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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现代粮食产业体系，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有力举措，是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

主要矛盾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的有效路径。基于新时代发展特征、主要矛盾、社会需求与产业规律，

研究了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其构成，认为我国现代粮食产业体系以产业链现代化、供

应链高效化、价值链高级化、储运加销各环节高效协同为主要特征，指出建设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的目标是形成多要素、全链条、多层次、韧性可持续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方式。在发展路径上，

要从建设现代粮食储备体系、现代粮食加工体系、绿色低碳物流体系、现代科技支撑体系等四个

方面着力。在此基础上，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统一的粮食流通大市场、提升产业

政策稳定性系统性和推动粮食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出了建设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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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hina's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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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a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is a powerful measure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adapt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socialist era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main contradictions, social 

needs and industrial laws of the new socialist era, this paper studied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composition of 

the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g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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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system ar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high efficiency of supply chain, the 

advanced value chain, and th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all links of storage, transportation,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is to form a modern 

grain industry development mode with multi-elements, whole chain, multi-level, toughness and sustainabilit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includes four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grain reserve system, modern grain processing system, green and low-carbon logistics system,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put forward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to deepen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grain circulation 

market, improve the stability and systematism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a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Key wor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food industry; food securit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

设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打

造产业竞争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义重

大。粮食产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民

生性产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

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对于新时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巩固脱贫攻坚助

力产业振兴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党中央、国

务院多次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做出重要指示，要

求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粮食产业强国，提升粮食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发展粮食产业经济，是

落实粮食安全战略，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基

础的必然选择。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要求[1]。 

1  我国粮食产业体系的研究进展 

围绕粮食产业体系，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粮

食产业的发展模式、影响因素、产业评价和实现

路径等方面，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粮食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郭晓鸣

等（2018）[2]、上官彩霞等（2020）[3]剖析了四川

和河南两省的粮食产业发展案例，总结了粮食产

业发展的创新模式，研究指出了我国粮食产业发

展模式的主要问题，认为产业现有发展模式不适

应市场化改革发展需要，仍需不断探索。 

二是关于粮食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粮

食产业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制

约。从外部宏观环境来看，入世以后我国粮食产

业在贸易、产业链、政策等受到国际环境的深刻

影响[4]；从内部看，新冠肺炎疫情下劳动力、农

资、技术服务、病虫害等多重因素对我国粮食安

全产业带来了极大挑战，加剧了发展困境[5]。 

三是关于粮食产业评价的研究。高江涛（2020）

基于产业安全理论，利用 DEA 模型评价了 2001

—2018 年我国粮食产业安全状态，发现我国粮食

产业总体处于安全状态但稳定性不足[6]。王瑞峰

等（2020）基于价值链理论，通过从规模、效率、

效益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评

价体系[7-8]；梁伟森等（2021）从粮食安全、生产

效率、绿色发展和农业科技 4 个维度对广东省 20

个地市（除深圳）的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展开了评

价[9]；祁迪等（2022）从安全保障、结构效益、

科技创新、绿色生态和包容共享等维度构建了我

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10]；赵霞等

（2021）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从粮食供给总量、

供给结构、流通通道、产业链条和市场地位等方

面评价了我国粮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1]。 

四是关于粮食产业发展路径的研究。从宏观

视角看，钟丝佳（2022）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从创新粮食产业发展模式、搭建粮食产业发展新

平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科技兴粮和推进

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五个方面提出了实现我国粮

食产业发展的具体策略[12]。从微观视角看，高维

龙等（2021）研究发现，农业服务业规模化和结

构高级化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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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等（2020）根据对美国粮食支持政策转型的

研究，指出了中国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粮食补

贴政策，以降低制度成本为激励，以耕地保护为

支撑的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14]。 

2  我国粮食产业体系的基本格局 

2.1  我国粮食产业体系发展成效 

2.1.1  粮食收储制度从政策托底向市场化收购转型 

新世纪以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以粮食最

低收购价政策为主体的粮食收储制度有效保护了

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2016 年国家率先取消玉

米临时收储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生产者

补贴”的新机制。随后，稻谷也逐步推行“生产

者补贴+最低价收购”补贴双机制。当前，我国粮

食收储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达

到预期效果，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不断完

善，粮食库存消化进度加快。据统计，2017 年政

策性粮食库存消化达到 845 亿 kg，政策性玉米库

存比历史最高点下降 28%[15]。 

2.1.2  粮食储备“压舱石”作用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因素给全球粮食安全

带来巨大挑战，但国内未出现大范围短缺或涨价

等现象。究其原因，这得益于我国粮食储备体系

的完善。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储备充足，

粮食库存持续高位运行，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世界粮食安全警戒线水

平。就粮食储备品种结构看，小麦、稻谷等口粮

占比七成左右，两大口粮的库存均能满足 1 年以

上消费需求。 

2.1.3  粮食加工产业迅速发展壮大 

粮食加工在粮食产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加工产业得到了蓬勃发

展，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总值持续增加，行

业规模扩张能力强大，实现了粮食加工业的现代

化，加工能力居世界之首。“十三五”时期末，我

国面粉产量约为 7 473 万 t，占世界面粉产量的

21%；大米产量 7 360 万 t 左右，占世界大米产量

的 15%。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多的大米加工企业，

不同规模的米厂约 1 万多家；中国五得利面粉集

团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日加工小麦

5.5 万 t[16]。“十三五”时期粮食加工业占工业和国

民经济的比重分别保持在 10%、3%以上（如图 1）。 
 

 
 

图 1  粮食加工业占工业和国民经济比重 

Fig.1  Proportion of grain processing industry in  
industry and national economy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和《粮油统计资料（2020

年）》，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Grain and 

oil Statistics (2020)。 

 

2.2  当前我国粮食产业体系存在的问题 

2.2.1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仍需推进 

目前，我国逐步推进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

革，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改革和玉米收储政策

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随着收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国家于 2017 年开始探索对稻谷和小麦重点粮食

品种价格政策进行调整，逐步下调最低收购价格，

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然而，面对国内外复杂

敏感的粮食安全形势，特别是公共卫生和政治事

件的冲击，我国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步伐有所放

缓。长远而言，政府收储是嵌入到粮食产业链条

之中的前端环节，推动粮食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

坚持粮食收储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是推进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 

2.2.2  粮食储备和仓储设施水平有待提高 

中央和地方储备不协调，社会储备制度不健

全，储备品类、规模和布局还不优，储备基础设

施有待提升。随着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地不断深

化，以及地方储备企业业务量不足，一些地区存

在仓容闲置与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同时，现

有仓储设施与流通形势还够不匹配。目前，占总

仓容 80%以上的平房仓占地面积大，部分仓储设

施严重老化，进出仓效率低[17]，基层库点小而布

局分散，不同主体粮食储备库点发展水平存在较

大差距，县级以下粮食储备库点设施设备水平发

展相对较差[18]，这些都与推进粮食流通现代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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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较大差距（如图 2）。 
 

 
 

图 2  我国跨省粮食物流量变化情况 

Fig.2  Changes of grain flow 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数据来源：中国粮食安全白皮书（2019）、前瞻产业研究

院（2019） 

White paper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2019. https://baijiahao. 
baidu.com/s?id=1654581095842869207&wfr=spider&for=pc 

 

2.2.3  粮食加工业与消费需求不够匹配 

当前我国粮油产品供给结构与居民健康消费

的需求不匹配、不平衡问题凸显，粮食加工产业

目前仍以能量供给为主，未形成营养健康型加工

供应体系。初加工和落后产能占比偏高，优质粮

油供给不足；加工技术与工艺改进滞后于市场需

求，中高端产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等有效供给不足，

优质绿色有机和知名品牌粮食制品不能满足需

求，主食产品工业化生产水平低[19]。我国粮食加

工企业效益不高，成为制约产业经济发展的突出

短板。国内大多数粮食加工企业一体化、协同性

较低，导致粮食收储运产业综合效益及竞争力低

下，与外资粮商企业竞争力差距大[20]。 

3  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基本架构和特征 

3.1  基本构架 

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21]。现

代产业体系是指产业发展的新型化、产业结构的

高级化、产业发展的集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端

化[22]。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对产业体系的论述，本文所指

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以现代储备体系为保障、以绿色低碳物流体系为

载体、以现代加工体系为核心，以推动产业链现

代化、供应链高效化、价值链高级化为特征，高

效协同储运加各环节的多要素、全链条、多层次、

韧性可持续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方式，现代粮

食产业体系由现代化粮食收储体系、现代化储备

调节体系、现代化加工体系、现代物流体系和科

技支撑体系等构成。 

3.2  发展特征 

基于以上界定，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主要特

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发展方式上从追求

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二是在发展动力上从依靠

要素投入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三是在发展模式

上从传统模式向现代集聚循环模式上转变，四是

在结构特征上体现融合性，在空间特征上体现集

聚性。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发展目标，是通

过开展优化粮食储备品种品质结构和区域布局、

构建高效流通体系、推动粮食产业链现代化、供

应链高效化、价值链高级化，建立与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安全、健康、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

其核心是增强粮食产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如

图 3）。 
 

 
 

图 3  现代粮食产业体系框架图 

Fig.3  Framework of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4  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路径 

4.1  打造现代粮食储备体系 

进入新时代，粮食储备的“压舱石”作用显

得更为重要。近年来，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的风云变幻，“粮食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粮食储备也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统

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健全国家储

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

升储备效能。我国自建立国家粮食储备以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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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发挥了备战备荒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功能，也为

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对标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是要建立中央和地方粮食

储备协调联动机制，完善轮换吞吐协调机制，健

全上下连贯顺畅的沟通协调对接机制。二是推动

建立政府储备和社会储备相结合的分阶梯粮食储

备新机制。三是以粮食产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

优化储备布局。储备布局应随着我国粮食产销趋

势的变化、粮食国内外流通格局、进口格局、加

工产业布局等进行相应优化调整，特别是应服务

于粮食产业经济发展布局储备，粮食储备应在大

城市群、重要物流节点、进境港口（口岸）、大型

产业园区等布局，以提高稳定市场、服务产业经

济的能力（如表 1）。 
 

表 1  政府储备粮布局的影响因素 

Table 1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grain reserves 

影响因素 布局 优点 不足 

产区 方便对农民余粮的收储入库，并节省储备调运费用 
出现产粮财政小县的局面，销区危机时，将不能

及时应对，引起经济社会不稳定 
粮食生产 

情况 
销区 可以及时应对发生于主销区的粮食危机 在粮食危机不发生时，将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经济文化中心 有利于对市场的干预，应对大城市的粮食危机 储备成本较高 城市规模 

（人口） 一般城市 储备成本相对较低 交通未必通达 

多发地 经常使用储备粮，可以很好的应对粮食危机 应急压力大 
危机频率 

少发地 应急压力小 储备粮利用率低 

分散 可以广泛地应对粮食危机，调控效果相对及时 储备的规模效应难以发挥，储运和管理成本较高
布局状况 

集中 可以降低粮食储备的储运成本 调控时动用的规模较大 

 

4.2  现代粮食加工体系 

我国是粮食消费大国，建设现代化粮食加工

体系对于助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消费需求和增

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止 2021 年

底，我国粮食加工业总产值达到 3.18 万亿元，占

农业增加值比重为 40.9%，占国民经济比重为

3.13%[23]。但我国粮食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附

加值低，产品结构不适应消费需求。建设现代粮

食产业经济体系，需要发挥粮食加工的龙头带动

作用。一是要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优化整合

延伸粮食产业链。加大对粮食资源的高效利用，

提高对产品的深加工水平，不断提升满足市场消

费能力。二是优化加工产品结构，建设营养导向

型的加工体系。加工企业要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

优质特色产品开发，根据市场对健康、绿色、低

碳的消费需求加快研发健康型、功能性粮油产品。

三是培育知名品牌。加强粮油加工销售平台体系

建设，加快壮大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4.3  建设绿色低碳节约型物流体系 

粮食物流是粮食产业经济的重要支撑环节，

对于提升产业流通效率和发展质量、保障供应链

安全有序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建设现代粮食产业

体系，需要构建高效、低碳、节约型现代化物流

体系，不断提升物流运输的自动化、低碳化水平。

一方面要加强粮食物流系统化建设，全面推广散

粮运输，强化公路、铁路、水运等无缝衔接，大

力发展多式联运等运输组织方式，满足多层次需

求；另一方面要鼓励建设快速中转新仓型，改造

提升高大平房仓等“四散化”和机械化作业功能，

开发大型化、标准化的高效低耗物流新装备。深

入开展粮食物流降耗、减损、提效行动，降低物

流成本。从支撑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角度，建设

和完善高效对接的粮食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对接

“一带一路”，推动粮食跨境物流的衔接与合作，

逐步构建与八大粮食流入流出区域对接的进出口

粮食物流通道。 

4.4  现代粮食科技支撑体系 

科技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我国粮

食科技创新体系目前总体偏弱，科技创新体系尚

待完善，创新要素聚集不明显，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发挥不充分；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创新成果

转化不够顺畅，科技贡献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转移中心作用有待加强。2020 年粮油加工企

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 0.49%，远低

于发达国家 2%~3%的平均水平[24]。建设现代粮食

产业体系，需要科技创新体系的强力支撑。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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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国家粮食科技创新工程，建立稳定的多元

投入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

完善资金链。完善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

和经费筹措方式，建立多元化的创新要素投入机

制。二是要加大基础研究和急需关键核心技术研

发攻关力度，重点对粮食及加工产品营养健康、

质量安全、节粮减损、加工转化、现代物流、“智

慧粮食”等领域急需关键技术加大研发力度，加

快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5  政策建议 

5.1  深化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持高质量发展，深入推动粮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升绿色优质粮油产品的供给水平。发

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按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要求，以促进城乡居民由“吃得饱”

向“吃得好”转变为目标，在确保粮食数量安全

的前提下，鼓励粮食主产区建立品质控制体系和

质量追溯体系，提升粮食质量品质的供应链治理。

充分发挥中央、省级以及地区性大型国有骨干粮

食企业的引领、带动和示范作用，以“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为目标促进广大种粮农民和粮

食企业生产优质粮油，在优质优价中增加收入，

加快推进产业新旧动能转化。实施粮食产业品牌

发展战略，以品牌战略为抓手，建立优质粮油新

产品开发、产品推介、展销和市场拓展的供应链

运行机制，提升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水平。 

5.2  加快构建统一的粮食流通大市场 

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 年），完善粮食市场

管理制度。健全批发零售市场、期货市场、电子

交易市场等的管理制度，清除统一市场建设和公

平竞争的各种阻碍。打通从市场效率提升到劳动

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市场主体壮大、供

给质量提升、需求优化升级的通道，形成供需互

促、产销并进的良性互动，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容

量。畅通国内外双循环，在立足国内统一大市场、

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充分开放的

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

的有效衔接互动，确保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促进粮食资源、科技和人才等要素跨境自由有序

安全便捷流动，努力提高粮食市场话语权、主动

权和影响力。 

5.3  完善粮食产业支持政策 

粮食产业是基础性、民生性基础产业，产业

基础薄弱、产业竞争力低、产业外部性强，加强

对粮食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尤为必要。构

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产业政

策体系。在产业政策导向上应坚持绿色优质健康

等方向，在产业支持的重点上侧重于粮食加工流

通等环节，在产业政策体系上应加强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科技政策、土地政策等的综合应用，同

时还应增强产业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系统性。 

5.4  推动粮食产业数字化转型 

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对粮食产业发展的渗透作

用，以信息化带动粮食产业的现代化。以第四次

产业革命为契机，推动工业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经济与粮食产业经济深度

融合，提高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的效率、效益和竞

争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格局。一是以信

息产业为主导，抓住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融

合发展的契机，通过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构建创新型特色粮食产业体系。二是做强数

字经济。运用数字经济、数字平台等创新粮食产

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优化粮食产业链条，减

少流通环节，降低粮食产业流通成本，培育更多

粮食产业新动能。三是以智能制造引领粮食产业

技术变革和升级，以增量带动存量，培育竞争新

优势，构建形成“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开放型产业体。推动人

工智能在粮情监测、无人工厂、智慧物流、线上

销售等领域场景应用示范，不断推动我国粮食产

业结构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6  结论 

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维护粮食安全的

重要支撑，是衔接脱贫攻击和乡村产业振兴的关

键举措。新时代粮食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需要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本文基

于新时代特征，立足社会主要矛盾，从粮食产业

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界定了现代粮食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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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涵，即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现代储备

体系为保障、以绿色低碳物流体系为载体、以现

代加工体系为核心，以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供应

链高效化、价值链高级化为特征，高效协同储运

加各环节的多要素、全链条、多层次、韧性可持

续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方式。研究提出了现代

粮食产业体系的基本结构，即由现代化粮食收储

体系、现代化储备调节体系、现代化加工体系、

现代化物流体系等构成，明确了其发展目标，提

出了粮食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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