务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东北三省今后铁路建设的重点是 增建二线和电气化改，

造工程以扩大京哈线铁路运输能力 使京哈线成为快速线路的主要通道对滨绥线 绥佳线进， 、

5000行改造 形成每年 万吨以上的煤炭外运能力在哈尔滨 沈阳 大连建设集装箱中心站， 、 、 ，

对京沈 哈大线进行改造 使其具备开行双层集装箱的运输条件建设东北东部铁路通道 促、 ， ，

进东北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公路运输②

东北地区公路已形成了纵横交错 紧密相联 以哈尔滨 长春 沈阳为中心 国 省干、 ， 、 、 ， 、

道为骨架 连接沿海港口 铁路站点 机场 口岸 贯通全区各省 市 县 乡的公路运输， 、 、 、 、 、 、 、

2003 17.2 2 593网络 截至 年 东北三省公路里程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形成了以北。 ， ， ，

京至沈阳 哈尔滨至大连等进关出海 连接中心城市的高速公路为骨架 以国道和省道为干、 、 ，

2002 125933线 以县乡公路为基础的公路网络 年 东北公路共完成货物运输量 万吨 占同， 。 ， ，

166576.2 75.6%期东北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货物运输总量 万吨的 相当于同期东北铁路货物，

47 730 3.5 239.6 9.运输量 万吨的 倍同期 东北公路完成货运周转量 亿吨公里 仅占全区的， ，

2% 远远低于同期铁路完成的货运周转量 说明东北的公路运输 在短途运输上占有绝对优， ， ，

2010势 参照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纲要 目标 年东北地区公路总。 《 》 ，

19 5 500里程将达到 万公里 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公里左右二级以上公路基本覆盖所有县，

90%o市 干线公路中的二级以上公路比重达到，

水运③

东北河海兼备 具有发展内河航运和海洋运输的优越条件 水路运输体系 已成为东北， 。 ，

地区统一运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沿海运输已形成以大连港 营口港为主 锦州 丹东。 、 ， 、

100等港口为辅 同国内港口及世界 多个国家和地区联系的海上运输网络 大连港是东北地， 。

78%区最重要的主枢纽港和外贸口岸 完成吞吐量占本区沿海港口总量的 综合吞吐能力达， 。

8000万吨以上 能力利用率较高 腹地包括东北全境 可从事原油 成品油 矿物 煤炭， ， ， 、 、 、 、

木材 粮食 集装箱等的中转运输 东北内河运输已实现江海联运 航线遍及松花江 黑龙、 、 。 ， 、

江 乌苏里江和嫩江 并与俄罗斯远东部分港口相通 船舶可直达日本 朝鲜 韩国和东南、 ， ， 、 、

2010亚地区 参照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纲要 目标 年 沿海港口。 《 》 ， ，

4 1000 TEU货物综合通过能力达到 亿吨左右 沿海港口集装箱码头能力达到 万标准集装箱， （ ）

1980 252左右内河航运三级以上航道里程 公里 内河港口泊位数达到 个 港口通过能力达到， ，

22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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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东北交通设施条件看 东北粮食流通与运输渠道具有以下特点与趋势， ：

铁路是东北米出关的主要方式 但运力有限 黑龙江省地处边陲 远离粮食主销区① ， 。 ， ，

运营里程长 粮食属于大宗货物运输 决定了运输方式绝大多数以铁路为主 据了解 东北。 ， 。 ，

85%以上粮食需要铁路运输 尽管有些粮食流通企业也会选择公路运输 但由于公路运输费， ，

用较铁路高出许多 选择这种运输方式的流通企业少之又少 因而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运粮， ，

难的问题 铁路运输俨然已经成为东北粮食外运的瓶颈 据某粮库相关负责人说 东北粮食。 。 ，

30% 1从生产区运到销售区的流通费用占粮食终端销售价格的 左右 比发达国家高出 倍多 而， ；

20-30 2该地区的粮食运往南方销区一般需要 天 为发达国家同等距离所需时间的 倍以上 此， 。

800 (160 )外 由于运输装卸方式落后 每年损失粮食高达 万吨 亿斤 左右 在此困境下 国， ， 。　 ，

2008 1 23 6 30家运输补贴应运而生 从 年 月 日开始到 月 日 对关内销区具备条件的粮食企业到。 ，

( )东北三省采购新粳稻 含大米 运至本省销售或充实地方储备给予适当的运费补贴 黑龙。　　

0.14江 吉林 辽宁三省运输补贴标准各有不同 最高补贴标准为每市斤 元、 、 ， 。

2008东北内陆港网络正在建设完备中 年 大连港集团与长春市政府 沈阳铁路局联② 。 ， 、

手打造了长春和吉林内陆港 国内客户远在千里之外就可以享受到由大连港提供的由内陆至，

“ ”港口装船的 一站式 服务 港口功能也由此延伸到了内陆 像这样的内陆港 大连港在东， 。 ，

14北腹地要建 个 全部建成后可覆盖东北腹地各主要节点城市 而遍布东北腹地的内陆港与， 。

大连港直达沈阳 长春 延吉 哈尔滨等腹地主要城市的集装箱班列 构筑起低成本的物流、 、 、 ，

2000走廊 将港口功能不断向腹地延伸 据介绍 这些内陆港建成后 粮食方面可以达到 辆， 。 ， ，

800 -900散粮专用车的规模 一年可转运 万 万吨的散粮 形成有规模的散粮转运能力 集装， ， 。

3 11箱主要运输方式是铁路 已在沈阳 长春 吉林建设 个内陆干港还在东北规划了 个内陆， 、 、

干港 这将使大连港口功能和内陆干港功能通过铁路集装箱班列得到有效整合。 。

110铁海联运将是粮食流通的主渠道 大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 规③ 。 ，

6 12划建设 束 条铁路道线 具备集装箱班列整列到发功能 各种集装箱装卸 堆存功能 一， ， 、 。

20期工程已基本建成 全部建成后可与全国铁路网直连 将开通东北及内蒙古 多个中等以上， ，

城市的直达班列 并开通经满洲里 俄罗斯到达欧洲的欧亚陆桥集装箱班列 成为目前全国， 、 ，

“ ” 5最大且能实现 港前站 模式的港口型中心站 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 年来 大连港已。 ，

14陆续开通 条海铁联运集装箱班列 大连至沈阳 长春 哈尔滨 延吉等地的集装箱班列已。 、 、 、

成为货主首选 目前 沈阳东货站已成为全国铁海作业量最大的内陆干港 长春 吉林内陆。 ， ， 、

港已开始运营 大连 哈尔滨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正抓紧建设 现已开通大连至沈阳 长春， 、 。 、 、

哈尔滨 延吉 满洲里 通辽等多条集装箱班列和吉林西 五棵树 鹤岗 绥芬河等循环车、 、 、 、 、 、

50组 还开通了到俄罗斯的国际过境班列 班期密度每周 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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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工业发展情况（ ）

2008 23.1%年 我国水稻总产量占世界总量的 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 我国大米加工行， ， 。 ，

“ ” 2008业至今 小 散 低 的状况还相当突出 缺乏核心竞争力 据统计 到 年底 我国粮、 、 ， 。 ， ，

11700 7698 15 30食加工规模企业 个 其中大米加工厂 家 目前分布在全国城乡的日产 万 万， ， －

10 1吨的小型大米加工机组不下 万台套 其年加工能力超过 亿吨 而小米厂不具备加工米糠， 。

油的条件 我国粮食加工总体加工能力处于简陋和落后状态的主要问题是 缺乏稻米的调质。 ：

技术 稻米加工的碎米率较高 大米的抛光 色选技术落后 导致我国的优质米退出世界粮， ； 、 ，

3200 1400食市场 大米的产后转化落后 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低 我国每年有 多万吨稻壳； ， 。 、

1700 100多万吨米糠 多万吨碎米 多万吨谷物胚 尚处于开发的处女地、 、 ， 。

东北稻米加工企业源于农村乡镇稻米小加工厂和国家粮库所属粮油加工厂 随着粮食市。

, ,场的开放 集体的 公司的和个体的稻米加工企业迅速增加 按照加工稻谷类型 把加工企业、 。

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农村小加工企业①

,这类企业特点是起步早 数量多和规模小 产品以农民自食和就近销售为主 加工标准、 。

, ,也较低 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类小企业也在积极扩大生产规模 扩大销售范围和增。 、

, ,加销售数量 因为生产规模小 加工质量难上档次 但由于是在产地加工 最有利于组织优质。 、

, “ ” ,特色品种搞纯品种生产 实现优质品种的 产加销一体化 这些加工企业 随着水稻产业化。

, ,步伐的加快和发展 预计加工厂数量会越来越少 加工厂规模会向大型化方向发展。

加工粮库稻谷的企业②

,这类加工企业主要是由各地粮食部门所属加工厂发展而来 过去是以国有为主 目前多。

, ,数已转为民营企业 较好的加工企业如鸡西市 方正县粮库所属米厂 这类企业的特点是加工、

, ,能力较大 原料以用粮库稻谷加工为主 同时也搞带料加工等 由于加工使用的原料是粮库混。

, , , ,合储藏的稻谷 所以 生产的稻米不属于特色纯品种稻米 同时也打不出优质品牌 其销售价格

,也不高 预计随着粮库收购稻谷数量的减少和产加销一体化模式的发展 这种企业加工模式。

也会相应减少。

产加销一体化企业③

, “ ”即以加工企业为龙头 实现了 统一供种 统一技术生产 统一收购和统一加工 的稻米、 、

, “ ” , ,加工企业 这类企业由于选用了优质稻谷品种 并采用了 四个统一 进行生产加工 所以 生。

产的稻米才是具有某一品种特色的纯品种优质米 只有在这种产加销一体化企业的生产机制。

,下才能实现 并能充分体现出优质稻米的特殊商品价值 从我国各地和日本稻米市场商品价格。

, ,调查分析看出 在各大超市上可以高价销售的稻米 几乎都是这种纯品种精加工的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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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 东北多数大米加工企业规模较小 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在稻谷价格涨幅超过， 、 ，

大米价格涨幅的情况下 一些企业生存难度加大 竞争能力亟待提升 其稻米加工呈现出以， ， 。

下两大特点：

1 小而分散 杂而不专 作为稻米主产地 东北地区大米加工企业众多 因投入少） ， 。 ， ， 、

“ ”技术要求水平不高 小而分散 杂而不专 的现象比较突出 在水稻收购季节 他们与外， 、 。 ，

地客商一起抢购水稻 抬高收购价格 大米销售时 又相互压低大米价格 稻米生产和加工， ； ， 。

的效益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这主要有五个原因 一是水稻加工产业链不长 大米生产品种单， ： ，

一 二是稻米市场主体发育不足 多数国有稻米企业由于规模小 机制不灵活 难以起到主； ， 、 ，

渠道作用 三是众多民营稻米企业和农村粮食经纪人还处于无序竞争的自发状态 千家万户； ，

的农民难以进入市场主流 四是稻米批发市场建设发展很不平衡 有的稻米集散地缺乏现代； ，

化的市场设施 五是稻米期货交易被停止后至今未能恢复 其发现价格 规避风险和引导产； ， 、

消的功能得不到发挥。

1000 200 6以吉林为例 全省有大米加工企业 多家 日加工稻谷 吨以上的企业只有 家　 ， ， ，

500 30有 多家企业日加工稻谷 吨以下 粗放型小作坊的米厂在全省遍地开花 其中 许多企， 。 ，

业受资金 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工艺设备落后 加工层次低 产品质量差 竞争力和新产品、 ， 、 、 、

开发能力弱 同时 该省稻米加工业一般是粗加工产品较多 而精深加工产品较少 产业链。 ， ， ，

350条相对较短 而在美国和日本等一些稻谷加工发达的国家 稻米深加工产品已经超过。 ，

1:4 1:5种 加工业对稻谷资源的增值率已达 甚至 而吉林省的多数稻谷加工企业仅限于普， ， 。

10通大米和精洁米等初级产品加工 精深加工的稻米产品不到 种 稻谷加工业对稻谷资源的， ，

1:1增值率仅为 左右。

2 2007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近年来 我国水稻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以吉林省为例） 。 ， 。 ，

706.94 23.61%年种植粳稻总成本平均为每亩 元 同比涨幅高达 粳稻价格提高 而大米市场， 。 ，

价格平稳 产区多数大米加工企业经营利润明显下降 另外 近几年南方稻谷品种经过不断， 。 ，

改良 口感 品质等方面不断改善 逐渐扩大了市场份额 东北稻谷质量比较优势相对下， 、 ， ，

降 这两年东北订货的南方客商较少 导致有些稻米加工企业因加工量不足不得不停产。 ， 。

为合理调整稻米加工产业结构 指导粮食工业结构调整 布局优化 引导大米加工企业， 、 ，

坚持正确的投资方向 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东北三省也积极采取措， ， 。

“ ”施 大力推广 公司 基地 农户 产业化模式 解决农户卖粮难和企业收购难问题 黑龙， ＋ ＋ ， ，

20江省出台了 稻米加工园区建设发展规划 提出启动建设和整合拓展 个稻米加工园区工《 》，

20 700作目标 据了解 个园区全部建成后 要形成每年 万吨以上先进加工产能 占全省届。 ， ， ，

35% 1 1.08时加工产能的 达产达效后 使全省稻米精深加工业的附加值由目前的 提高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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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5 1500 10通过规模经营和深度加工 建设优质基地 万亩 带动 万农户 促进水稻生： 。 ， ， 。

产向优质高效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3 消费、

(1) 粳米消费变化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 同时也是最大的稻米消费国 稻米在中国口粮消费中， 。

位居第一 水稻是主要作为口粮消费的作物 稻米作为口粮消费范围广 涉及人口多 中国。 ， ， ，

18 8 65%有 个省市区以稻米为主食消费 人口达 亿以上 占中国总人口的 中国大米消费支出， ， 。

项目主要是口粮食用消费 种子消费 饲料消费 工业消费 损耗消费和出口消费等 其中、 、 、 、 ，

84.34%; 1.21%;最主要是用于口粮消费 占总消费量的比重高达 种子消费占总消费量的 饲料，

6.13%; 1.39%; 5.64%;消费占总消费量的 工业消费占总消费量的 损耗消费占总消费量的 出口消

( ) 1.29%费 市场年度 占总消费量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调整 人均大米直接。 ，

消费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 尤其在一些发达地区口粮消费呈现减少的趋势 但因人口的刚性， ，

增加 近几年中国大米口粮消费总量仍呈缓慢增加趋势 从而带动消费总量小幅增长， ， 。

在中国 没有专门针对粳稻消费的统计数据 但可以断定 中国居民对粳米的消费是逐， ， ，

:1) 2.79% ,年增加的 理由如下 中国粳稻生产增加很快 粳稻播种面积每年以 的速度增加 粳。 ，

5.42% 2)稻产量每年以 的速度在增加 均远高于其它种类水稻的发展 中国粳米传统用作工， ；

3) 4)业加工消费和饲料消费的都很少 中国粳米基本没有库存积压 中国粳米市场价格与国；

内其它种类稻米价格相比 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

中国居民对大米消费的变化 不仅反映在年际间的巨大变动 同时也反映在不同区域对， ，

大米消费的变化格局 就地区之间的差异来看 传统上 中国大米的主要消费区域与大米。 ， ，

的主要生产区域很吻合 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地区之间人员的不断往来 不同。 ， ，

地区物流 信息流的不断传播 使得地区之间的风俗习惯 饮食文化得以相互交流 再加上、 ， 、 ，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不断形成 从而使得大米的消费区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发生变化的， ，

是城市地区 然后才逐渐向农村地区扩散 在城市 传统上北方地区的城镇居民以消费面食， 。 ，

:为主 而现在也消费相当数量的大米 在农村 传统上不生产稻谷的地区基本上不消费大， ，

米 而现在也开始消费部分大米， 。

在大米消费的区域变化中 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粳米消费的区域变化中 因为中国大米消， 。

(费区域扩大的部分主要是在北方传统的非稻谷种植区 而这些地区的居民偏好消费粳米 这，

)些地区中大中城市的高收入居民也消费一部分泰国香米 粳米的消费区域在北方地区不断。

扩展的同时 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南方地区逐渐 透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海 江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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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带 传统以消费籼米为主 现在转变为以消费粳米为主 这也是导致这一地区以种植， ，

);籼稻为主转变为种植粳稻为主的主要原因 在广东 广西 湖北 湖南等传统单一消费籼米、 、 、

( )的地区 现在也消费部分粳米 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迁移变动， 。

8 19根据王明利博士在黑龙江 吉林 陕西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和四川的 个省 个、 、 、 、 、 、

( ) 540 ( 220 320 )县 市 的 个住户 包括城镇的 户和农村地区的 户 所做的调查 中国城镇居民对大，

( ) 10 25米的购买主要还是集中在散装大米 一次购买少量 和 公斤袋装 公斤袋装等大包装袋装、

38.33%, 21.31% 35.55%大米上 三者的购买量分别占到所调查户总购买量的 和 购买户数分， ，

44.17%, 24.54% 30.06%; 2.5 5别占被调查者总户数的 和 而对 公斤袋装 公斤袋装大米的购买、

0.49% 2.69%量很少 两者分别只占被调查者购买总量的 和 两者户数只占被调查总户数的， ，

1.23% 7.36%;和 对大米加工品的购买很少 这主要因为中国大米深加工还没有很好发展起，

来 特别是对粳米的深加工更少 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 本来中国广大农村商品经济就不够， 。 ，

发达 粮食自给程度很高 再加上他们收入不高和追求实惠的消费行为决定了即使购买 也， ， ，

25主要是选择散装大米和大包装大米 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居民购买散装大米和 公斤袋装大。 ，

73.08% 25.00%, 10 3.85%米的比重分别占到被调查者总购买量的 和 购买 公斤袋装的占 而对小，

包装大米基本不购买。

城乡居民对大米购买地点的选择也有所不同 城镇调查户购买粳米和籼米等大宗产品主。

要购自固定摊点 其次是一般农贸市场 所有产品购自流动摊点的比例最少 其中 籼米购， 。 。 ，

自超市的比例最大 这主要是因为籼米主要消费区域在南方 而南方城市的超市发展较快， ， 。

但从总体而言 目前超市尚未成为中国城镇居民购买粮食的主流市场 农村调查户购买粳， 。

米 籼米 米粉 糯米和面粉主要购农村集贸市场 农村调查户发生粮食购买行为的比例较、 、 、 。

低 购买大米产品的调查户比例仅为约四分之一甚至更低 这说明 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粮食， 。 ，

消费仍然主要来自自产 发生的购买行为也只是为了少部分调剂粮食消费的品种结构， 。

产品颜色好坏成为城镇调查户购买粳米以及其它粮食的一个最重要标准 其次选择的标。

( )准为产品的新鲜程度 面粉除外 对于粳米而言 选择的第三个重要标准为洁净程度 整精。 ， ，

米率排在第四位 值得一提的是 以商标作为购买质量标准的调查户比例不高 粳米仅为。 ， ，

5% ( )这是因为 目前中国大米生产者 主要是大米加工企业 的品牌化经营意识还未普遍形， ，

成 能够引导城镇居民消费的主导品牌还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农村粮食购买者来说， 。 ，

购买粮食的质量标准与城镇调查户有所不同 但也存在一些相似的现象 即商标在农村调查， ，

户购买粮食时尚未构成一个重要的质量标准 农村居民对粳米的购买基本上不看商标 在购。 。

买粳米的农村调查户中 有一半是以颜色作为质量标准 其余标准从高到低依次是整精米， ，

率 洁净程度 新鲜程度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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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5%在所调查的城镇居民中 喜欢吃粳米的人最多 有 的人以粳米作为第一偏好 其， ， ，

25.51% 17.64%次是籼米 占 再次是面粉 占 以面粉作为第二偏好的人数比例最大 达， ； ， ， ，

57.80%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以糯米作为第三或第四偏好 在所调查的五种产品中 偏好排序。 。 ，

45.83%最低的是小米 有 的人将其排为第五偏好 决定城镇消费者对这五种产品偏好程度的， 。

( 59.69% ) ( 23.94% )原因主要是饮食习惯 占 其次是口感好坏程度 占 城乡调查户呈现出相， 。

46.46%似的消费偏好模式 在所调查的农村居民中 喜欢吃粳米的人最多 有 的人以粳米作。 ， ，

56.80%为第一偏好 其次是籼米 再次是面粉 以面粉作为第二偏好的人数比例最大 达， ， 。 ， 。

分别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以糯米作为第三或第四偏好 在所调查的五种产品中 偏好排序最。 ，

40.08%低的是小米 有 的人将其排为第五偏好 决定农村消费者对这五种产品偏好程度的原， 。

因仍然主要是饮食习惯 其次是口感好坏程度 这种情况与城镇调查户的结果基本相同 所， ， ，

不同的是农村被调查消费者决定其消费偏好程度的更主要是饮食习惯 口感好坏的决定作用，

更趋减小。

( )由于粮食 特别是大米 小麦等主食品种 是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 因而居民对这些产品、 ，

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相对较小 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 ， ，

们的膳食结构也在发生变动 对粮食需求的满足欲望己降低 对肉类 奶类产品 对新鲜水， ， 、 ，

果 特色蔬菜等的需求欲望增加 已出现大米 面粉等大宗粮食需求随收入增加而减少以及、 ， 、

随价格下降而不变或减少的局面 即这些产品在一些家庭中已经成为低档吉芬产品的现象， 。

调查结果显示 随着收入的提高 城镇消费者对粳米和籼米的消费量不变的分别占被调查者， ，

88.42% 79.35% 5.79% 16.3%的 和 消费量减少的分别占 和 随着价格的下降 城镇消费者对粳， ； ，

90% 91.3% 2.63% 5.4米和籼米的消费量不变的分别占被调查者的 和 消费量减少的分别占 和，

3% 而因名义收入的增长或价格下降而形成的实际收入的增长产生的对食品的需求将更多地。

面向高品质 高营养粮食品种 肉类产品和口味调节类食品 如随着收入的提高 城镇消费、 、 ， ，

43.75% 38.81者对黑米 紫米的消费量增加的分别占被调查者的 和 随着价格的下降 对黑、 ； ，

27.85% 23.88%米 紫米的消费量略有增加的分别占被调查者的 和、 。

这种现象在农村调查户中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这是因为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 在城镇居， ，

民调整膳食结构进入到一定阶段以后 农村居民的膳食结构也在发生同构变动 即粮食需求， ，

越来越呈现出刚性 而对高品质 高营养粮食品种 肉类产品和口味调节类食品的消费呈现， 、 、

出增加的态势。

2 价格变化趋势（ ）

1998 1998 1 -2009 10为了描述 年以来黑龙江粳米价格变化的特征 本研究运用 年 月 年 月我，

1 Eviews国标准 级东北米的全国平均价格数据 利用 软件分别得出我国东北米价格波动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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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2.1-12期趋势线 短期波动趋势线 见下图 图 图中横坐标为年份 纵坐标为价、 （ 、 ）。 ，

/ 1998格 元 吨 可以看出 年以来东北米价格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 ， ：

1998 -2003东北米价格呈现出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年 年全国东北米平均价格呈现。

2855 / 1998 9 1827 /出一种缓慢下降的态势 这期间最高价为 元 吨 年 月份 最低价为 元 吨， （ ），

2003 4 2090 / 2004 -2009年 月 平均价格为 元 吨 年 年 东北米价格基本为一种波动型上（ ）， 。 ，

2070 / 3334 / 250升趋势 由期初的 元 吨提高为 元 吨 平均每年每吨增加 元左右 这种逐步增， ， 。

长的变化趋势除受物价指数影响以外 主要是受国内外消费增加的带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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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1图 国标 等东北米价格长期波动趋势

1998 1 -2009 10东北米价格短期波动周期比较稳定 年 月 年 月 这期间东北米价格大致可。 ，

1998 1 2000 4 2000 5划分为四个波动周期 第一个波动周期为 年 月至 年 月 第二个周期为 年 月， ；

-2003 4 2003 5 -2005 9 2005 10 -2007 8年 月 第三个周期为 年 月 年 月 第四个周期为 年 月 年 月； ； ，

2平均每个周期在 年左右 最低价往往出现在第一个季度 最高价出现在第四个季度的年份。 ，

10比较多 这是因为东北米 月份收割后 各大米厂集中收购 加工稻米 南方的中间商也到， ， 、 ，

东北采购新稻 第四个季度为加工厂 流通商集中采购稻米的时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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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1图 国标 等东北米价格短期波动趋势

4 进出口情况、

2002-2008 2002-2004年 东北三省出口韩国的粳米数量基本阶段式上升的趋势 年为缓， ，

7 9 1慢增长期 三省粳米对韩出口数量由 万吨增加为 万吨 平均每年增加不足 万吨， ， ；

2005-2008 9 16年为较快增长阶段 三省粳米对韩出口数量由 万吨提高为 万多吨 平均每年增， ，

2.3 6 2002加 万吨 从价格上看 近 年来 东北三省粳米对韩出口平均价格逐步上升 年平均。 ， ， ，

266 / 2008 500 / 40出口价格为 美元 吨 到 年增加为 美元 吨 平均每年每吨粳米出口价格增加 美，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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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图 东北三省合计出口到韩国的粳米数量与平均价格

这种价格的上升一部分受美元贬值的影响 但更多是受国内粳米价格提高的带动 从各， 。

2002 9% 60%省来看 黑龙江粳米占总出口量的比重显著提高 由 年的不足 增加为 以上 辽宁， ， ；

2008 14.85% 2002 33粳米占总出口量的比重大幅下降 年仅为 与 年比 下降了 个百分点 比， ， ， ；

2008较而言 吉林粳米占总出口的比重变化略小一些 但也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年为， ， ，

19.57% 2002 24比 年减少了约 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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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图 各省粳米出口数量占东北三省总出口量的比重

2005近几年 黑龙江粳米对韩出口数量快速增加 年以前 黑龙江粳米对韩出口数量一直， 。 ，

2 2006 2005 1.2非常有限 一直在 万吨以下 年 黑龙江粳米对韩出口数量显著提高 由 年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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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007 2008 9 2007万吨增加为 万吨 年 年黑龙江粳米对韩出口量也一直保持在 万吨以上， 、 ，

12.7 80% 2002-2008年出口数量最多 达 万吨 占东北三省总口量的 以上 年间 黑龙江粳米， ， 。 ，

2008 487 / 2002对韩出口价格也基本保持上升趋势 年为 美元 吨 与 年相比 增加了近一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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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图 黑龙江省粳米对韩出口数量及价格

2002-2008 5吉林粳米对韩出口数量年际变化较大 年间 吉林粳米对韩出口数量最高为。 ，

1.5 1万吨 占东北三省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 最低数量为 万吨 仅占东北三省总出口量的， ； ，

7% 2008 490 / 2002吉林粳米对韩出口价格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 年为 美元 吨 与 年相比 增。 ， ， ，

75%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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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图 吉林省粳米对韩出口数量及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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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8辽宁粳米对韩出口数量不稳定 年间 辽宁粳米对韩出口数量年际间变化比。 ，

2005 6.4 2007较大 最多为 年 万吨 最少为 年 对韩出口粳米数量为零 从其占东北三省粳， ， ， 。

70% 2007米对韩出口总量的比重看 不同年份之间变化也比较大 最高为 年 但近期的， ， （ ），

2008 15% 2008变化趋势为越来越少 年不足 辽宁粳米对韩出口价格也是逐步提高的 年为， 。 ，

566 / 2002 120%美元 吨 与 年相比 增加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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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8图 辽宁省粳米对韩出口数量及价格

从三省粳米对韩出口价格来看 辽宁粳米出口价格最高 黑龙江 吉林较低一些 两者， ， 、 ，

价格比较接近 这主要是因为黑龙江 吉林地处偏远 离港口距离较远 其粳米到韩国的运。 、 ， ，

输成本比较高 黑龙江 吉林必须以更低的出口价格才能使其产品以同样的到岸价抵达韩， 、

国 辽宁是距离港口最近的省份 故其粳米运输到韩国的成本最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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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 /图 东北三省粳米对韩出口价格 单位 美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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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全国及东北三省粳稻 米 未来供需展望及结果分析（ ） （ ）

1 模型构建、

“在本研究中 我们同时采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 中国农业政策分析和预测，

” CAPSiM 2009-2013模型 对未来五年 年中国稻米供给与需求进行预测和分析（ ） （ ） 。

2 中国稻米供需预测、

2009-2013 844.3 926.2根据预测 粳稻播种面积 年将从 万公顷增至 万公顷 年均增长， ，

1.554% 7.10 / 7.33 / 0.53% 4198.5单产将从 吨 公顷增至 吨 公顷 年均增长 粳米总产量将从。 ， 。

4754.4 2.09%万吨增至 万吨 年均增长， 。

2009-2013 4047.9 4366.3 1.27%粳米总消费 年将从 万吨增至 万吨 年均增长 粳米出口量， 。

55.7 49.2 2.63%将从 万吨减至 万吨 年均增长， 。

未来粳米 100%国内供给保障率将维持在 以上 供给有盈余， 。

2.2-12. 2009-2013表 年中国粳米供需预测

单位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单产 /吨 公顷

总产量 千吨

净进口 千吨

进口 千吨

出口 千吨

总消费 千吨

国内供给保障率 %

= / *100注 国内供给保障率 总产量 总消费： （ ） 。

三 未来东北三省粳稻 米 出口潜力分析（ ） （ ）

1 中国粮食出口政策、

中国粮食出口政策主要包括出口补贴 出口退税等几个方面 根据国内粮食产量 物价、 。 、

WTO指数等情况 中国粮食出口政策也会 框架范围内进行调整主要情况如下， 。

1 220 WTO出口补贴 入关以前中国出口稻米每吨补贴 元 加入 以后 中国承诺取消（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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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出口补贴 包括价格补贴 实物补贴 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的对出口产品加， 、 ，

WTO工 仓储 运输的补贴 但加入 后 出口补贴政策对所有出口国的约束力都是一样的、 、 。 ， ，

取消大米出口补贴后使世界大米市场价格有所提高 世界大米进口量也有所扩大 因而在， 。

WTO框架内 世界大米贸易自由化趋势促进了中国大米的出口， 。

2 出口退税 为了提高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扩大出口 以出口带动本（ ） 。 ， ，

1950 1956国经济 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出口退税政策 中国于 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 年， 。 ， —

1966 1966 1973 1973 1985 1994年停止 年 年恢复实行 年再次停止 直至 年再次恢复 年财， — ， ， 。

税体制改革确定对增值税和消费税两个税种实行出口退税 继续下来至今 其中消费税实行， 。

1995 7的是彻底退税 调整不大 所以政策关注的主要是对增值税的退税调整问题 年 月以， ， 。

后出口退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 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个是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 出于宏观调。 ： ，

2007控政策的目的 一个是退税分担比例的调整 为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压力 年底； ， 。 ，

为抑制国内物价快速上涨 中国紧急出台了限制出口政策 对出口退税税率进行了调整 自， ， 。

2007 12 20年 月 日起 取消小麦 稻谷 大米 玉米 大豆等原粮及其制粉的出口退税 自， 、 、 、 、 ；

2008 1 1 12 31 5年 月 日至 月 日 对小麦 玉米 稻谷 大米 大豆等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征收， 、 、 、 、 ％

25 2008 1 1至 不等的出口暂定关税 自 年 月 日起对小麦粉 玉米粉 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实行％ ； 、 、

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3 “ ”利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支持农产品出口 十一五 期间 国家重点扶持了一些（ ） 。 ，

农产品出口基础好的地方继续发展 重点关注的产品包括蔬菜 水果 茶叶 水海产品 禽， 、 、 、 、

肉等 致力于培养龙头企业 出口能力强 带动作用明显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建立健全农产， 。 、

品质量标准体系 通过国家标准认证 建立或整改出口基地 建立农产品种养殖履历和质量、 、 、

可追溯体系 开展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方面 可得到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支持、 ， 。

4 向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性金融扶持 商务部在文件中指出 目前融资困难已（ ） 。 ，

经成为制约出口企业发展的首要因素 一些地方金融机构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一年期贷款利。

9 -10率为 企业难以承受 同时 土地 山林 农用基础设施等资产无法作为贷款抵押％ ％， ； ， 、 、

品 也令企业感觉信贷门槛高 为此 政府将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 在贷款方面有， 。 ， ，

所突破 在出口政策性保险方面 在扩大其承保范围的同时 并将出口信用保险与农业保险。 ， ，

相结合 以降低风险， 。

5 1出口配额 出口配额是直接限制本国商品出口的一种措施 在一定时期 年或半（ ） 。 。 （

1年甚至 季度 国家对某些商品规定最高的出口数量或金额 以便减少该商品在国外市场）， ，

2006上的销售 从而维持较高价格或缓和国内市场上的供求矛盾 根据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 。 《

2005 85货物目录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年 号 的规定 大米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和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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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许可证管理 出口配额的分配是以大米的主产区为主 对外成交只有国家指定的中粮公司。 ，

2008和吉粮公司 年 为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政府对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这。 ， ， ，

项政策调整是为适度调整粮食出口规模 避免影响国内供应而做出的， 。

6 2007出口关税 年底 为了保证国内粮食安全 控制粮食价格上涨 财政部等部（ ） 。 ， ， ，

5% 2008门宣布对玉米 稻谷 大米 大豆出口以 的暂定税率征收关税 到 年下半年 国内连、 、 、 。 ，

续第五年实现粮食丰收 大米开始出现滞销 政策开始转向 大米等粮食产品出口管制放， ， ，

3% 2009 7 1松 大米关税暂定税率下调为 但是并未取消 到 年 月 日 我国调整部分产品的出， ， 。 ，

3-8%口关税 小麦 大米 大豆粮食产品 的暂定关税被取消 出口关税的取消有助于拉动粮， 、 、 。

食价格 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缓解粮食生产企业的库存压力等均有积极作用， ， 。

2 东北三省粳稻 米 出口潜力分析、 （ ）

2008 2602.6 505.6 579年 东北三省粳稻总产量 万吨 其中辽宁 万吨 吉林 万吨 黑龙江， ， 、 、

1518 98.5 111.2万吨 而三省农村居民人均稻谷消费量分别为 辽宁 公斤 吉林 公斤 黑龙， ： 、 、

84.4 1724 1279 1706江 公斤 三省农村人口分别为 万人 万人 万人 从而得到三省农村居民， 、 、 ，

169.81 142.22 143.99稻谷总消费分别为 辽宁 万吨 吉林 万吨 黑龙江 万吨 三省合计： 、 、 ，

456.03 335.79 436.78 1347.01万吨 由此得到 三省农村可外供稻谷 辽宁 万吨 万吨 万。 ， ： 、 、

2146.57吨 三省合计 万吨， 。

2009-2015 0.77%根据前面的预测 年中国水稻产量将年均增长 农村居民稻谷总消费量， ，

1.67%将年均减少 假定东北三省以全国平均速度变动 以此增长率计算 我们可估算出。 ， ，

2009-2015年东北三省水稻产量 农村居民稻谷总消费量 并得到三省农村可外供稻谷量、 ， 。

东北三省粳稻总出口量占国内总出口配额的比例很小 而且根据本研究预测 在未来几， ，

年来国内粳稻供给还会明显增加 在粳稻方面出现供需紧平衡的可能型不大 故对东北三省， ，

出口潜力的分析可以不考虑出口配额 出口限制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

2008 6.68 5.67 52.6年东北三省粳米出口量分别为 万吨 万吨 万吨 占可外供粳稻谷量、 、 ，

1.99% 1.30% 3.83% 2009-2015的比重分别为 按此比利推算 可得出 年东北三省粳稻谷出、 、 。 ，

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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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表 东北三省粳稻 米 出口潜力（ ）

水稻产量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三省合计

农村居民稻谷总消费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三省合计

农村可外供量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三省合计

出口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三省合计

四 东北三省粳稻 米 产业化经营的特征及未来发展展望（ ） （ ）

1 (strength) (weakness)东北三省粳稻产业的优势 和劣势 分析、

东北三省是全国重要的粳稻主产区之一 也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粳米生产基地 种植面积， ，

占全国的一半左右 近年来 东北粳稻生产条件及加工状况发展较快 其未来产业发展主要。 ， ，

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1 粳稻生产自然条件优越 东北地区黑土带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带之一 其有机（ ） 。 ，

质含量丰富 土质肥沃 植物根系发达 土壤团粒好 是我国结构性最好的土壤 由于东北、 、 、 ， 。

三省工业化程度较低 人口密度较小 生产和生活对土壤 空气 水等自然条件造成的污染， ， 、 、

少 生产出来的粳米具有品质好 黏性大和口感好等优点 近年来市场占有率一直在不断上， 、 ，

升 价格也一直高于籼米 近年来 东北粳稻绿色种植及有机稻面积发展迅速 在不同稻区， 。 ， ，

40% -50%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龙头企业 据统计 东北三省目前绿色水稻种植面积已占 有机。 ， ，

3%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了左右 水稻生产向优质高产的方向迈进 为大米加工创名优品牌提供， ，

了可靠的保证 可以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

2 20 80粳稻生产具有一定的品种优势 东北三省从 世纪 年代开始推广种植优质水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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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三省农业利研人员先后育成一大批优质多抗新品种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在专家， 。

88( ) 2006组潜心努力下加强科技攻关 育成超级稻吉粳 国市品种 不仅高产而且米质优良， ， 。

300年吉林省已经售出种子近 万公斤 单一推广速度如此之快 推广面积如此之大 是吉林， ， ，

11250省水稻有史以来惟一的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耐肥力极强 每公顷产量达 公斤 出米率。 ， ，

70%超过 且米质极佳 被各米业公司看好， ， 。

3 粳米营销网络逐步健全 近年来 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大米加工销售的支持力（ ） 。 ，

度 企业努力开拓市场 完善市场销售网络 东北大米调出量逐年增加 销售区域不仅在南。 ， ， ，

方的各大都市 而且出口到东南亚的数量在递增 优质名牌产品 绿色 有机食品品牌不断， ， ， 、

增加 有机大米面积逐年递增 销售呈良好态势 为了整合东北粳米产业 东北三省首先从。 ， 。 ，

350整合品牌上下功夫 黑龙江省率先将五常大米近 家大小加工厂整合为五常大米集团公，

140 “司 将 多名经纪人组成正规营销队伍吉林省以吉粮集团为龙头 将大米品牌整合为 鼎， ，

”吉 品牌辽宁省为稻米产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为东北大米开拓了广阔的市，

场前景。

但是 东北粳稻产业在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问题 主要如下， ， ， ：

1 机械装各相对落后 东北在稻谷收害 干燥 储运 加工机械方面虽然取得了长（ ） 。 、 、 、

足的进步 但原创性产品少 模仿性产品多 而且产品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 ， ，

主要表现在稳定性和可靠性差 造型落后 外观粗糙 基础件和配套件寿命短 无故障时间、 、 、 、

短 绝大多数产品还没有制定可靠性标准 性能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生产能力低 耗能高， 。 、 。

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应用少 自控技术差 生产线自动化程度低 严重制、 、 ，

约着东北区稻米加工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2 深加工与资源综合利用相对滞后 稻米深加工与资源综合利用是提高其附加值的（ ） 。

关键 东北区对稻米资源深加工利用率与国外相比 在稻米转化多样化 专业化 系列化与。 ， 、 、

食品保健 医药化工等工业生产需要有很大差距 稻米全身都是宝 被誉为人类营养之源、 。 ，

5%-7%泉 以米糠为例 米糠约占稻谷重量的 除含有糖类 脂肪 蛋白质和维生素外 还。 ， ， 、 、 ，

含有近百种具有各有功能的生物活性因子 国外对于米糠的研究开发相当广泛深入 据不完。 。

50全统计 迄今为止 有关米糠深加工的专利有 多件 以米糠为原料开发出来的产品更是有， ， ，

上百种之多 产品主要集中在食品 日化和医药三大行业 现在 东北三省大米加工产品仅， 、 。 ，

限于普通大米和精洁米等初级产品 稻谷的进一步加工转化能力还很低 科技含量高和附加， ，

值高的高端产品很少 科学合理的产品结构尚有待于继续开发和完善 对米糠 稻壳 稻草， ， 、 、

等副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和综合利用还没有形成规模化。

3 粳稻产业化生产机制不健全 目前 从东北地区积极探索粳稻产业化经营各主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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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分配机制看 已形成了多种各具特点有效的利益联结方式 但是 在各， ， ，

种利益联结方式中 粳稻产业化组织和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不规范 不完善 不稳固 组织， 、 ， ，

“ ”与农户之间还没能建立起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的共享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以及运作这种、

机制的保障系统 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具体表现在， 。 ：

一是违约现象十分普遍 粳稻产业化组织并不是为农民免费服务的 它与农户的合作是。 ，

为了让自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而履行定单或和约会给自己增加许多经营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 失去经营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由于产业化组织和农户的目的不一致 经常导致双方无法， 。 ，

继续合作下去 而农户是要通过农业生产获得更加理想的收益 不仅希望其生产的粳稻顺利。 ，

销售 还要追求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价格， 。

二是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完善 处于产前阶段的生产资料供应部门和处于产后阶段的农产。

品加工销售部门对农产品利益的占有率大大高于处于产中阶段的农户们 这种不均衡的利益，

分割使得农户与一些产业化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 加上我国的相关法律对农民保护不够 农， ，

户经常因为利益的问题和产业化组织发生矛盾。

三是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 东北多数大米加工企业规模较小 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稻米。 、 ，

生产和加工的效益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水稻加工产业链不长 大米生产品种单一 目前 东， ， 。 ，

北地区粳稻还处于原料出售或初级产品加工阶段 高附加值的后续产品加工很少 致使粳稻， ，

70产业链条短 加工转化和增值率不高 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加工率平均在 以上 有的达、 。 ％ ，

90% 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是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后才进入市场的 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增， ，

3 1 0.65 1值比已超过 东北地区仅为： ， ： 。

2 (opportunity) (threat)东北三省粳稻产业的机会 和威胁 分析、

东北三省粳稻产业面临的机会有：

1 优质食用粳米需求量逐步增加 在其他稻米的人均消费量下降的情况下 中国粳（ ） 。 ，

米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 在中国北方地区 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历来， ： ， ，

喜欢粳米 其二 农民进城 也增加了粳米的消费 许多农村居民 由于生活贫困 大都吃。 ， ， 。 ， ，

粗粮 消费很少的稻米 但他们进城打工或移民到城市后 随着收入的增加 稻米消费也增， ， ， ，

加 而在北方 稻米一般都是粳稻米 因此 北方的城市化步伐也促进了粳米消费的增加。 ， ， ， 。

其三 南北人口流动和国内市场流通渠道的改进 这两项因素使许多南方人也喜欢上了粳， ，

米 从而增加了中国南方粳米的需求， 。

2 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东北粳米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应是日本 韩国等地区 因为与（ ） 。 、 ，

这些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具有美国 澳大利亚粳米出口无法比拟的地理， 、

1995优势 而且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 中国粳米出口环境也逐渐优化 根据 年签订的乌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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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68圭回合谈判的农业协议 日本不得不开放稻米市场 年 日本稻米最低进口量约为， 。 ，

吨 日本的大部分进口米来源于美国 澳大利亚 中国和泰国 中国在日本市场所占份额从。 、 、 。

1995 8 2001 18年的 上升到 年的近 其原因是中国稻米物美价廉 碾米技术的改进和优质％ ％， 。

粳稻新品种的成功选育 使中国能够出口内在与外观品质均可与日本本地产相媲美的稻米， 。

1995由于两国粳稻稻米的相似性 在食用米方面 可相互混杂后在市场上销售 自 年起 中， ， 。 ，

国成为韩国最大稻米进口来源国。

3 我国粳稻生产成本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总体看 我国粳稻生产成本比美国低很（ ） 。 ，

50.98%多 但高于泰国香米的生产成本 我国粳稻每公斤生产成本只为美国的 但是泰国籼， 。 ，

176.27%稻的 但在成本的各组成部分中有所不同 我国粳稻生产在化肥和农药费 机械费。 ， 、

用 土地费用方面比美国低很多 但在活劳动费用 成本外支出方面又比美国高出很多 我、 ， 、 ，

200%国每公斤粳稻的活劳动费用为美国的 我国与泰国相比 每亩的各项成本都高于泰国。 ， ，

但每公斤稻谷的各项成本就有所不同了 每公斤稻谷的各项成本与泰国比较没有每亩成本差，

66.67%距那么大 且我国每公斤粳稻的土地费用还比泰国低 仅为其 这说明我国粳稻的单， ， 。

产比泰国高 从而分摊到每公斤稻谷的成本较低， 。

东北三省粳稻产业面临的主要威胁有：

1 产业发展融资困难 东北各省虽然对农业产业化组织有一定的资金扶持政策 然（ ） 。 ，

而 由于资金有限 扶持对象紧紧限定在几个有代表性的产业化组织上 对其他中小企业基， ， ，

本上任其自生自灭 其资金几乎全靠自己来筹集 所以 大多粳稻产业化组织仍然存在着资， 。 ，

金缺乏严重的问题 各个商业银在呆账 坏账的压力下 对放贷行为更加谨慎了 更有些银。 、 ， ，

行以对工业企业相同的融资条件来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粳稻产业化组织 这些产业化组，

织想要获得贷款就更加不易了 农业发展银行因其政策性金融业务仅限于加强粮 棉 油收。 、 、

购资金的封闭运行 服务农业产业化的功能严重不足 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单一 实力较弱， 。 ， ，

支持农业产业化的能力非常有限 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主体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 受农业。 ，

企业天然弱质性的制约 多数粳稻产业化组织自盈利能力低 规模小 很难进入主板资本市， 、 ，

场融资。

2 粳米出口受进口国干预较大 有关国家政府对大米市场的干预程度很高 因为大（ ） 。 。

米生产区域生产的单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大米在几十亿亚洲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 使得这些，

国家的政府对大米市场的干预要比对小麦 玉米等市场干预程度大 对大多数发展中亚洲国、 。

家而言 保持大米的充足供给和低消费价格水平是其主要的政策干预目标 而对较高收入水， ，

( )平的亚洲国家 如日本 韩国 台湾地区等 而言 其主要政策干预目标是帮助生产者抵制低、 、 ，

价格大米的进口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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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安全保护体系与大米产业政策目标研究

。

、 、

、 。

一 中国的粮食安全保护体系及大米发展状况、

粮食生产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 按照统计划分 中国的粮。 ，

食 是指谷物 包括小麦 稻谷 玉米等 豆类和薯类 与国际比较看 中国粮食的英文， （ 、 、 ）、 。 ，

词为 与美国农业部统计中的， 界定不尽相同 在美国。 ， 不包括豆

类 薯类 仅是小麦 粗粮 玉米 高粱 大麦 燕麦等 和稻米 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 、 （ 、 、 、 ） 。

（ 相关统计相比较 中国粮食） ， 涵盖了， 分类的谷物（ 淀粉）、

根类（ 及油料作物） （ 等） 。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大国 粮食安全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立足国内 基本自给， ， 、 、

”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缺 是中国粮食安全坚持的方针 综合分析 中国的粮食安全保护体。 ，

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土地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 为确保粮食安。

全 依照人口数量 消费需求 科技进步等多方面因素测算 中国政府要求坚守， 、 、 ， 亿亩耕地

红线 从。 年代末期 中国开始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目前基本农田比例达耕地总量， ，

以上 数量超过、 亿亩2) 按照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 （2006－2020年 全国）》，

王东阳， 市场导向下大陆粮食生产供需比较及其发展潜力分析 ，《粮食 能源及碳权市场发展政策高层论、 坛》,

2008年12月22日.

王立彬， 基本农田保护成为中国粮食安全重要基础 ，《农村实用科技信息》，2009年第9期，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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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 规划期内 确保。 ， 15.6亿

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 质量有提高、 。

2 不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 。一是对种粮农户进行粮食直接补贴 良种补、

贴 农机具购置补贴 农资增支综合直补、 、 ， 年 中央财政安排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亿

元 农资综合补贴、 亿元 良种补贴、 亿元 农机具购置补贴、 亿元3) 二是对粮食收。

购实行保护价 加入。 后 为保护农民利益 保障粮食市场供应， 、 ， 年开始我国对重

点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 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 三是全面取消农业税。 。 。 年

我国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 到， 年全国各省份全部取消农业税 在中国延续了， 年的

“ ”皇粮国税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3 对粮食进行适度规模的政府储备、 。粮食储备是粮食安全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粮食储备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供应问题 以应付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在， 。

粮食总量大体平衡 丰年有余的时期 粮食储备政策的目标重点转为稳定粮食收购价格 保、 ， ，

护粮食生产者利益。

4 严格管制粮食的进出口权、 。粮食关系国计民生 属于国家限制出口货物 国家对， ，

粮食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和国营贸易管理 即出口粮食须由国家指定经营并提交出口配，

额许可证。 年粮食进口关税配额量大米 :万吨 其中 长粒米（ 万吨 中短粒米， 万

)吨 国营贸易比例， 。

1 稻谷在我国粮食生产具有特殊重要地位、 。稻谷是中国种植范围最广的粮食品种，

除青海省外 中国大陆其余，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均有水稻种植 目前 中国稻农已达、 、 。 ，

亿户 约占农户总数的， 共％， 亿多农村人口 同时 稻谷也是粮食市场上敏感度最。 ，

强的品种， 年来 次大的粮食市场波动都直接或简介与稻米的供求形势有关 稻米对于。

稳定我国粮食市场和确保粮食安全 有着其它粮食品种无法替代的作用， 4)。

龙新， 完善农业补贴制度 ，《农民日报》，2010-03-12。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课题组， 稻米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粮食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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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米是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主食、 。在所有的粮食中 大米的居民食用消费比，

例最高， 年大米居民食用消费量占总需求量的 高出粮食平均水平， 个百分

点 据。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显示 中国居民大米食用率为， 高出小麦，

面粉 个百分点 大米每天的食用频次为； 次 几乎是小麦面粉的， 倍5)。

3 大米在中国粮食生产 消费中的比重大且相对稳定、 、 。 间 大米产量占，

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一直在 之间 大米居民消费在中国粮食居民总消费的份额，

基本保持在 水平上。 年 中国粮食总产量为， 亿吨 其中大米产量， 亿吨 占，

粮食总产量的 城乡居民粮食总消费量为 亿吨 其中大米消费量为， 亿吨 占粮，

食总消费的 以上 具体见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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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96-2008 %年中国大米在粮食生产及消费中的比重 单位：

二 中国大米供需情况分析、

1 稻谷种植面积下降明显且恢复难度较大、 。 年 中国水稻种植面积， 亿亩，

与 年相比 减少了， 多万亩 比水稻主产大省湖南的水稻种植面积还多 这些净减少， 。

的水稻种植面积 大多是过去水稻主产区水土条件较好的平地高产良田 现已被城市增容， ， 、

催朝辉等， 中国居民谷类及薯类消费现状分析 ，《中国食物与营养》，2008年第3期，33-36页。

数据来自李宁辉在 中国农产品供需基本状况分析 报告中对大米供需的估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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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扩建和房地产开发等占用 再也无法恢复， 7)。

2 稻谷育种水平高且单产提高潜力大、 。中国水稻育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 在超级稻，

育种技术上实现了亩产 公斤的新突破 目前中国水稻实际单产要比国际平均水平高。

至 据行业专家估计 如果栽培管理技术到位 可使每亩增产。 ， ， ;公斤 如果将 中低

产田进行改造 可使单产提高， 而且还可以通过优化水稻品种和季节结构 扩大超级稻、

推广面积等措施提高单位面积稻谷产量 总体上分析 中国稻谷单产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 。

3 中国水稻生产逐渐向优势区域集中、 。中国水稻主产区主要划分为东北 长江流域、

和东南沿海三大优势产区 其中东北优势产区包括辽宁 黑龙江 吉林， 、 、 省 长江流域优势，

产区包括江苏 安徽 湖北 湖南等省市 东南沿海优势产区包括上海 浙江 福建 广、 、 、 ， 、 、 、

西 广东和海南、 省市。 年三大优势主产区稻谷面积达到 万公顷 占全国总播种面，

积的 三大优势主产区大米产量为 亿吨 占全国大米总产量的，

4 中国稻谷品种和品质逐步优化、 。据 全国水稻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 年）》

数据显示， 年全国优质水稻面积 万公顷 比， 年增加了 万公顷 优质率由，

增长为 年粳稻面积 万公顷 占全国水稻面积的， 与， 年相 ,比

比重提高了 ;个百分点 年超级稻推广面积 由， 年的不足 万公顷扩大为 万公

顷 在水稻种植面积中的比重增加了， 个百分点。

按照目前通用的标准 大米需求可以划分为居民食用消费 即口粮 饲料用粮 工业， （ ）、 、

用粮 种子用粮、 。 年间 中国大米消费需求呈现出以下变化趋势， 。

1 人均口粮消费有所下降、 。据行业专家测算， 年 经在外消费调整后 中国城， ，

镇 农村人均大米食用消费量分别为、 公斤、 公斤 与， 年相比 各减少了，

公斤、 公斤 与城镇相比 农村居民大米食用需求减少绝对幅度更大一些 全国居民， ， 。

大米消费量占总消费的比重由 年的 下降为 年的 从品种上看 城乡居民对。 ，

稻米的消费需求也由过去数量温饱型向质量营养型转变 对优质籼米和东北粳米的需求增加，

很快。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课题组， 稻米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粮食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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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用量比重较小 但有增加之势、 ， 。作为工业用粮 稻谷主要用来生产米粉 啤， 、

酒 糖浆等、 。（ 米粉是中国南方地区大众化食品之一 稻谷脂肪含量低 直链淀粉含量） 。 ，

高 最适合做米粉原料， 。( )早籼米是啤酒生产中的辅助原料 能提高啤酒的生产能力和降，

低生产成本 是仅次于米粉的以稻谷为原料的加工产品， 。( )以早籼米为原料生产的高麦芽

糖浆 可在饮料 糖果 医药等方面广泛应用 另外 早籼米还大量用于生产米饼 米糕等， 、 、 ； ， 、

米制系列食品8)。 年 工业用量为， 万吨 占总消费量的， 分别比， 年增长了

万吨、 。

3 饲料用量小幅上升、 。 在南方稻谷产区 农民也把稻谷作为饲料来喂养家禽 有， ，

的直接用稻谷 有的则是将稻谷或脱壳后的糙米粉碎 再拌以青饲料或浓缩饲料后使用， ， 。

年 饲料用量为， 万吨 占总消费量的， 分别比， 年提高了 万吨、

。

4 种子用量有所下降、 。受播种面积减少 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因素影响 中、 ，

国大米用种量有小幅下降， 年大米种子用量为 万吨 与， 年相比 减少了， 万

吨 种子用量占大米总消费的比重一直稳定在。 左右。

考虑到进出口 库存 产后损耗等因素 再结合中国大米的生产 消费实际情况 可以、 、 ， 、 ，

:对中国大米供需做出以下判断

1 国内大米供给一直比较充足 但仍需高度重视生产滑坡、 ， 。大米作为城乡居民最主要

的口粮 一直是中国粮食储备中的重点品种 据， 。 美国农业部的估计 中国大米储备、 ，

规模一直占当年产量的 左右 而且近期储备规模有扩大的趋势 从附表， 。 可以看出，

年中国大米自给率始终在 以上 平均为， 在。 年 年间 只有，

年大米当年生产供给保障率低于 其中， 年受播种面积剧减的影响 当年生产供给，

保障率一度下降为 造成， 年大米价格大幅提高， 年 月全国晚籼米平均价达

到 元/吨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

期货网， 我国稻谷的供给与需求 ，2009年6月30日。



- 154 -

2 稻谷生产仍以籼稻为主 但粳米潜在需求较大、 ， 。受自然 单产水平 种植收益等因、 、

素影响 籼稻产量一直占中国稻谷总产的， 以上 但是 从口粮消费上看 粳米已近居民。 ， ，

大米消费 中国粳米的消费区域在北方地区不断扩展的同时 也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南。 ，

方地区逐渐 透 传统以消费籼米为主的上海 江苏 浙江一带 现在转变为以消费粳米为， 、 、 ，

主 由于人口迁移等原因 传统单一消费籼米的广东 广西 湖北 湖南等地区 现在也消； ， 、 、 、 ，

费部分粳米 可以说 虽然中国大米供给数量充足 但品种质量还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口粮消。 ， ，

费需求 北方粳稻比较旺销 南方早籼因食用口感和市场适销性差 常有滞销积压， ， ， 。

3 中国基本为大米净出口国 少量进口属品种调剂、 ， 。 年 中国大米平均出口，

规模为 万吨 相当于同期国内平均产量的， 从。 年开始 中国大米出口量明显下，

降， 年平均出口量为 万吨 不足， 年平均出口量的 中国每年都。

进口少量的大米 但规模非常有限， ， 年中国大米平均进口量为 万吨 仅相当于，

同期国内平均产量的 从泰国进口的稻米占我国稻米总进口的比重一直在， 以上％ ，

主要是进口香米等高质量稻米。

三 中国大米生产及流通政策分析、

1 补贴及价格支持、 。 年 水稻良种补贴的执行标准为早稻， 元/亩 中晚稻、 元/

亩 粮食； (水稻)直补每亩补贴 元 农资综合补贴每亩、 元左右 同时还对纳入政府补贴范，

围的水稻机械进行一定补贴 政府对稻米的收购价不断提高。 ， 年每 公斤早籼稻 三（

等 下同 中晚籼稻 粳稻政府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 ）、 、 元、 元、 元 较， 年分别

提高了 元、 元、 元 提高幅度分别为， 、 、 。

2 项目支持、 。从 年起 农业部开始组织实施 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规划， 《

( 》 重点支持优质专用良种繁育 标准良田建设 农机装备推进 病虫害防控和， 、 、 、

;粮食加工转化建设 年 中国水稻科技入户工程县增加到， 个省、 个县 在水稻生产。

方面 国家还组织了优质稻产业工程 水稻产业提升行动等项目 改善了水稻生产设施条， 、 ，

件 促进了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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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支持、 。中国政府一向非常重视水稻科研与技术推广工作。 年底 国家启动，

了水稻产业技术体系 下设， 个功能研究室， 为岗位科学家 体系建设将对未来中国水稻，

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各主产区也非常重视水稻技术推广工作 通过遴选和发布主导。 ，

品种及主推技术 引导农民种植优质高产品种和应用高产高效技术 利用组织大规模水稻生， ；

产技术培训 提高技术的采用率 不断提高水稻生产科技的水平， ， 。

1 中国稻谷的收购及储备、

根据历年 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规定 在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 ， 、 、 、 个稻谷主产

区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企业为 中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 地方储备粮公司及： 、 7个主销区

省级地方储备粮公司 中央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度 每年轮换的数量一般为中央储备粮储。 ，

存总量的 至 轮空期最长不超过， 个月。

2、 中国稻谷的经营性收购

从 年国家开始实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 同时粮食收购市场完全放开 收购主体多， ，

元化 稻谷收购市场竞争激烈 表现在中储粮收购 地方储备收购 经营加工企业收购和个， ， 、 、

体粮商等多家竞争局面 民营大米加工企业收购比较活跃 边收边加边销 少数个体粮食经。 ， ，

纪人和私营粮站也参与收购。

3 中国稻谷的流通、

目前 稻谷主产区为东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主销区集中在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 、 、 、 、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等省区市 稻谷主要经铁路 公路干线以及长江航线运往东南沿海、 、 、 ， 、

及西南地区 随着生产布局和消费习惯的改变 稻谷总流向已从过去的由南向北转变为现在。 ，

的由北至南 据统计。 ， 年 东北三省销往外省稻米达， 万吨 占全国同期跨省，

外销量的 9) “ ”由于铁路运输紧张 运距较长 东北粳米经常面临 运输难 的困境。 、 ， 。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课题组， 稻米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粮食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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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来展望、

受人口刚性增长 工业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 中国对大米的口粮需求量还会有小幅增、 ，

加 增幅较大的是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李宁辉研， 。

究员预测的基础上 本文对， :年中国大米的需求量进行了估算 结果为， 年中国人口

将增长为 亿人 城镇 农村人口分别为， 、 亿人、 亿人 假设城 乡居民人均大米， 、

消费量均保持在 年的水平 那么居民的大米口粮消费将提高为， 亿吨 与， 年相

比 增加了， ;万吨 年大米工业 饲料用粮将分别增长为、 万吨、 万吨 与，

年相比 各提高了， 、 再考虑到种子用粮 产后损耗等因素 预计。 、 ， 年中国大

米总需求量将达到 亿吨 与， 年相比 增长了， 万吨 这与 全国水稻优势区域规， 《

(划 )》中对未来大米消费的预测是一致的。

考虑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 城镇化的过程中 继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不仅成本高昂、 ， ，

而且还将受水资源缺乏等因素制约 为此 本文假设， ， 年水稻种植面积保持 年的

万公顷不变 每亩单产只需提高， 公斤 就可使全国水稻总产量提高到， 亿吨， 满足

国内消费需要 鉴于目前中国水稻单产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而且短期内消费需求增长不。 ，

大 可以说 在没有异常灾害发生的情况下 未来， ， ， 年中国大米将呈现出一种供给高于需求

的宽松局面。

1 2011-2013表 年中国人口及大米消费预测、

科目 单位 2008 2011 2012 2013 2015

总人口 千人 132802 1346459 1352110 1357507 1390000

其中 城镇： 千人 60667 675795 698103 720816 778490

农村 千人 72135 670664 654007 636691 611510

居民人均大米消费 公斤/人 74.37 77.32 77.58 77.38 75.54

其中 城镇： 公斤/人 53.48 53.89 53.66 53.29 53.29

农村 公斤/人 91.82 100.28 102.38 103.87 103.87

居民大米消费总量 千吨 98512 103881 104677 104839 105003

工业用粮 千吨 1681 5915 6270 6554 7193

饲料用粮 千吨 13849 15034 15247 15471 15908

国内大米总消费 千吨 121880 132631 133973 134586 135826

① 。

②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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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中国稻米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加强结构调整 逐步增加粳米在生产中的比重 据， 。

农业部发布的最新消息， 年中国粳稻面积达到 亿亩 占全国水稻面积的， 提高，

个百分点 从现实条件上分析 做到这一点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 粳稻主产区东北三省还。 ， 。 ，

有较大的生产潜力 通过加强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 普及水稻生产机械化等措施 可使水稻， 、 ，

种植面积提高到 万亩公顷 产量增长为， ;万吨 江淮等粳稻生产正逐步推进 籼改

粳 ,以就近满足粳米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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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1996-2008年大米供给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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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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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交易现况及展望

韓國農村經濟硏究院

1 国内大米产业环境现况及其问题．

1.1. ,大米生产量是减少趋势 进口量逐年增加

1.1.1. ,水稻栽培面积减少率比单产增加率高 大米生产量减少

1990 10a 1.2%, 0.3%年以后每 大米单产年均增加了约 常年单产也增加了○ 。

- 1.2%, 2000 2009 1.1%单产增加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 年到 年之间年均增加了 。

1.5%, 2000 ,九十年代水稻栽培面积年均减少了 年代的减少率略高于九十年代 年均减少○

1.6%了 。

,因气象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单产和生产总量也有变动 但水稻栽培面积的减少趋势一直持○

,续 所以大米的生产量也处于减少趋势。

1-1图 水稻栽培面积和单产

:资料 统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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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 08 09 ,年以后 年和 年首次连续出现单产高于常年单产的情况 大米产量的减少趋○

势有所好转。

- 08 09 520kg 534kg. , (年和 年单产分别记录了 和 主要原因是这两年气候条件较好 好品

) (周男、 )等高产量品种的栽培比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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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图 各年度大米生产量变化

:资料 统计厅

1.1.2. (MMA)义务进口大米 逐年增加

(UR)2004 , 2004我国在乌拉圭回合 年为止被认定对大米的宽限关税 在 年的大米协商特别○

( ) 10 2014措施 宽限关税 延长 年到 年。

DDA ,特别措施期间考虑 协商或国际大米市场环境变化等 我国有权转换为关税化○ 。

MMA 2005 225,575 , 2014 408,700进口量从 年的 吨开始每年均等增量 到 年增加到 吨○ 。

- 4% 8%, 2014 12%进口量增加到基准年度消费量的 到 但 年进口量相当于预计消费量的 。

1-1表 各年度进口大米的进口计划量

区分

MMA(A)

(B)口粮用

(B/A)比重

注 内容是各年度的计划进口量 与实际进口量可能有所差异： ，

资料 农林水产食品部粮食政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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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米消费量减少趋势

1.2.1. 口粮消费量减少趋势

1990 2.4%, 2000 2.1%年以后国民人均大米消费量年均下降了 年代后半期年均下降了○ 。

- 1998 100kg , 2009 74.0kg国民人均大米消费量 年减少到 以下 年到了 。

1-3 ,图 各年度口粮消费量 人均消费量

:资料 农林水产食品部粮食政策科

1.2.2. 口粮外消费量大幅度变动

,虽然口粮消费量稳定 但加工用量和支援北韩等口粮外消费量受供需条件等因素其变动○

幅度大。

- 1990 , 347,000 , 2002 2003年代上半期库存量大 加工用量增加到 吨 年和 年包括加工用

70量和支援北韩年均消费了 万吨以上。

2005 , MMA年以后 进口大米用于加工的数量显示增加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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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图 口粮外消费量变化

: , , , ,注 口粮外消费量是加工用量 种子用量 出口 支援北韩 损耗及其它

:资料 农林水产食品部粮食政策科

1.3. ,连年丰收 库存量增加

1.3.1. 大米库存量超过适度库存量

, 2008 2009 2010施行公共储备粮制度以后库存量维持适当水平 年和 年连续丰收 年粮食年○

2002度库存率将达到 年以后的最高水平。

- 16-17%, 72 (适度库存率为 考虑消费量的适度库存量为 万吨 消费量越下降库存量就越

)增加 。

- ,库存量超过适度就会引起管理费用增加 会产生大米市场的不稳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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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图 库存量和库存率变化

: 2009注 年粮食年度是暂定值

:资料 农林水产食品部粮食政策科

1.3.2. 26.7%,粮食自给率水平较低为

100% , 26.7%,大米的库存量上升而且自给率为维持 左右水平 但粮食的自给率为 大豆自给○

8.4%,率水平低为 现实上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分配。

- “ ”社会上表露出批判政府支持集中到特定品种 大米 的观点。

- ,应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稳定局势 提出应该提高粮食自给率的必要性。

1-6图 自给率变化

:资料 农林水产食品部粮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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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米价格下降

2000 , ,到 年为止大米价格一直维持上升趋势 以后 随着供求环境的变化出现反复起伏○ 。

- 实质价格在下降。

2008 2009 , 2009受 年的丰收影响 粮食年度的大米价格下降 年再次大丰收导致收获期大米○

价格下降。

○ 2008 10 2009 54为了稳定市场对 年生产的 万吨大米和 年生产的 万吨大米进行了隔离市场措施。

1-7图 产地大米价格变化

: (2005=100)注 实质价格用消费者物价指数 为deflate

:资料 统计厅

,生产量超过消费量引起库存量增加和价格下降 所以有必要摸索一个适度调整大米供给○

量的方案。

- ,可以考虑把大米进口方式从宽限关税转换为关税化 转换为关税化时义务进口量固定

在转换的当时水平。

- 有必要调整相关鼓励大米生产的诸多政策。

, , ,在此 大致性的相互比较韩中大米产业 分析中国产大米的进口 流通现状 研究转换○ 、

关税化时中国产大米的进口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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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中大米产业的竞争力比较

2.1. (10a) 31%东北三省大米生产成本 是韩国的

1980-2008 ( ) 10a , 4.4 ,年之间粳米 水稻 每 的生产成本 我国上升了 倍 中国的全国平均上升○

11.3 , 11.4 , 19了 倍 东北三省 倍 黑龙江省上升了 倍这比我国的上升幅度非常高。

- 80kg , 2.3 , 6.7 ,同期的大米每 的生产成本 我国上升了 倍 中国全国平均上升了 倍 东北

6.8 , 9.5三省 倍 黑龙江省上升了 倍。

1990 , 1997 ,年代以后我国大米生产成本维持比较缓慢的上升趋势 中国到 年迅速上升 以○

, 2004后转换为下降停滞趋势 年以后再次显现迅速起伏上升趋势。

(10.9 ), (11.7 ), (30.8 ),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主要由肥料 倍 农药 倍 水利费 倍 机械作业○

(35.5 ), (8.3 ), (62.3)费 倍 间接成本中的劳力费 倍 土地成本 等主导。

2-1 (1980-2008 )图 韩国和中国的大米生产成本变化 年

( ) ( )中国 全国平均 韩国 全国平均

: , 2009资料 统计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各年度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

10a 30.9% (2008 ), 2000 15.9%东北三省每 的粳米生产成本是我国的 水平 年 这与 年的 相比缩○

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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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08表 韩国和东北三省粳米的生产成本比较 年（ ）

/10a单位 圆：

区 分 韩国平均 中国平均 江苏省
东北三省

平均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直

接

生

产

费

用

种籽秧苗费

肥料费

农药费

燃料动力费

其他材料费

排灌费

小农具购置费

修理维护费

机械作业费

其他费用

小 计

间
接
生
产
费
用

机械设施费

用工作价

土地成本

财务费

小 计

合 计

(index)指 数

: (2005)注 根据李仁奎外 为比较各国提议的生产成本项目 比较了我国与中国东北三省的大米生产成本 李， 。

“ ” 17仁奎 高福男 主要国家大米生产成本及计算方法的比较分析 韩国国际农业开发学会志， 。 ，「 」，

4卷 号。

: . 2009资料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统计厅「 」

,我国和东北三省都在显示大米生产成本当中直接成本的所占比重下降 间接成本比重上○

升的趋势。

- 我国和东北三省的间接生产成本当中的机械设备费和资本成本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

, ,是下降趋势 但人工成本所占比重我国是上升趋势 中国是下降趋势。

我国和东北三省的大米生产成本结构变化当中最明显的是土地成本比重的上升○ 。

- 2000-2008 , 13.6% 29.5%,年大米生产成本当中土地成本所占比重 东北三省从 上升到 我

23.4% 38.5%,国从 上升到 增幅较大1)。

- ,中国的土地成本当中自家土地成本所占比重比韩国高 东北三省的特别高占76.3%. 韩

52.7% 47.3%国的自家土地和承包土地的比例分别为 和 。

中国到2003年生产成本里没有土地成本项目, 只包括相当于土地租金的土地承包费, 2004年开始设立土地成

本项目, 它包括土地租金和自家土地的机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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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在大米生产成本当中都不包括自家土地成本时 东北三省的大米生产成本占韩国

20%的 。

2-2 (2000 2008 )图 韩国和东北三省大米生产成本结构 年 年，

: 2009资料 统计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各年度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 」

2000-2008 1.7 .年之间东北三省大米生产成本中的直接生产成本上升了 倍 其中农药费○ 、

1.6 , 2.2 , 3.2肥料费 机械作业费分别上升了 倍 倍 倍、 。

- 2.3 , 4.2同期间接生产成本上升了 倍 其中土地成本上升了 倍。

- ,可关注的是中国最大粳米主要产地黑龙江省因天赋的气候条件病虫害种类少 黑土地

, ,带多 开垦历史短而土壤肥沃 所以大米生产成本中的农药费和肥料费分别只占全国

69.5% 47.7%平均的 和 水平。

2.2. 3-4韩国的大米价格比中国高 倍

2007 , 2000年以后东北三省批发市场的粳米价格走缓慢上升趋势 年以后韩国的价格出现○

, 2009平稳走势 年以后出现降势。

- 2007 6-7因而东北三省和我国 年为止达到 倍的价格之差逐渐缩小。

2009 10 20kg 10,770 , (43,450 )年 月中国黑龙江省普通大米 的批发价格为 圆 与京畿米 圆 相差○

4 , , (35,000 ) 3.3倍 忠清 全罗米 圆 相差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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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表 东北三省和韩国粳米批发价格比较

/20kg单位 圆：

区 分
年 年 年

中

国

黑龙江省

吉林省

江苏省

安徽省

上海市

韩

国

京畿米

忠清米

全罗米

( )汇率 元

:注 中国数据是各地区的中等品价格。

: (2010);资料 中国的批发价格是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农业监测中心谷物畜产组的内部资料 国家粮油信息中

. 95 , 117 , 118 ,心 食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 第 期 第 期 第 期 韩国批发价格是粮食批发市场的数｢ ｣ 据。

2-3图 东北三省和韩国粳米批发价格变化

: (2010); .资料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农业监测中心谷物畜产组的内部资料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食用谷物市场「

95 , 117 , 118 .供需状况月报 第 期 第 期 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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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竞争力劣势 其差距缩短趋势

2008 10a 345 , (1,167 /10a) 30% ,年东北三省粳米生产成本每 为 圆 约占我国 圆 的 水平 但与○

2000 (15.9%)年 相比生产成本的差距走持续缩小趋势。

, 2009 ,东北三省粳米批发价格走缓慢上升趋势 而我国的从 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 所以东北○

三省和我国的大米价格差异逐渐缩小。

- 2007 6-7 , 2009 3-4年相差 倍 而 年缩小到 倍。

国内产和国外产大米的品质反映到这里的话相差会缩小会更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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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产大米的进口及国内流通现况

3.1. 中国产大米的进口现况

3.1.1. (MMA)义务进口大米 进口量增加

(UR) 10 (1995-2004),乌拉圭回合 协商结果我国大米的宽限关税得到维持 年 最小市场准入○

(MMA, Minimum Market Access)方式进口计划进口量。

- ,美国 中国 太国等国家的大米进入国内 进口大米在政府的管理下全部销售到加工、 、

用 酿酒用等方面、 。

- (MMA) 5%对义务进口大米 征收 的关税。

2004 2014 , MMA 10%年大米协商结果宽限关税延长到 年 进口量当中的 销售到口粮市场○ 。

- 2010 30%, 2014 30% , 2006年口粮用量增加到 到 年维持 的水平 年开始进口的口粮大米在

市场流通。

3-1 (MMA)图 各年度中国产加工用 口粮用进口大米 的进口量变化，

:资料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MMA) 1996 71,260 2010 171,657中国产进口大米 从 年的 吨增加到 年的 吨○ 。

- UR (1995-2004 ) , 2007 135,920履行期间 年 主要进口了加工用大米 加工用大米增加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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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但之后其量逐渐减少。

- 2004 (table use) 2006 , 2006年大米再协商后口粮用 进口大米 年开始进入市场 中国产从

12,767 2010 52,972年的 吨增加到 年的 吨。

3-1 (MMA)表 各年度中国产进口大米 的进口量

区分

加工用

口粮用

合 计

: (MMA) 2004注 从中国进口的各年度进口大米 的数量 年大米协商后国会批准时期拖延 进口时间推迟了一。 ，

2005年 所以 年没有进口量， 。

:资料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2004年大米协商后我国进口的中国产大米都是东北三省出口的○ 。

- , ,我国进口的中国产大米大部分是粳米 其最适合生产地区是东北三省 品质方面也满

足投标条件。

- , 2002东北三省对韩国出口的口粮用量和加工用量都包括在内的大米出口量 从 年的

70.8 2009 (2008 ) 163.4千吨增加到 年 年份 的 千吨。

- 2002 46.2% 2008 86.3%中国的粳米出口量当中东北三省的所占比重为 年的 增加到 年的 。

- 2008 (75.3 ) (16.2 ) 21.年中国的粳米出口量 万吨 当中对韩国出口量 万吨 所占比重为 5%。

- 2008 (64.9 ) (16.2 )年东北三省的粳米出口量 万吨 当中对韩国出口量 万吨 所占比重为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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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图 中国大米进口过程

收集原料 ·黑龙江省 辽宁省 吉林省的产地加工厂从农户收买或订单生产、 、

保管
·筒仓及茓墩

· (OMIC) ,检验单位 检查原料 不合格时要求原料更换

加工及包装

· (OMIC)检验单位 检查

- ,合格产品允许运到装船港 不合格的再次精选或转换用途

·检验单位和农产品品质管理院指导加工

- 加工方法 改善精选设施 指导更换原料或加工厂、 、

·一部分大米运到精选工厂精选后包装

运输

·从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产地加工厂运到辽宁省大连港、 、

· : 60糙米用铁路运输 一个车辆装 吨左右

· ,港口附近加工厂生产完成品 包括包装 后陆地运输 远距离加工厂加（ ）

工成白米后用铁路运到港口附近加工厂精选后小包装

港口附近

仓库保管

· : ,辽宁省大连港相玉 托盘工序 装在集装箱

· (OMIC) , :检验单位 在装船港检查 农产品品质管理院指导装船

,合格产品装船 不合格的除外

装船及运输 · (OMIC)检验单位 监督装船及指导安全运输

到达国内 ·农产品品质管理院进行到岸检查

, 2005 , 2005东北三省各省的对韩国粳米出口量 年以前辽宁和吉林的比重较高 年以后黑○

龙江的比重提高很多。

- 2008 (2007 ) 29,626 ,年 年份 中国对韩国口粮用白米出口量 吨中 看加工地区黑龙江64.1%

(19,000 ), 35.9%(10,626 )吨 辽宁 吨 。

- 132,095 48.9%(64,548 ), 26.3%(34,747加工用糙米出口量 吨当中黑龙江 吨 吉林 吨), 辽

24.8%(32,800 ),宁 吨 黑龙江的比重最高。

,中国的大米跟玉米 小麦棉花等一起属于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品种 同时和玉米 棉花○ 、 、

< >等一起被指定为 国营贸易管理 品种2)。

- < > [ ] [ ]国营贸易管理 品种的进出口是根据 对外贸易法 和 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被赋予权

限的国营贸易企业来进行。

<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把包括大米 玉米 小麦 玉米粉 小麦粉 棉花在内的、 、 、 、 、 个品种指定

为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品种。 同时包括玉米 大米 棉花在内的、 、 个品种指定为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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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CO)现在在中国能获得对韩国出口大米配额的国营贸易企业有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和吉○

(JLG)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

- 1995-1999 COFCO , 2001 COFCO JLG年对韩国出口只有 获得出口配额 年开始 和 两企业获得

对韩国出口配额。

- 2008 (2007 ) 161,721 CORCO 125,774 (77.8%), JLG年 年份 的出口配额总量 吨当中 获得 吨

37,514 (23.2%), COFCO获得 吨 处于优势地位。

- COFCO JLG ( )和 为获得大米出口配额与黑龙江 辽宁 吉林产地的加工企业 加工工厂 签、 、

,约生产半成品或完成品后通过铁路或陆地运输到辽宁省大连港 半成品在附近的加工

,工厂加工成完成品 包装后输往韩国。

3.1.2. 30-70%中国产大米进口价格为国内产的

2006 , 531-568 / , ,开始进口的第一年 年 中国产口粮用大米的价格为 美元 吨 与美国产相近○

150-190比太国产约高 美元。

- CFR(COST & FREIFHT)进口价格是指销售者承担到国内港口为止的费用为条件的 价格。

- (MMA) 5%不包括对义务进口大米 课赋的 的关税。

2006 , 2009 1,065-1,075 /年以后中国产口粮用大米进口价格逐年上升 年达到 美元 吨○ 。

- 2008 ,因汇率上升和进入 年国际粮食价格上升 为自国的物价稳定和粮食供求管理提高

大米出口税。

3-2表 口粮用进口大米的单价和国内产地价格比较

$/ /20kg单位 吨 圆： （ ）

进口单价 (%)与国产产地价格比较

中国产
1等级

中国产
3等级

美国产
1等级

美国产
3等级

泰国产
1等级

国内产
(F)价格

1 CFR(COST&FREIFHT)注 单价是销售商承担到岸费用及运费的条件 是 价格） ， 。

2 20kg内是适用各年度汇率后用每 价格换算的数据）（ ） 。

:资料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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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中国的出口价格是在批发价格加上相当高水平的利润而组成○ 。

3-3表 中国大米批发价格和进口大米的比较

区 分

中国批发价格

中国产进口价格

美国产进口价格

: 12% (FOB )注 中国产和美国产的国内进口价格是进口单价扣出运费等各项费用 的数据 价格 。

: (2010); .资料 中国批发价格是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农业监测中心谷物畜产组的内部资料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95 , 117 , 118 .食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 第 期 第 期 第 期 农林水产食品部粮食政策科 国内进口价，｢ ｣

格和美国出口价格是农水产品流通公社的数据。

3.1.3. 蒸米或煮米的进口量大幅度减少

MMA (HS code:1904901010)2007 6,550 , 2008外从中国进口的蒸米或煮米 年首次进口 吨 年○

6,559也只进口 吨。

2009 , 2009因 年国内生产量增加而国内大米价格下降 年中国产蒸米或煮米只进口了同比○

3,642 , 2010 4 48.6% 478一半水平的 吨 年 月为止的进口量同比减少了 的 吨。

2007-2008 704-729 / (13,083 16,073 /20kg), 2009蒸米或煮米的进口价格为 年 美元 吨 圆 圆○

781 / (19,926 /20kg), 2010 1,116 / (25,079 /20kg)年 美元 吨 圆 年上升到 美元 吨 圆 。

3-4表 蒸米或煮米进口量 进口价格，

区 分

( $)金额 千

( )重量 千吨

($/kg)单价

/20kg圆

: (资料 韩国贸易协会 www.kita.net).

3.2. 国际竞争投标购买及现况

( ) (U.S No1, U.S No2我国的进口方式是政府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在国别配额内考虑品位○

), ( , , ), ,等 品种 中粒 短粒 长粒 生产年度等条件 提示招标购买公告并统一进口。

- ( ) (政府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对在各国参与进口大米投标的国外供给者或国内代理者 进

) ,口经营者 实施投标竞争 提出最低价格的经营者可进行进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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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认领进口大米 把加工用大米送到政府粮食仓库 市场销售用大米送到流通公社

储备仓库后支付中标金就结束进口程序。

3-3 (MMA)图 进口大米 购买招标程序

3.3. 国内报关及运输程序

- ,国内报关及运输程序 检验部门和供给者对该进口大米进行农药残留等检查后包装 装○

,船 海运。

- 12 , 2 , 7到釜山港美国大米需要 天 中国大米 天 太国大米 天。

运输到国内的进口大米经过食品医药厅 农产品品质管理院等相关机构的植物检疫 食○ 、 、

品检查 品位重量检查 掏米检查等程序之后合格的通关进入仓库、 、 。

- , ,装船时进行品位 农药残留等检查 到岸后又进行检验 所以可以说没有安全性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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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MA)图 进口大米 的国内通关及运输程序

3.4. 公开投标方式销售

,对加工用大米 政府认领后适当的时期按需要量提供给企业○ 。

(对口粮用大米○ table use), 政府(农水产品流通公社)对国内大米流通企业按一定水平以

上的价格公开投标方式销售。

- 2006年的公开销售初期, 年销售额300亿圆以上的批发零售企业和年交易额10亿圆以

上的中批发商为对象进行销售。

- 但是后来因进口大米的销售不畅缓解了参加公开销售的条件。

- 投标方式是通过因特网的电子投标方式, 简单方便, 以最高价格顺序中标。

,以最高价格中标的企业把货款支付给农水产品流通公社后在政府粮食仓库提取货物 然○

后运到店铺销售或从仓库直接配送到购买者。

- 出库的大米通过销售到粮食零售经营商 食堂 伙食供应企业等在市场流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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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able use)图 口粮用 进口大米国内销售程序

3.5. 进口大米销售数量及中标价格

3.5.1. 2009 (年口粮用 table use)进口大米出现库存

2006 , (12,767 ) (5 3 ) ,口粮用进口大米引进第一年 年 中国产 吨 在公开销售第一回 月 日 流标○

7 19以后逐渐增加销售 月 日销售结束。

- (4-5 ) ,美国产在公开销售初期 月 消费者偏好度下降而销售不畅 后来调整预定价格环

节参与投标条件后中标量激增。

- ,中国产在公开销售下半期因环节参与投标资格而中标量大增 中国产在公开销售初期

中标比美国产较稳定。



- 179 -

3-5表 口粮用进口大米的销售现况

单位 吨：

1中国产 等级

(A)进口量

(B)销售量

3中国产 等级

(A)进口量

(B)销售量

1美国产 等级

(A)进口量

(B)销售量

3美国产 等级

(A)进口量

(B)销售量

1泰国产 等级

(A)进口量

(B)销售量

3泰国产 等级

(A)进口量

(B)销售量

2009 2009.2-2010.4注 年口粮用进口米销售量是 月的数据： 。

资料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2007 (23,015 ) 2006 , 10年中国产口粮用大米 吨 与 年不同中标率比美国产低潮 到 月份才销○

售结束。

- , (3-5 )相对来说品质的评价比美国产差 公开销售初期 月 与国内产大米相比中标平均

(65.2% 76.4%)价格比率同比上升 而价格差异缩小→ 。

2008 , ,年中国产口粮用大米的进口价格激增 与国内产的价格差异同比缩小很多 但因国○

内大米价格上升导致对进口大米的需求增加而提前结束销售。

- 2007 , ,年收成不佳 生产量减少而国内大米的价格上升 伙食供应企业等大量需求部门

相对偏好价格低廉的进口大米。

2009 ,年国内大米生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 原产地标识制度的实施等原因中国产口粮用大○

米的销售低潮。

- 2009 (42,066 ) 17,125 , 2010 4 24,941年中国产大米进口 吨 当中只销售 吨 年 月基准还剩 吨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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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table use) 70%口粮用 进口大米的中标价格为国内的 水平

2006 ,年中国产口粮用大米的中标价格在所有进口大米当中最高 其价格为国内大米价格○

63.5-71.4%的 。

- 22,660-25,480 /20kg, (19,820-22,760 /kg)中国产中标价格为 圆 比美国产 圆 约高2,700-

5,700圆。

3-6表 口粮用进口大米的中标价格和国产平均价格比较

( /20kg)进口大米平均中标价格 圆 (%)与国内产地价格比较

1中国产 等级

3中国产 等级

1美国产 等级

3美国产 等级

1泰国产 等级

(E)国产价格

:资料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3-7表 口粮用进口价格和中标价格比较

: /20kg单位 圆

中国产

1等级

(A)进口价格

(B)中标价格

中国产

3等级

(A)进口价格

(B)中标价格

美国产

1等级

(A)进口价格

(B)中标价格

美国产

3等级

(A)进口价格

(B)中标价格

泰国产

1等级

(A)进口价格

(B)中标价格

资料 农水产品流通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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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 12,000-16,000 /kg年中国产口粮用大米的中标价格比进口价格高 圆○ 。

- (MMA) 5% (进口大米的销售成本包括进口价格 义务进口大米 关税 到岸到政府 农水产、 、

)品流通公社 仓库的运输费等费用 入库费用、 。

中标价格里考虑销售成本和国内供求情况附加一定程度的手续费○ 。

- 口粮用进口大米的销售收入用于大米收入稳定直接补助金。

, 2009 ,国内大米生产量增加 价格下降而 年中国产口粮用大米的销售不畅 导致出现中标○

价格比进口价格低的局面。

3-6图 口粮用进口大米平均中标价格和国内产地平均价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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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23 /20kg, 3中国产 等大米的中标价格比进口价格低 圆 等大米全部流标留在仓库直

27,187 /20kg接损失相当于进口价格 圆 。

- 义务进口大米的进口费用和保管费用的增加导致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而且对国内大米市

场给予负面影响。

2007年相对来说中国产口粮用大米的品质比美国产差而中标价格形成在同比小幅上升的○

26,060-27,140 /20kg圆 水平。

- 69.8-72.7%,其价格为国内的 价格差异同比缩小。

2008 , 9.6-19.6%,年国际大米价格上升影响进口价格 中国产口粮用大米价格同比上升 形○

29,740-31,160 /20kg成 圆 水平。

- 75.7-79.3%, 2006 2007其价格为国内的 比 年和 年水平与国内价格差异大大缩小。

2009 ,年因国内大米的生产量增加而价格下降 原产地标识制度的实施等原因中国产进口○

,大米的销售业绩不佳 中标价格同比暴跌。

- 1 7,200 , 24,020 /20kg,中国产 等大米的价格同比下降 圆 中标价格为 圆 其价格为国内

60.4% ,的 水平 与国内产的价格差异同比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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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换为关税化时中国产大米进口可能性

4.1. 韩中大米供求展望

4.1.1. 韩国大米价格长期下滑趋势

, ,如果维持政府只管理公共储备量 供求为通过市场机能来调节 通过大米收入稳定直接○

补助制度谋求经营稳定等政策结构的情况下大米价格将会面临持续下降的局面。

2009 924,000ha, 2019 835,000ha年水稻栽培面积为 推测到 年将会缩小到○ 。

- 2008 75.8kg, 2019 61.9kg,国民年人均消费量 粮食年度为 到 年将会减少到 但库存量维

持公共储备量。

, 2013 14 /80kg多于需求量的大米涌入市场 推测会导致 年农户销售价格将下降到 万圆 以○

, 2018 13下 年将下降到 万圆以下。

- ,生产量超过需求量 价格将面临持续下降趋势。

4-1图 农户销售 收取价格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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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中国大米的价格持续上升趋势

○ 2004 ,东北三省和南部地区的粳米平均批发价格 年初大幅度上升以后出现缓慢上升趋势

2008年以后价格上升幅度逐渐扩大。

- 东北三省大米价格比南部地区维持较高水平。

4-2图 东北三省和南部地区粳米平均批发价格变化

2004 , 2009东北三省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大米价格进入 年以后出现缓慢上升趋势 从 年初○

开始上升幅度逐渐扩大。

, 2008南部地区的浙江省大米价格趋势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相似 年为止显现缓慢上升趋○

2009 ,势进入 年上升幅度扩大 其幅度大于东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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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图 东北三省和南部地区各等级粳米平均批发价格变化

1 1/5 80%注 等级是根据加工程度区分 标准 等级是米糠残留部分不到 的比重为 以上的商品： ， 。

资料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提供资料：

4.2. 转换为关税化时中国的大米价格将会高出国内价格

, ( ), ( ) (在黑龙江省虎林市场 浙江省上虞市粮食局 高价 东南粮食市场 低价 交易的粳米 标○

1 ) (Tariff Equivalent)准 等级 价格加上关税等值 的中国产进口大米的国内供给价格将

高出国内产京畿大米价格。

○ 47,000 /20kg,黑龙江省和浙江省粳米的批发价格加上关税等值的国内供给价格分别为 圆

48,000 /20kg( ),47,000 /20kg( ),圆 高价 圆 低价 这比在国内粮食批发市场形成的京畿大

0.5-3.8%, , 20.9-25.2%(2007-2009 )米价格高出 比忠清 全罗大米高出 年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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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07-2009 )图 转换为关税化时中国大米价格和国产价格比较 年 平均

注 中国大米批发价格不包括从产地到出口港的运输费用： 。

资料 中国产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提供资料 国产是粮食批发市场提供资料： ，

4-1表 中国产大米国内进口价格和国内批发价格比较

批发价格 征收关税时 国内进口价格

黑龙江省

( )浙江省 高价

( )浙江省 低价

(D)京畿米

(E)忠请米

(F)全罗米

1注 ）黑龙江省 浙江省批发价格适用， 2007-2009年各年度汇率, 用每20kg价格换算后按3个年度平均的数据。

2）（ 内是国产大米批发价格对比中国大米进口价格的增减率） （%）。

资料 中国产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提供资料 国产是粮食批发市场提供资料： ，

○ 中国研究单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 中国东北 省粳稻产业的

供求展望及农业产业化经营状况调查研究的最近研究结果推测东北三省粳米的预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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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5 42-46 , 2008 75.3量在 年之间每年达到约 万吨 数字与 年出口量 万吨相比减少了

很多。

- ,考虑中国国内的粳米消费量持续增加趋势 北三省的中长期东出口能力有可能萎缩。

,今后考虑国内大米价格下降可能性和中国产大米价格上升可能性 预测转换关税化不会○

引起大米进口。

- 中国大米按批发价格进口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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