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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粮食物流连接粮食生产、流

通和消费，高度集成并融合运输、仓储、分拨、配送、信息等服务功能，在构建现代粮食流通体

系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回顾我国粮食物流发展，分析存在的突出问

题，并通过我国粮食物流行业最新进展研判以及我国与国外粮食物流研究比较，提出我国粮食物

流的发展重点和措施建议，包括完善粮食物流设施布局、发展粮食物流节点和园区、提升多元化

粮食物流技术水平、优化多式联运衔接和物流管控技术、加快技术装备升级、智能化技术引领、

推广粮食物流标准、完善配套政策、加快人才培养等，为粮食物流技术与装备创新、物流系统优

化、物流设施建设以及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制定等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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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experiencing a great change that has not happened in a century. China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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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domestic system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s promoting each other.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has 

new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Grain logistics connects grain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as 

well as highly integrates transportation, warehousing, deconsolidation,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and other 

service functions. It plays a leading, fundamental, and strategic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n grain circulation 

system,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aintaining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grain industry supply chain, and accelera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logistics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prominent problems by 

comparing the latest progress of grain logistics industry with foreign grain logistics research. It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prioriti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grain logistic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layout of 

grain logistics facilities, developing grain logistics nodes and parks,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level of 

diversified grain logistics, optimizing multimodal transport connection and logistics control technology, 

accelerating the upgrading of technical equipment, lead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omoting food logistics 

standards, improving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accelerating talent training. These results coul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innovation in grain logistic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ptimization of logistics systems,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facilities, and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policies. 

Key words: bulk grain transportation; grain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 of grain; 

grain logistics channels; grain logistics core hub; key nodes in grain logistics 

粮食物流是应用工程和信息技术、管理和经

济学理论，对粮食收购、产后处理、中转、储存、

运输、流通加工、配送等环节进行一体化管理，

实现粮食高效益和效率的流动过程。“十二五”以

来，我国粮食物流快速发展，粮食现代物流体系

逐步建成，粮食物流总量已从 2011 年的 3 亿 t 增

加到 2020 年的 5.1 亿 t，其中省内粮食物流量由

1.5 亿 t 增加到 2.6 亿 t，跨省粮食物流量由 1.5 亿

t 增加到 2.5 亿 t。粮食物流的长足发展，为促进

我国粮食产销区衔接和区域间的粮食供需平衡发

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因此梳理我国粮食物流发展、

存在问题、研判行业最新进展、比较我国与国外

粮食物流研究很有必要，思考提出我国粮食物流

的发展重点和措施建议，旨在为粮食物流发展及

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制定等提供有益参考。 

1  我国粮食物流发展现状 

1.1  系统化的粮食物流通道与节点布局逐步形成 

我国粮食流通格局仍以“北粮南运”为主，

逐步形成了贯通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华

东沿海、华南沿海、京津、西南和西北八大粮食

流入流出区域的北部、胶藏、陇海、长江“四横”

通道和沿海、京沪、运河、京九、京广、京昆、 

蒙湛、西部“八纵”重点通道。重点通道总流量

约占全国跨省流量的 83%，依托重点通道形成了

一批覆盖主要粮食生产和消费区域、具备一定辐

射能力和示范作用的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和关键节

点，打造了一批规模化粮食物流园区和大型骨干

粮食物流企业。 

1.2  粮食现代物流设施与装备快速发展 

适应粮食“四散化”流通的物流设施和装备

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一是以散粮汽车、散粮

火车和散粮船舶为代表的散粮运输装备及配套散

粮装卸设施已成为主流，以通用集装箱为代表的

散粮集装单元化运输装备以及适合成品粮集装运

输装备的应用逐步得到市场的认同，适合我国国

情的粮食多元化运输体系得到了补充和完善，多

式联运效率得到了提升；二是针对占有我国现有

有效仓容 80%以上的平房仓，研发应用了横向通

风、机械化入仓及大产量移动式装备等技术，平

房仓进出仓的物流效率得到提升，部分粮食物流

关键技术装备取得突破。大型化、机械化、集装

化装备的应用，大幅提高了粮食中转效率；粮食

中转入仓降碎和防分级关键技术、入仓全密封多

点卸料带式输送机等关键输送装备取得了突破，



第 31 卷 2023 年 第 5 期  产业经济—— 
创刊 30 周年专刊  粮食产业发展和物资储备 

 

 199  

克服了制约粮食中转品质和损耗的难题。 

1.3  粮食物流效率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粮食铁水联运、铁路直达运输并存，

汽车散粮和集装箱散粮运输快速发展，内河船舶

散粮运输比例稳步提高，散粮火车和铁路散粮集

装箱运输入关逐步开展。2011 年到 2020 年的水

路平均流量（不含进口）为 8 450 万 t，铁路粮食

流量 5 年平均为 9 150 万 t，其中铁路跨省流量占

比平均 40%，水路跨省散粮占比平均 25%（含铁

海联运），公路散粮占比平均 8%，总体看原粮散

粮运输占跨省流通量的比例由 2011 年的 33%增

长到 2020 年的 49%，粮食物流效率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北粮南运”重点海运港口及内陆中转设

施的调查和分析，港口年平均中转次数在 6~10

次，新建海港港口的散粮装卸作业能力基本在

2 000 t/h 以上，新建配套铁路接卸作业能力在

500 t/h 以上，汽车散粮接卸能力在 200 t/h 以上。 

2  我国粮食物流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系统化运作尚未形成。缺少以市场为导

向的资源整合和产销衔接，粮食物流运作条块分

割，粮食物流供应链尚未成熟，物流运营管理模

式相对落后，粮食物流系统化、一体化运作水平

亟待提升。二是散粮设施与装备仍需完善。部分

关键节点、粮食物流园区散粮接发设施接发能力

不足，不能适应“四散化”作业需求[1]；多数内

河粮食泊位专业化水平低、作业条件差；散粮火

车主要在东北地区运行，关内尚未规模化运营，

影响跨省散运比例的提高。三是标准化程度低。

粮食物流各环节中转设施、装卸设备、运输工具

标准不匹配、不衔接，交易与信息交换数据等方

面标准不一致，粮食物流标准体系不完善，影响

和制约了粮食物流的效率提升及系统化运作[2]。

四是智能化水平低。智能化手段在粮食物流活动

中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粮食物流信息采集程度低，

共享机制不健全，与公共物流信息衔接不畅通，

粮食物流资源未能实现高效配置。五是粮食物流

成本居高不下。组织化程度不高，多式联运无缝

化衔接水平低，散粮火车维护费用、集装箱运粮

的铁路建设基金、高速公路收费高等加重企业营

运成本。 

3  粮食物流行业最新进展 

3.1  国家层面最新进展 

开辟东北三省—盘锦港—武汉阳逻港—云贵

川铁水联运线路、莆田港—厦门海沧港区—海沧

站—江西饲料企业海铁联运线路、江苏港口—万

州港—四川青白江敞顶箱专列线路、伊犁—成都

火车散粮线路等近 10 条散粮直达专列线路。打通

俄罗斯西伯利亚粮食主产区—内蒙古满洲里、二

连浩特通道，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

片区“中俄粮食数字经济走廊”通道，哈萨克斯

坦—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中亚粮食通道，以及西

安、郑州、兰州、银川等利用粮食保税区和粮食

内陆港等政策支持的中欧班列通道等多条国际通

道。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与 30 个省级交易中心联网

交易，共同组成国家粮食交易平台体系，实现了

统一平台、统一交易、统一结算、联网交易，国

家粮食交易平台探索组建了物流供应链实体，助

力打通“北粮南运”通道。加大先进信息技术的

运用，持续推进粮食仓储物流设施智能化升级，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信息化升级改造覆盖率达到

80%，其中中储粮集团公司已实现了 1 100 余家直

属库和分库信息化全覆盖，江苏、河南、山东、

安徽、青海、宁夏、贵州等省份粮库智能化升级

改造已全部完成。 

3.2  大型集团最新进展 

中粮集团积极实践粮食供应链创新，将上游

收储体系的粮源掌控能力、中游物流体系的高效

运营能力和下游销售体系的市场深耕能力有机结

合起来，通过自建的粮达网平台，汇集行业供需

信息和用户需求，提供集交易、结算、一站式仓

储物流、金融、资讯、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服务，

打造服务于国家宏观粮食调控、符合市场化运行

规律的一体化运营供应链体系。 

中储粮集团借助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快推动中储粮“上

云、用数、赋智”步伐，打造总分（子）公司智

能监管，基层单位敏捷高效、智能化作业的储粮

监管平台，构建智慧化的储粮监管体系，推进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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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精益管理，着力提升粮食收储能力、粮油质量

安全保障能力、粮情监测预警能力，实现绿色科

技储粮的技术创新，优粮优储，节能降耗，全面

提升智慧化运营与管控水平，向着实现“智慧中

储粮”建设目标迈进。中储粮集团成都分公司在

东起万州港、西至泸州港 500 多公里长江沿线区

域，通过黄金水道，积极探索多式联运。重点打

造“港库对接”模式，其中：以江津港、涪陵港

辐射重庆直属企业，以万州港、重庆祥港为节点

辐射川内直属企业。开通万州港南向入川敞顶箱

专列，实现水铁联运，加强与沿江港口合作，实

现港口与川渝直属企业的水汽联运。通过水路、

火车、汽车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实现了

川渝粮食市场一体化。 

北大荒集团在东北垦区建设产地供应库，承

担垦区收获收纳、中央临储、地方储备和集团自

有加工厂原料储备任务；在全国重要物流枢纽布

局建设物流节点库，承担集团粮食外运、中转分

拨、集配集散任务；在大中城市建设城市分销库，

承担集团自有产品或其他农产品在销区城市的临

时存储、统仓统配任务；以北大荒粮食交易市场

为母体，建设以现货为主的仓单式交易中心，创

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和交易方式，构建“三库一中

心”供应体系。 

象屿集团在黑、吉、蒙三省二十个县整合上

游粮食资源，搭建综合化种植服务平台，为农户

提供产业化配套服务。以依安、富锦、嫩江、讷

河、五大连池、北安、绥化七大综合仓储物流中

心为核心节点，辐射周边 40 多个收购网点，形成

网络化物流服务平台。与大连港、北良港、营口

港合作，通过公铁海多式联运，打通“北粮南运”

通道，实现了粮食多品种运作，构建多元化采购

与分销服务平台，形成综合化种植、网络化粮食

仓储、多元化粮食采购和分销的全产业链一体化

服务体系。 

4  我国与国外粮食物流研究比较 

4.1  在粮食供应链研究方面的着眼点不同 

国外注重提高粮农在供应链中的权力地位，

研究提升粮农的市场准入门槛和议价能力[3]，而

国内主要注重通过利益补偿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的研究；国外注重人员素质提升和供应链成员的

协作减排研究，国内更加重视供应链各环节碳排

放的研究；国外主要从粮食供应链效率、可持续

性和食品安全方面进行研究[4]，而国内为提高小

农户的收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主要从农

产品流通体系的整合，加强农产品价值链的管理

等方面研究；国内的关键共性技术缺失使得国内

在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重视应用场景拓展，而国

外是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拓展并重。 

4.2  国外更加注重趋势预测与风险研究 

美国等欧美国家致力于对粮食生产、运输方

式、终端需求、地区政策、国际环境等多个因素

进行趋势预测，尝试将历史数据投影到数学模型

中，以对各种价格指标、物流体量进行精准化预

测[5]。强调风险管理评估，对天气、供需、农民

种植情况、石油价格、运输风险等内容进行研究。

与国外相比，我国粮食物流对发展趋势与市场规

模预测在分析方式与研究程度上还不够深入，大

部分企业对前沿市场的研究与风险规避还处在摸

索阶段，多依靠行业经验进行判断，尚未建立系

统且完善的研究体系，缺乏应用现代科学的新技

术手段与分析工具。 

4.3  国内在低能耗、低碳排放研究方面尚有差距 

发达国家注重对燃料消耗使用、污染物排放、

碳强度控制等因素研究，促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环境可持续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包含

生物多样性、能源使用、温室气体排放、灌溉

用水、土地利用、水土保持等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系 [6]。与国外相比，我国粮食物流在可持续性、

环境友好等理论、技术与设备上研究不够深入，

多集中在物流模式、运输手段等理论研究，在实

际应用与设备创新开发层面研究较少，对设施设

备的研发多集中在体积集约、材料控制、自动化

控制等方面，绿色环保研究等方面尚存距离。 

4.4  国内标准化规范化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 

发达国家与粮食物流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

规范都非常明确，在粮食生产、加工、配送、装

卸、搬运等各个物流环节几乎都有相应的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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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标准进行规范和约束[7]。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对粮食物流标准规范体系研究还不够充分，

现有标准远落后于目前行业发展需求，标准覆盖

面较窄，需要进一步完善散粮接收发放设施配备

标准、粮食集装箱装卸设施配备标准、粮食多式

联运设备配备标准、粮食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标准、

粮食运输服务标准等。 

5  我国粮食物流的发展重点 

5.1  加快完善基于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的粮食物

流设施布局 

东北区域重点以东北港口群、战略装车点为

重要支撑，依托重点线路和优势产区，完善散粮

集并发运设施和公铁水集装单元化装卸设施。优

选战略装车点，着力提升铁路散粮（含集装单元

化）入关外运和集港能力。黄淮海区域重点发展

散粮火车、铁路集装单元化运输，完善铁路接卸

设施，弥补粮食铁路运输短板，进一步推广汽车

散粮运输和鼓励汽车面粉散装运输，适度发展内

河散粮运输，形成多元化运输格局。促进与大型

粮食加工企业的无缝对接，提升承东启西、连南

贯北能力。长江中下游区域重点优化沿长江、沿

运河节点布局，强化粮食集并能力、江海联运发

运能力和海运来粮中转至长江流域的分拨对接能

力，逐步推进内河散粮运输船只的标准化。西南、

西北区域重点沿主要铁路干线打造省会城市和区

域中心城市粮食物流节点，大力提升粮食接卸及

分拨能力。优先发展公路、铁路集装单元化运输，

推动散粮火车的运行。京津区域重点以大型粮食

企业集团及产业集群为基础，以非首都功能的疏

解及结构布局优化为核心，发展公路、铁路集装

单元化运输等多元运输系统，打造区域粮食物流

联盟，强化城市配送功能，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

力[8]。华东沿海区域重点提升粮食海运接卸效率

及对接能力，进一步完善港口接卸疏运系统，提

升临港加工集聚区粮食快速疏运能力。华南沿海

区域重点提升粮食海运接卸效率及对接能力，建

设战略卸车点，提高散粮火车接卸效率；发展水

水、公水联运，完善珠江、西江等内河散粮疏运

系统[9]。 

5.2  大力发展以系统化物流技术为核心的大型

粮食物流节点和园区 

以智能化为引领、系统化运作技术为核心，

大幅提升粮食物流一体化运作、网络化经营、供

应链管理水平[10]，促进粮食物流高效率、低损耗、

低成本运行。依托大型企业集团、重点物流企业

（园区）发展一体化和系统化运作，形成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综合粮食物流企业（园区）

和粮食物流服务品牌。 

5.3  提升多元化粮食物流技术水平 

重点在京哈、京沪、京广通道上，以大型粮

食企业为主体，改造或新建散粮火车接发设施，

形成相对固定的散粮火车运输班列线路。重点在

陇海、京昆通道上，选择省外来粮并向省内各地

区中转的节点，改造或新建散粮集装单元化接卸

设施，实现公铁无缝联运，形成散粮集装单元化

火车运输线路。在长江、运河沿线等码头，改造

或新建一批内河码头散粮接发点，提升内河码头

接发能力和公水或铁水无缝衔接的能力[11]。在重

点沿海港口完善和提升集疏运设施，北方港口着

力提升公铁集港效率，南方港口着力提升公水分

拨能力。 

5.4  优化多式联运衔接和物流管控技术 

支持和引导铁路、公路、港口粮食物流枢纽

向上下游延伸服务链条，强化全程物流服务意识，

积极推进设施设备技术改造和运输组织流程优

化。依托港口、铁路物流节点，配套建设公路集

散分拨中心，补齐粮食收购的“最前一公里”和

用粮企业“最后一公里”，构建适应粮食收储现状

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粮食物流设施布局，结合物

流产业园区建设和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与物

流设施的装备、装卸、信息对接，加强物流管控

平台建设，打造智慧物流。 

5.5  加快现代粮食物流技术装备升级 

进一步加强关键节点的散粮专业接发设施建

设，提升接发能力，发展快速中转仓型，推广应

用集装单元化新技术、专用运输工具和先进散粮

接发设施等物流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12]。进

一步发展高大平房仓高效环保进出仓技术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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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粮食进出仓物流作业粉尘防控及检测技术和

装备、多工位散粮集装箱高效装卸粮技术及装备、

自装自卸机械化小型粮食收购车等粮食物流装

备。发展适应自动化、智能化粮食物流系统建设

的智能物流装备，仓储自动化粮食分类储运装备；

成品粮物流装备、自动化立体库等先进的仓配技

术与成品粮物流的结合、成品粮储运保鲜技术与

装备等。 

5.6  突出智能化技术在物流组织管理的引领作用 

发挥智能化对物流的支撑引领作用，促进粮

食物流与智能化深度融合，利用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5G 等先进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物流企业，

重塑业务类型和管理流程，实现粮食物流各环节

的无缝化衔接。建立全国和区域性粮食物流公共

信息平台，形成物流信息化服务体系。支持大型

粮食企业建设粮食物流信息化服务平台，提高企

业的粮食物流运营水平和组织化程度。 

5.7  制定并推广应用粮食物流标准 

进一步完善粮食物流标准体系，加强物流信

息标准化建设，统一物流信息格式内容，建立信

息交换机制[13]。加大推广物流设施的标准化建设，

增强公路、铁路、海运等领域粮食物流各环节的

设施、设备、运输工具标准匹配程度，增加粮食

物流领域通用运输装备设备的应用范围，大力促进

铁路、公路、水运标准化无缝衔接，促进多式联运

及共同配送等现代标准物流运作方式的加快发展。 

6  主要措施建议 

6.1  加快建立“北粮南运”、产销对接长效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部际联席会

商长效机制和产销区省际协调会商机制，明确职

责，形成合力，协调解决粮食物流发展中出现的

重大问题。创新粮食物流管理机制，推进区域内

或跨区域、跨行业的粮食物流战略联盟的构建，

以现代生产组织方式提高粮食物流运营水平，发

展供应链新型物流组织模式，引导规模物流、优

化分散物流、打造快速物流。 

6.2  推进粮食物流管理技术的应用 

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提高粮食物流业的效益，整合物流资源，加强统

筹规划与协调。开展针对大型粮食企业内物流业

务整合的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实例研讨、系统

设计和模拟运行，加快集团物流业务一体化示范，

带动和提升区域一体化运作水平。积极发展第四

方物流，补齐物联网大数据环境下供应链系统决

策的技术应用短板，提高粮食物流的科技含量，

提升粮食物流管理水平。 

6.3  完善粮食物流发展配套政策 

加大中央投入力度，落实地方财政配套支持，

特别是加大对重点通道、关键节点、重点工程、

薄弱环节、边远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通过争取

专项资金支持，鼓励粮食物流技术创新和示范，

推动粮食物流装备企业提升技术实力。鼓励发展

散粮火车和集装单元化运输，支持散粮火车入关

运行，争取增加散粮火车入关和散粮船舶使用补

贴。加强散粮火车统筹运营，提高散粮火车使用

效率。积极争取粮食物流业发展的用地支持政策，

支持企业整合存量土地资源建设物流设施。积极

探索财政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粮食物流业的新机

制，形成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 

6.4  加快粮食物流人才培养 

着力完善粮食物流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支持

有关院校增设粮食物流相关课程。以提高实践能

力为重点，探索形成院校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

行业协会和企业联合培养粮食物流人才的新模

式。完善粮食物流业在职人员培训机制，加强粮

食物流业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积极开展职

业培训。建立健全粮食物流业人才激励和评价机

制，加强粮食物流业人才引进，吸引国内外优秀

人才参与粮食物流经营和管理。 

7  结论 

粮食物流的发展对于支撑粮食行业高质量发

展，在更高层次上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有重要的作

用。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粮食物流的现状、分析目

前存在的系统化运作尚未形成、散粮设施与装备

仍需完善、标准化程度低、智能化水平低、粮食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等突出问题，提出未来一段时

间的发展重点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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