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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逻辑”下的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 
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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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粮食产业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  要：粮食产业是夯实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何推进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

系是“中国元素”和“现代化目标”双重逻辑下的产物，构建了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评价指

标，运用熵权系数法对其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了产销区域差异。结

果表明，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较强，而粮食产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产后环节的配套设施建设、

产业协同与融合、科研投入强度等是制约粮食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推动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发

展在提高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同时，更要完善粮食产业结构助推粮食行业转型升级，提升粮食产

业可持续能力增加粮食产业效益，激发粮食产业主体活力，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和产销区有效衔接，

缩小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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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 Grain Industry Under “Du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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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he grain industry is the foundation for ensuring the food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 grain industry 

is significant to achieve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Chinese-style modern grain 

industry is the product of “Chinese elements” and “modern objectives”,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Chinese style modern grain industry system, and used the entropy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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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grain industry. It also use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Theil index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grain security 

guarantee ability was stro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industry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in the post-production process, industrial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ns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vestment were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 grain industry not only improve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ut also optimiz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ssis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grain industry. This could help sustain and increase gr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It also energized key players 

in the grain industry to promote coordinated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effective linkag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sales regions, which could narrow regional disparitie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rain industr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ntropy weight coefficient 

method; regional differences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

国情的中国特色”，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粮食是重要的战略商品，粮

食产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在当前全球

政治、经济环境越发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粮

食产业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中国式现

代化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领域的系统变化

的概括与凝练，为粮食产业提出了发展要求。由

此，要真正发挥粮食产业的引擎作用，就务必探

究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中国要义，对当前

的粮食产业发展水平有一个清晰认识，并基于此

提出客观的发展路径。 

目前的很多学者构建了粮食产业评价指标。

根据新发展理念，叶林祥和左秀平[1]从供给、创

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六个维度，祁迪等[2]

从安全保障、结构效益、科技创新、绿色生态、

包容共享五个维度，王瑞峰等[3]基于价值链分析

从规模、效率、效益，薛贺香[4]从粮食产业综合

实力、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社会保

障五个方面，梁伟森和方伟[5]选取粮食安全、生

产效率、绿色发展和科技支撑，罗光强和宋新宇[6]

从微观主体行为、中观产业行为、区域总体行为

方面，国甜甜和王慧[7]选取市场发展水平、生产

要素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

度，构建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这些研究主要体现的是粮食产业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尚未总结我国粮食产业的“中国式”特征，

并基于此构建粮食产业发展指标。在研究方法上，

主要采用主观赋权法[2]、专家打分法[8]、熵权系数

法[9]、标准差修正 G1 方法[10]，并采用聚类分析

方法[11]、均值聚类[12]、空间自相关分析[13]、变异

系数和泰尔指数 [14]进行了区域分类和差异。因

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粮食产业定

位设计一套中国式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采用熵权系数法对 31 个省份的粮食产业发

展水平进行了测评，并采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

分析了产销区域的异质性，基于发展水平与区域

差异提出对策建议。 

1  “双重逻辑”下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

系评价体系的构建 

1.1  “双重逻辑”下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内

涵特征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包含着“中国元素”

和“现代化目标”双重逻辑，既反映了现代化的

一般规律，又蕴含了发展中的新元素。 

1.1.1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中国元素” 

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符合

人民利益的现代化。应充分认识我国国情，为中

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建设夯实基底。一是超大

人口规模国情。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我国人口呈现规模大、分布不平衡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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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基于此保障中国人民的粮食安全。二是大

国小农农情。我国耕地资源紧张，人均耕地规模

小，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

面，也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三

是北粮南运格局。随着东北三省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不断提升，和东南沿海粮食产业比较优势减弱，

我国形成了“北粮南运”的粮食运销格局[15]，促

进粮食区域供求平衡成为我国粮食产业不容忽视

的元素。四是大国粮仓重器。作为超大经济规模

体，我国高度重视粮食储备工作，为保供稳价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粮食

供需信号间的有效传递[16]，对粮食产业现代化的

推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2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目标” 

一是绿色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

要求粮食产业发展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难题，向绿

色化、低碳化转变[1]。二是人民健康营养追求的

“现代化目标”。城乡居民人均原粮消费量下降，

肉蛋奶、菜果鱼等副食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居民

的膳食消费已从“吃饱肚子”向“吃得健康”转

变，现阶段粮食安全是在保障口粮安全、能量安

全基础之上保障营养素供给安全。 

1.1.3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要在“中国元素”

约束下实现“现代化目标”。一是提高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

件大事，其中安全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

全屏障。基于超大人口规模的现实国情，就要立

足国内解决好吃饭问题，做到粮食数量安全。满

足人民健康营养的追求，就需要在保障粮食数量

安全的基础上，重视粮食质量安全。近年疫情、

自然灾害等突发重大应急事件频繁发生，要健全

粮食应急保障体系，保障应急事件下粮油产品供

应不脱销不断档。二是实现粮食产业设施现代化。

基于大国小农农情，需要政府发力完善粮食生产

设施建设，以及建设粮食产后服务设施。另外，

应绿色可持续发展要求，要加快粮食绿色仓储设

施建设。最后，鉴于我国“北粮南运”的粮食运

销格局，要大力发展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

粮食产业提质增效。三是实现粮食产业结构现代

化。基于当前大国小农农情、绿色可持续发展要

求、人民健康营养的追求，需要仓储、物流、质

检等各个环节与粮食产业融合和协同，才能促进

粮食产业发展。四是实现粮食产业主体活力强。

为发挥市场在粮食价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粮

食产业亟需通过扩大粮食产业主体规模和数量增

强产业主体活力，形成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实现

粮食产业体系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评价体系的指标

构建 

基于双重逻辑下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建

设的战略导向，从安全保障能力、产业设施现代

化、产业结构现代化以及产业主体活力四个维度

构建了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详见表 1）。 

1.3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评价方法 

1.3.1  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 31 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以

2021 年为研究时间，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粮

食统计资料》，以及调查问卷收集相关指标数据。 

1.3.2  研究方法 

1.3.2.1  熵权系数法  熵权系数法是一种客观赋

值法，可以根据客观信息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开展多指标综合评价。本文将采用熵权系数法分

析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权

重，并采用加权函数得到各省份的发展指数。 

1.3.2.2  变异系数和泰尔系数研究方法  变异系

数和泰尔指数是衡量区域某一要素差异的常用指

标，其值越大，说明地区间差距越大。为考察我

国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不同评价指标的

区域差异，采用变异系数以及泰尔系数进行测度

分析。基于 2004 年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对省

份进行分类，主产区为黑龙江、河南、山东、四

川、江苏、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内

蒙古、江西、辽宁 13 个省份/自治区，产销平衡

区为山西、宁夏、青海、甘肃、西藏、云南、贵

州、重庆、广西、陕西和新疆 11 个省份/自治区/

直辖市，主销区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

建、广东和海南 7 个省份/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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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评价指标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Chinese-style modern grain industry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及权重 

粮食产量（2.06）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18） 产前安全保障能力（4.91）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0.67） 

标准仓容（2.30） 

产粮县（5 万 t）以上的检验监测机构覆盖率（0.67） 

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县的检验监测机构覆盖率（0.72） 

产粮大县产后服务中心覆盖率（0.96） 

产后安全保障能力（5.64） 

产粮县（20 万 t）以上的产后服务中心覆盖率（1.00） 

人均粮食产量（2.08） 

人均标准仓容（2.93） 

供给安全有保障（17.49） 

应急安全保障能力（6.94） 

人均应急加工企业产能（1.93） 

有效灌溉面积（1.89） 

单位播种面积的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0.30） 产前生产设施（5.09） 

优质粮食种植面积（2.91） 

烘干设施（4.04） 

烘干能力（6.70） 产后服务设施（14.21） 

实施粮仓分类分级管理和使用的比例（3.47） 

绿色储粮技术应用的比例（2.42） 

应用环流熏蒸技术仓容（2.59） 

应用粮情测控系统仓容（3.97） 

应用机械通风仓容（3.77） 

实现气调储粮仓容（3.46） 

产业设施现代化（37.26） 

绿色仓储设施（17.97） 

实现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1.76） 

加工链条长度（1.13） 

加工层次（1.81） 产业链延伸情况（3.98） 

向营养健康、精深加工方向延伸（1.05） 

仓储物流、质检、科研等配套服务功能（2.32） 

园区建设对粮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0.76） 

粮食物流（通道）枢纽和节点建设情况（8.54） 
产业协同情况（17.08） 

科研经费（5.46） 

与旅游、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程度（0.53）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情况（1.13） 

产业结构现代化（25.04） 

产业融合情况（3.97） 

产业集聚效果（2.32） 

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2.03） 

粮食产业企业数量（2.22） 

产后服务中心数量（3.59） 

产后服务点数量（3.79） 

市级检验监测机构数量（0.95） 

产业主体数量（14.89） 

县级检验监测机构数量（2.31） 

粮食产业工业总产值（2.17） 

产业主体活力（20.21） 

产业主体规模（5.32） 
成品粮加工生产能力（3.15） 

 

2  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建设评价结果

与分析 

2.1  评价指标权重结果分析 

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得出各

指标的熵权值（详见表 1）。 

基于一级指标系数，可发现：第一，我国粮

食安全保障能力较强。相较于粮食产业发展相关

指标，我国安全保障能力三级指标平均权重仅为

1.59%，这表明安全保障能力对中国式现代粮食产

业体系建设的贡献相对较小，也侧面表明我国各

省份间粮食安全保障波动小，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较强。第二，我国粮食产业发展水平亟待提升。

相较于安全保障能力指标，我国粮食产业设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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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粮食产业结构现代化、产业主体活力三级

指标平均权重均大于 2%，这表明其对粮食产业体

系建设的贡献相对较大。粮食产业发展越来越成

为影响粮食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这与当前

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相一致。 

基于二级指标系数，分析可发现：第一，针

对安全保障能力指标，应急安全保障指标权重高

于产前和产后安全保障指标。我国一直把粮食安

全放在国家政治议程的优先位置，粮食生产产量

连年增长，粮食数量安全保障能力得以提升。在

新形势下，在不断夯实粮食生产能力之外，应注

重加强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第二，针对产业设施

现代化指标，产后服务设施、绿色仓储设施权重

高于产前生产设施权重，说明仓储、烘干等产后

环节的贡献比更大，应重视产后环节的设施建设。 

第三，针对产业结构现代化指标，粮食产业协同、

产业融合的权重高于产业链延伸，侧面说明粮食

产业融合、产业协同程度不高，易造成粮食产业

陷入同态化竞争之中，因此亟须实现产业集群效

应，以及与科研、物流、服务、技术、文化等要

素的融合。第四，针对产业主体活力指标，粮食

产业服务主体和产业主体规模的权重值差异较

小，说明提高产业主体活力不仅要关注产业主体

的数量，也要关注产业主体的规模发展。 

2.2  评价指标综合得分 

通过加权计算得出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

评价指标得分和各一级指标得分结果（见图 1）。 

第一，从各个得分看，无论是综合得分还是

各个一级指标得分，主产区省份的得分明显高于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这表明主产区发挥耕地等

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基础设施更加先进、产业结

构更加完善和主体活力更强。而主销区和产销平

衡区粮食产业活力不足、结构不完整。 

 

 
 

图 1  评价指标得分 

Fig.1  Evaluation of index score 

 

第二，从综合得分看，黑龙江省、湖北省、

河南省等表现出较大领先优势。黑龙江省安全保

障能力和产业设施现代化得分较高。产销平衡区

中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的综合得分较少，西藏安

全保障能力和产业设施现代化得分较低，云南产

业结构得分较低。主销区中上海市和海南省的综

合得分较少。 

第三，从各省份的产业发展状况来看，大多

省份在产业设施、产业结构、产业主体方面不具

有三维一致性。河南、辽宁、山东、吉林在三个

指标上都有较高发展水平。青海、浙江、海南等 

在三个指标上发展水平较低。每个省份应该在薄

弱环节发力，助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2.3  评价指标区域差异分析 

运用变异系数对中国式现代粮食产业发展状

况的空间差异进行定量测度和比较分析（见图 2）。

从指标类型来看，安全保障现代化的区域差异最

小，表明各省份重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其中主

销区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差异化较大，应加强主

销区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产业主体活力的区域

差异总体来看要高于其他指标，主销区差异最高。

粮食产业设施现代化呈现由主产区、产销平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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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变异系数 

Fig.2  Variable coefficient 
 

主销区产业设施差异依次变大的态势。主销区各个

指标的变异系数都较大，说明主销区省份间粮食产

业发展状况差异显著，应重点推进。主产区各个指

标的变异系数都较小，说明差异较小，应整体推进。 

采用泰尔指数对产销区域差异来源进行分

析。从泰尔指数组间组内贡献率看（见图 3），粮

食产业发展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而非区

域内部省份之间的差异。安全保障现代化主要源

于区域间差异，应根据产销区特点制定相应的政

策。粮食结构现代化主要源于区域内差异，且区

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相差 64.5 个百分点，这表明同

一区域内省份间粮食产业结构差异不容忽视，可

在各区域内发展较好的省份挖掘典型经验。粮食

产业设施现代化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相近。 
 

 
 

图 3  泰尔指数组间组内贡献率 

Fig.3  The inter-group and intra-group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il index 
 

3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就更好地推动中国

式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靶向发力，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提高供给保障能力，使粮食安全“稳起来”。

除了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还应关注粮食检验监测

机构和产后服务中心建设，以及提高粮食应急安

全保障能力。二是完善产业结构，使粮食产业链

条“强起来”。大力推进粮食产业协同、产业融合

发展，发挥仓储、加工、物流、质检、科研、电

子商务等对粮食产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功能，重视

粮食物流枢纽、节点建设。三是提升可持续能力， 

使粮食流通“绿起来”。加大仓储、烘干等产后设

施的建设力度，推动绿色仓储设施建设和技术的

应用。四是激发主体活力，使一二三产“融起来”。

因地制宜地提供政策支持，培育一批粮食领军企

业，带动中小企业抱团发展，培育大型粮食龙头

企业、产业联合体、产业园区，促进产业生态良

性循环产生。 

其次，分类施策，缩小粮食产销区发展差异。

我国粮食产销区间发展差异较大，一是促进产、

销区的有效衔接。搭建产销衔接平台，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加快推动产销合作从产需调运

向产业链合作转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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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促进农民增收。二是

分类施策，提高政策针对性、精准性。在粮食销

区要注重提升粮食应急安全保障能力，分批次改善

粮食产业设施，缩小区域内差距，培育大型粮食产

业主体，增强产业韧性。三是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

用。在粮食产区和销区分别挖掘产业协同和产业融

合的典型案例，提炼区域特色提高案例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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