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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安全关乎国运民生，然而当前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严峻，维护粮食安全必须坚持开源与

节流并重。在全产业链视角下，剖析了江苏省粮食产业存在着由于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加、绿色储粮

标准化和物流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粮食过度加工、节粮意识淡化等原因导致的粮食损失与浪费问题，

探讨了生产源头、仓储物流、加工利用、宣传教育等各环节节粮减损的具体实施路径，提出加强标准

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引领、强化应急管理、凝聚实施合力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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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ecurity is crucial to the nation's well-being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s. However, the 

current issues of grain loss and waste are severe, and safeguarding food security requires a balanced 

approach to both increasing supply and reducing waste. From a whole-industry-chain perspective, this 

analysis examined the grain industry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identified causes of grain loss and waste 

such as the increase in natural disasters and pest infestation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reen grain storag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logistics, excessive grain processing, and a we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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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of conservation. The discussion explore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reducing grain 

loss at each stage such as production source, storage and logistics,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dri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hanc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consolidating implementation efforts. 

Key words: whole industry chain; grain saving; loss reduc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1]。当前我国粮食

生产实现连续 19 年丰收，但对粮食的刚性需求持

续增长，粮食总量处于紧平衡状态。受国际形势

影响和资源环境约束，粮食稳定供给和连续增产

任务艰巨，稳产保供的基础还不牢固。粮食产业

各环节都存在粮食损失和浪费，我国水稻、小麦、

玉米的浪费损失率为 20.02%[2]，维护粮食安全必

须从全产业链视角下推进开源节流。近年来，党

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工作。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

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等系列政策法规，加大了

节粮减损行动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粮食损失浪

费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3]。 

当前江苏省粮食总产量稳步提升，粮食供给

处于总量平衡、口粮自给、调出有余的状态。然

而粮食产量在高位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与此同

时，粮食产业各环节都存在严重的粮食损失和浪

费。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开源”也要

“节流”。2023 年江苏省粮食总产量 3 797.7 万 t，

若能采取措施节约 1%，相当于粮食增产 38.0 万 t。

若按人均口粮 440 kg/年计算，可解决 86.3 万人全

年的口粮。据本研究推算，产出 1 t 粮食约需要

0.13 hm2 左右的耕地，节约 38.0 万 t 粮食相当于

节约 5 万 hm2 耕地，同时能降低粮食生产相关的

资源要素投入。地处东部沿海地区，肩负着粮食

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流通枢纽的三重角色。

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江苏省有必要先行一步，更

有条件、有责任探索全产业链节粮减损的发展路

径，这对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有效供

给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推进节粮

减损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1  全产业链视角下推进节粮减损的逻辑分析 

“开源节流”是符合经济学原理中的重要发

展策略 [4]。在粮食安全领域，“开源”是指粮食

增产增效，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

焦点；“节流”是指节粮减损，在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背景下虽然也得到了较多关注，但还未达

到应有的重视程度。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

来看，虽然我国粮食储备丰富、供应充足，也

要时刻防范粮食安全风险，坚持稳中求进、底

线思维等工作方法和思想。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不仅要“开源”也要“节流”，节粮减损是保

障“大国粮安”的重要举措，具有迫切性、前

瞻性、实践性。  

粮食损失不仅存在于粮食产业某个环节，而

是贯穿于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环环相扣、相互

影响。粮食损失主要包括 4 个方面：生产环节中

从播种到收获完成期间产生的粮食损失；储运环

节中粮食储存和运输期间的粮食损失；加工环节

中由原粮加工转化为成品粮产生粮食损失；消费

环节中在外就餐和家庭就餐的粮食浪费等。节粮

减损也不仅是粮食产业本身的工作，加工业的加

工装备和技工技术水平、物流运输业的交通路网

建设和转运设施建设、餐饮消费行业的消费理念

和消费习惯等都影响着节粮减损的有效实施。因

此，节粮减损工作具有复杂性。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在全产业链视角

下开展节粮减损研究，分析粮食在生产、储运、

销售、消费等环节损耗或浪费的现实情况，剖析

粮食损失问题产生的原因，继而针对性地提出适

合江苏省粮食产业各环节节粮减损的实施路径，

最终提出江苏省推进节粮减损需要支持保障的对

策建议，旨在缓解当前相对稳定的粮食产量和持

续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提高粮食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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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精准找出粮食损耗问题，是本研究坚持问题

导向的重要基础；节粮减损路径研究，是针对发

现问题提出的有效解决措施，是本研究的关键点；

节粮减损对策建议研究，从标准制定、科技引领、

应急管理等方面提出节粮减损政策支持保障建

议，是本研究的落脚点。三方面研究工作有机联

系，缺一不可（图 1）。 
 

 
 

图 1  逻辑框架 

Fig.1  Logical framework 
 

2  江苏省粮食全产业链损失浪费的现实

困境 

2.1  生产环节 

2.1.1  粮食产量稳步提升，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导

致的粮食损失仍很严重 

江苏省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533.3 万 hm2

以上，粮食单产水平呈上升趋势，粮食总产量总

体稳定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

农业气象灾害愈演愈烈[5]，气象条件剧烈波动情

况下抢收粮食会存在成熟度不足或粮食过熟情

况，导致籽粒破碎多或脱落，从而造成粮食品质

较差。粮食作物严重倒伏情况下普通收割机难以

收割，人工收获成本会大幅提高，有些农户则会

弃收。此外，农作物病虫害有重发、多发趋势，

导致较严重的粮食减产。 

2.1.2  农业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但收获损失

仍然较重 

近年来，江苏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建成高标准农田 267 万 hm2 以上，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 82%，小麦机收率稳定在 99.8%以

上，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 90%以上，实现了从人

收向机收的转变。但是粮食机收损失仍然较高，

主要原因是机械设备没有及时更新升级或收割、

脱粒和装卸设备不配套，在秸秆还田、整地、播

种、育秧、栽插、肥水药管理、收获及烘干等方

面缺乏高效协同的全程机械化配套模式，造成机

械作业时粮食损失较大。同时还存在农机手操作

不规范、农机手追求作业速度导致收割不够精细

等原因产生的粮食损失。 

2.2  储运环节 

2.2.1  粮食收储企业成为仓储主体，但绿色优储

能力有待提高 

江苏省粮食仓储呈多元化，储存主体有中储

粮、收储企业和农民等。随着市场化发展，农户

储粮行为已大大减少，粮食收储企业成为粮食仓

储主体。据抽样调查，我国农户储备粮食的损失

率 8%左右[6]，主要损失原因有鼠害、虫害和霉变

等。当前江苏省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量全国第

一，现代型仓储设施覆盖率超过 83%，但粮食储

备信息化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粮食仓储的智能管

理水平有待提高，绿色储粮标准体系尚未形成，

绿色优储技术尚未全面推广应用。 

2.2.2  粮食运输量居全国前列，但运输效率效能

还须进一步提升 

江苏省水稻、小麦口粮的自给率在 100%以上，

省内外粮食购销量约占全国进口量的五分之一，是

国际上粮食流入我国的重要渠道之一[2]。当前江苏

省粮食流通调运中进口、跨省粮食运输以水运、水

铁联运为主，在省内以公路运输为主，2020 年江苏

省粮食物流“四散化”占比达到 92%。虽然在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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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节点开通了散粮运输通道，但江苏省公路粮食

运输仍以包粮运输为主，粮食物流“四散化”发展

并不平衡[7]。同时跨区域资源尚未有机整合，粮食

物流节点缺乏有效衔接，粮食物流网络智慧化管理

体系还不完善，粮食物流效率低制约着粮食跨区域

间的有序流动，导致粮食转损耗加重。 

2.3  加工环节 

粮食产品需求多样化，但过度加工和包装导

致浪费严重。江苏省粮食消费一直以口粮为主、饲

料为辅，但江苏省消费能力强，对食品消费的需求

高，长期以来很多消费者追求高端化、个性化和多

样化的产品。为适应消费者对高端食品消费的需

求，江苏省粮食精细化加工发展迅速。当前江苏

省入统大米加工企业 656 家，年加工量 835 万 t，

除大米加工外，粮食精深加工以及副产品综合利

用加工企业众多，参与链条加工企业近 1 500 家，

全链条加工产值超过 1 300 亿元。据本研究调查，

江苏省粮食加工企业为了追求粮食产品等级从而

获得较高售价，不断提升加工精度，对大米进行

多次抛光，剩下碎米只能用作饲料，造成了较大

损失。这不仅降低了成品粮的出品率，还损失了

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如果出台

粮食加工标准，支持引导适度加工生产技术提高

出米率，可以提高大米实际供应量。 

2.4  消费环节 

与人们物质水平日益提高相背离的是，传统

的勤俭节约美德在日趋淡化。江苏省地区消费水

平高，大型聚餐往往因为讲究排场而过量点餐，

聚餐之后又很少打包，产生了严重浪费。据调查，

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上的食物浪费量在 1 700~ 

1 800 万 t，相当于全国粮食产量的 3%[8]，其中大

型聚会食物浪费量达 38%。在江苏省开展的问卷

调查显示，约六成受访者认为当前餐饮浪费严重，

餐饮浪费的重灾区在接待宴请、单位聚会、亲友

聚餐等，只有 34%的受访者在吃饭时没有或很少

有剩饭。由于江苏省中小学生食堂多为集中供餐，

饭菜口味不能满足所有同学需求，对节约粮食的

认知也不足，校园餐饮浪费问题也很严重。江苏

省家庭粮食浪费也在增多，居民家庭中经常存在因

购买食物过多导致存放过期或一次烹饪太多食物

吃不完而造成浪费。很多外卖商家有起送额要求或

满减等促销，导致消费者购买了更多食品，由此产

生的浪费问题日益严重。农村地区农民粮食浪费的

问题也日益增多，农户每天粮食浪费比例为 5.2%，

其中主食浪费最大，约占食物总浪费量的 50%。 

3  江苏省全产业链节粮减损的实施路径 

3.1  加强粮食生产源头控制，降低收获损失 

3.1.1  应用精细化栽培技术 

完善天空地一体的智能化病虫害监测网络，

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害综合损失率。加强统防统治、

推进生物防治和其他绿色防治，减少田间地头的

损耗。加强农户田间生产技术培训，推广田间管

理的关键技术。科学减少农业生产用种，推广节

水灌溉技术，实现适时适量的“精细灌溉”。 

3.1.2  推广高性能的机械设备 

改进农业物质装备技术性能、更新农机产品，

推广使用高性能、高可靠性的收割机，通过产品

技术更新降低粮食损失。实行差异化精准补贴，

引导使用粮损少的农机。加强农机农技的融合与

集成配套，提高机手的收获技能和作业能力，降

低农机手因操作不当造成粮食收获损失。开展农

机装备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推进粮食生产全程

全面机械化[9]。 

3.2  提升粮食仓储、物流能力，降低储运损失 

3.2.1  提高仓储设施现代化水平 

完善粮食储存制度，加强入库、储存、出库

环节质量管控，确保粮食及时轮新周转，改善仓

储设施实现节约减损。持续推进“优粮优储”，

支持粮食仓储企业升级老旧储存设施和仓库，加快

推进仓储设施现代化，提高用仓质量和效能。强化

储粮关键技术应用措施，开展现代粮仓绿色储粮技

术示范，推广绿色低温仓储设施和技术。推进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智慧粮库”建设，通过智能粮情监

测系统强化粮仓管理，促进制氮机房气调储粮和控

温储粮有效结合，实现绿色储粮的目标。 

3.2.2  畅通粮食物流通道 

加快粮食运输主要通道、重点线路和节点能

力建设，完善粮食物流节点网络体系。强化粮食

物流枢纽集疏运和集聚辐射能力，引导分散资源

集聚发展，提高区域整体物流效率。大力发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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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四散”运输，加快推广新型专用运输工具和

粮食集装运输装备及配套装卸设备。整合优化存

量设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广集装单元化和

散粮装卸新技术[2]，促进粮食仓库、运输工具和

中转设施之间有效衔接。统筹物流与配送资源，

健全农村物流体系，打造无盲点、全覆盖的三级

物流配送网络，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粮食物

流数字化发展，加快粮食物流网络向智慧化、系

统化、专业化发展，实现多层级物流网络线路优

化和信息共享。 

3.3  加快粮食加工转型升级，加强粮食综合利用 

3.3.1  加快粮食加工设备技术升级改造 

推进加工技术装备向智能化、清洁化方向发

展，通过精细配比提高小麦出粉率，推广低温碾

米设备，应用柔性大米技术设备。加快适度加工

关键技术装备研发，提高粮食产品品质，示范推

广全产业链精准营养适度加工技术模式。集成组

装粮食加工工艺及配套装备，促进节粮减损科技

成果转化与应用，不仅可以解决粮油过度加工导

致的营养素流失、蛋白质功能损伤等问题，还可

以提高产品出品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

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创新饲料精准配方技术与

工艺，发展多元化饲料配方，避免人畜争粮。 

3.3.2  提高粮食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 

加快突破粮食加工副产物高值化利用的技术

难题，提升功能物质提取水平，综合利用碎米、米

糠、稻壳、麦麸、胚芽等粮食加工副产物，提高粮

食综合利用水平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全谷物产业，

相比碾磨加工，全谷物加工可以明显提高糙米和小

麦的出品率，还能更好地保留谷物中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活性物质等。有效缓解粮食

安全压力，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优化加

工装备，提升口感改善和营养保持等全谷物加工关

键技术，加强全谷物标准体系和产品体系建设。 

3.4  加强节粮减损的宣传教育，引导科学消费 

3.4.1  减少餐饮行业食物浪费 

鼓励餐饮经营者明确标注餐品的规格、风味、

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理

性消费。加强规范约束，遏制餐饮行业的食物浪

费行为。开展合理膳食行动，培养节约习惯专项

行动。严格落实单位食堂食品浪费管理责任，强

化公务活动用餐节约管理。建立健全学校用餐行

为规范，强化广大师生爱惜粮食的意识。加强餐

饮业食品动态管理，常态化推进光盘行动。 

3.4.2  加强科学膳食知识宣传 

向社会宣传健康的生活理念，科普科学的膳

食结构，引导居民按需购买，小分量、多样化用

餐。支持中央厨房等现代化食物供应链发展，为

更多家庭提供合理配餐[10]。通过各种广播电视、

网络视频等媒体平台向公众宣传珍惜粮食，杜绝

浪费，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减少粮食浪费。严厉

打击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行

为，提升公众的健康意识，推动健康消费。 

4  江苏省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节粮减损的实施依据 

针对粮食全产业链存在农机操作、运输、加

工等环节标准化程度不高导致粮食损失问题，建

议完善节粮减损的国家和地方标准。支持各类社

会主体广泛参与节粮减损标准制定，鼓励企业制

定企业标准，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4]。建立健

全粮食产业各环节标准体系，加快制定种子质量、

种植技术、采收技术等生产标准；强化粮食适度

加工标准体系建设，突出感官、产出等指标，完

善粮食加工产品标准；健全粮食收储制度，加快

储存设施和储存技术的标准制定，提升绿色智能

储粮技术，推进绿色储粮标准化试点，促进粮食

推陈出新；完善包装要求、运输规范等粮食运输

标准。完善餐饮加工、储藏和制止餐饮浪费等标

准修订。在粮食安全领域制定强制性标准，在粮

食加工方面制定推荐性标准。加强节粮减损标准

宣传、实施和监督。强化依法管粮，明确各级政

府和经营主体、消费者在节粮减损中的责任。完

善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工作体制，发挥协调机

制作用，建立节粮减损的长效机制。 

4.2  加快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增强节粮减损的

科技支撑 

充分发挥江苏省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资

源优势，提升农业科技创新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节粮减损中的作用。积极开展农业种质资源创新

和良种联合攻关。加强高抗、高产、优质、低损



第 32 卷 2024 年 第 5 期  产业经济 

 

 231  

和宜机化品种培育集成示范。加大先进适用精量

播种机等研发力度，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

及种肥同播等关键技术，节约用种数量。针对粮

食收获损失问题，推广收割、脱粒和装运一体化

多功能配套装备，加强对倒伏等特殊形态粮食作

物机械化收割机研发，解决粮食作物收获机械的

技术难题。针对粮食储运设施装备问题，加快机

械设备更新和换代，将收获运输等机械损失率作

为标准化强制指标加以规范和约束。针对粮食加

工损失问题，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加快粮食加工

设备技术升级改造，示范推广全产业链精准营养

适度加工技术模式，加强粮食综合利用。 

4.3  强化全产业链应急管理，增强节粮减损的实

施保障 

当前，自然灾害和病虫害仍是导致粮食损失

的重要因素之一，实现节粮减损亟需加强应急管

理。完善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和防控体系，强化

实时调度，加强绿色防控与专业化统防统治相融

合，提高应急防控和扑灭能力。优先应用绿色防

控措施，强化高效低风险农药预防和应急防治。

加强农业遥感等技术应用，提高病虫害防治精准

化水平。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监测能力和农业灾害

性天气预报预警与评估，强化农业气象跟踪和技

术咨询服务。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提升气象测

报效率。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天气发生后造成的粮

食收获损失的应急预案，配备异常天气下的收获

机械，提升应急抢种抢收装备和应急服务供给能

力。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基础能力建设，开展人工

增雨作业缓解旱情，加快涝区的排涝建设和抗旱

水源调度系统建设，提高防洪抗旱能力，全面提

高灾害防御应对水平。 

4.4  凝聚各方主体实施合力，系统化推进节粮减损 

针对粮食损失浪费环节多、涉及主体多的问

题，建议贯通粮食全链条上下游各环节，借助政

府部门、粮食企业、科研院所、农户、消费者等

各方利益主体的共同推动，系统化地实现节粮减

损。农业、工业、气象、交通、科技、宣传等政府

部门要齐抓共管、相互协作，对节粮减损工作提供

政策引导和资金保障。科研院所和农技推广部门要

加大节粮减损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艺等研发推

广，提升节粮减损的技术支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要勇于担任“链主”，组织带动各类经营主体，

为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提供粮食产后服务，减

少农户产后损失。种粮主体要科学种粮、科学储粮，

发挥节粮减损的主体作用。社区、学校、企业要开

展爱粮节粮宣传教育，引领带动全社会形成勤俭节

约、爱粮惜粮、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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