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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农业新质生

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但是，我国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过程中，仍面临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耕地面积缩减严重、农业领域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种粮比较效益低下、农业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等诸多现实制约。因此，亟需从“外部

突破”与“内部发力”两个维度探索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推进路径，以期能够使我国在农

业领域实现从“大国小农”向“大国强农”的阶段性跨越，从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助力农业

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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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orces to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level secur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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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China is still faces many practical constraints, such as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serve re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rea, the control of core 

technologies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low comparative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insufficient supply 

of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ersonnel.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external breakthrough" and "internal power," in order to help 

the country transi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from "a large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of smallholders" 

to "a large country with strong agriculture"—simultaneously fostering agricultural strength 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nternal logic; advance path 

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2024 年中央一号

文件对“三农”工作做出具体安排，要求全力抓

好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强化农

业科技支撑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但是，近

年来我国粮食增长速度呈放缓趋势，说明传统依

赖土地面积扩张及大量资源投入的农业发展模式

遭遇瓶颈，亟需寻找农业发展新动能，从而为实

现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目标提供强大支

撑。在此背景下，如何确保稳定和高效的粮食生

产显得尤为重要，这成为各级政府、学术界与社

会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

键所在。 

从本源上而言，农业发展的提质增效依赖于

生产力的创新发展。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

重要概念[1]。与此同时，加快发展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途径，而农业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也是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的重要体

现[2]。而且，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使我国粮食生产

真正实现“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的良性循

环，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可以使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与农业生产有效结合，从而实现耕、种、

管、收等粮食生产全过程的无人化、精准化与智

能化作业，通过技术手段有效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二，新质生产力还将有

助于推广智能化农业生产种植技术，使粮食种植

者可以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所

需的温度、水分及光照等外部环境参数，并借助

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施肥、智慧灌溉及病虫害智

能防治，最终有效提高粮食作物的品质与产量。 

鉴于此，文章在梳理目前学界研究成果基础

上，从战略逻辑、技术逻辑、社会逻辑与内生逻

辑四个层面分析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内在逻辑，探究新质生产力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尝试提出新质生产力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推进路径，以期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概述 

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诸多专家学者

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中生产力理论

的传承、丰富与发展 [3]，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

新，并着重对新质生产力的“新”与“质”内

涵进行深入阐释，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新质

生产力的“新”，是指其与传统高投入、高耗

能及高污染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存在显著区别，

本质上是在新要素、新技术、新制度等要素推

动下，形成创新能力更强、工作效率更高、覆

盖范围更广的生产力 [4]。第二，新质生产力的

“质”，是指以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实现“质

性”突破的关键要素，并通过颠覆性与前沿性

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5]，进而生成一大批

引领未来产业与关键领域发展的重大科技成

果，有效提升我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以攻克核心

领域的“卡脖子”难题，是能够推动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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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粮食安全相关研究概述 

目前，专家学者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就粮食安全内涵而

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将粮食安全

定义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社会、物质

及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健康与有营养的食物，从

而有效满足人们膳食需要与个人偏好的粮食和其

他食物”[6]；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认为粮食安全

应该包括供应、获取、利用及稳定性四个维度内

容[7]。第二，就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而言，部分

学者指出有关部门应该推进粮食直补政策由单一

型向复合型转变[8]，有效增强粮食直补政策执行

准度，并进一步探究构建“市场提质优价促增收、

科技节本增效提效率、政策保本兜底稳预期”的

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农户种粮收益

以提高其种粮积极性。第三，就保障措施而言，

专家认为国家应该进一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发展战略，并从“内部发力”与“外部突

破”两个维度加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从

而不断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9]，最终有效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 

1.3  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关系的相

关研究概述 

新质生产力为有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

供了新的思路，应该进一步统筹新质生产力对粮

食产业的整合、提升作用，加大对农业关键技术

的支持力度，从而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

引领推动农业强国建设[10]，最终有效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而且，为了使我国在农业领域实现从“大

国小农”向“大国强农”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大

力发展以创新为核心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并有效

提升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而助力数字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产生[11]，最终加快推进我国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还需要深

入分析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之间的

区别，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与资源配置效率优

化，从而在助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有

效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健全粮食产业链及保

障农民种粮收益[12]，最终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背景

下的粮食安全。 

总的来说，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新质生产

力及粮食安全问题进行分析[7-10,12-13]，为本文研究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与借

鉴。鉴于上述分析，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深入探

讨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

系，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探究新质生产力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方面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实际情况

出发分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可行路径。 

2  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在逻辑 

2.1  战略逻辑：新质生产力是护航国家粮食安全

的必要保障 

从新政治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可知，尽管

粮食本身并不属于公共产品范畴，但粮食安全与

国防安全同等重要，使得粮食完全具备公共产品

的基本属性。而且，新质生产力是指在新要素、

新技术、新制度等要素推动下，通过颠覆性与前

沿性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有效化解我

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风险提供了重要解决路径。具

体分析如下：第一，国内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

有助于统筹推进以乡村治理为重点的乡村振兴进

程，从而全力抓好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农业生产，

能够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所需的要素成本，最终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及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第二，

国际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将加快我国与世界

各国一道共建人类粮食安全共同体的进程。例如，

我国可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粮食出口大国

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共同构建粮食仓储与物流运

输体系，不断丰富我国粮食进口渠道，从而有效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2  技术逻辑：科技创新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有力支撑 

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

长的根本动力，对于农业发展领域而言，现代农

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农业技术要素为其提供强大支

撑。同时，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

力，主要是依靠数字技术创新与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来实现传统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是符合当今时

代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质态。例如：我国种

业公司整体数量较多，但其整体研发能力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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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据统计涉农企业每年平均研发投入占比不足

3%[13]，且我国目前只有先正达集团、隆平高科以

及登海种业等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农企业，

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促使

政府部门加大对涉农企业的政府补贴支持力度，

进而可以提高相关企业推进现代生物育种核心技

术研发的积极性，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在种业领域

面临的“卡脖子”等技术难题，最终从源头上有

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3  社会逻辑：种粮农民增收是推动粮食稳产增

产的有效手段 

农业生产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及周期性特征，

极易受到宏观政策及国际贸易等外部因素影响，

使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且稳定性较差。在此背

景下，新质生产力通过引入大数据与物联网等先

进技术手段，可以为保障农民收益提供信息技术

支持。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够有

效加快传统粮食生产企业的智能化进程，使其可

以实现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实时监控，并借助算

法处理技术有效获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使企业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进而

在增加农民用工需求的同时提高其薪酬待遇水

平。第二，新质生产力通过加快数据中心与高速

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专业合作社可以精

准了解客户对产品的个性化与多样化需求，助力

农村专业合作社增加产品种类以推进“产品多元

化”，从而在稳定粮食价格前提下增加对农作物

的需求量，最终在促进种粮农民增收的同时推动

粮食产量实现稳产增产。 

2.4  内生逻辑：专业技术人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成本不断上升，致使种

粮所能获得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导致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使得农村留守的种

粮从业者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及稀缺化”的

发展趋势。但是，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要

驱动力，能够将信息、技术与知识等非物质生产

要素纳入到生产力范畴。例如：我国为了有效解

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于 2012 年首次提出

要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4]，但在实际实施

过程中仍存在师资队伍短缺、教学手段落后、培

训对象文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15]。在此背景下，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与休闲农业为一体

的新型农业发展方式，可以提高大学生、退伍军人

及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工作的积极性，进而不仅可以

充实农业专技人才培训队伍，还能够精准遴选新型

职业农民的培育对象，最终使具备技能、知识与创

新的粮食生产者成为农业种植的主要力量。 

3  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挑战 

3.1  宏观层面 

3.1.1  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对国内粮食市场带

来较大冲击 

随着我国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粮食进口

规模也逐渐增大，数据显示我国自 2010—2021 年

大豆进口量由 5 480 万 t 上涨到 9 652 万 t[16-17]，2022

年受俄乌冲突影响大豆进口量虽有所下滑，但仍

超过 9 000 万 t[18]。而且，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

缘冲突持续加剧，使得全球粮食供应链呈现出极

度不稳定性，并且俄罗斯还在 2023 年 7 月正式对

外宣布黑海粮食协议到期失效，此项措施不仅直

接切断了乌克兰对外出口粮食的海上通道，还使

全球粮食供应链产生“剧烈波动”。与此同时，

由于我国种业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外种业

企业大多选择在我国开展针对性的品种研发、推

广与销售，其所研发的农作物种子以高质低价的

方式给国内种子带来了巨大冲击，极大地打击了

国内种业企业进行新品种研发的积极性，也给维

护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严重挑战。 

3.1.2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致使粮食产量大幅缩减 

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已

是不争的事实，而粮食生产极易受到天气因素影

响，且由于气候变化加剧致使气象灾害及其衍生

灾害发生的强度及频率呈逐年递增态势，给我国

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而

且，持续性干旱与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成为威胁

粮食安全的关键要素，据统计我国每年因极端天

气致使粮食产量缩减高达 500 亿 kg[19]。例如，

2020 年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受连续暴雨及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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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影响较为严重，当地早稻田地块因暴雨冲刷

及洪水淹涝出现不同程度的倒伏及灌浆不足情

况，水稻产量较上年相比分别减少 781.6、402.6、

332.5 kg/ha[20]；2021 年河南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

暴雨天气，致使全省农作物受灾 58 679.42 km2，

成灾 38 040.45 km2、绝收 22 257.71 km2，给当地

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21]。 

3.2  微观层面 

3.2.1  耕地退化及面积缩减，影响粮食产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三农工作时指出：“耕地

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基”，由此可以看出耕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

要素，耕地安全问题也上升为关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但目前耕地资源面临质

量下降与面积缩减等双重风险，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就耕地质量而言。近年来，由于农药化肥

的过度使用以及耕地连年的高强度耕种，使得土

壤中化学物质残留量逐年增高、有机质含量大幅

下降，导致东北黑土地退化、北方耕地盐碱化及

南方耕地酸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给粮食稳产增产

带来了压力。第二，就耕地面积而言。我国正在

大力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美丽乡村建设，但

在此过程中部分地区存在占用基本农田违规修建

工厂或娱乐设施等情况，且在落实国家耕地占补

政策时存在占多补少等问题。 

3.2.2  农业领域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威胁国家

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但是，我

国在农业领域的部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具体

分析如下。第一，就种业而言。目前，我国种业

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外种业企业大多选择

在我国开展针对性的品种研发、推广与销售，其

所研发的农作物种子以高质低价的方式给国内种

子带来了巨大冲击，极大地打击了国内种业企业

进行新品种研发的积极性。第二，就农业机械化

而言。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助于提高粮食规模化种

植水平并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但我国农机设备仍

存在供给不足及智能化程度较低等情况，且不同

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仍存在显著差异，现有设备

也无法有效满足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及不同使用

阶段的实际需求。例如仍缺少适用于山地及丘陵

地区的高性能农机装备，致使上述地区粮食种植

与收获成本相对较高。 

3.2.3  种粮比较效益低下，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所需的要素成本不断

攀升，但种植经济作物获得的经济效益要远高于

粮食作物，且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大，影响了

粮食生产者种粮的积极性，具体分析如下。第一，

就经济作物而言。由于粮食作物收购价格相对较

低且生产成本持续攀升，而花生、西红柿、红小

豆及马铃薯等经济作物销售范围较广且利润空

间较高，粮食生产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开始逐渐增

加经济作物种植规模，致使耕地“非粮化”问题

进一步加剧，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就粮食

作物而言。粮食作为国家重要的民生产品，会受

到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影响使其收购价格相对较

为稳定，但粮食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

土地及人工成本却在持续上涨，挤占了种粮农民

的基本收益，进一步影响了粮食生产者种粮的积

极性。 

3.2.4  农业技术人才供给不足，制约粮食安全产

业带建设 

农业技术人才是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关键要素，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具体分析如下。第一，

就人才培养而言。目前，农村地区的粮食生产

者大多为小学及初中文化水平，为在农村开展

职业技术培训带来了很大困难，阻碍了新型职

业农民的培养进程。而且，目前诸多地区在广

泛开展“书记进校园”等人才引进活动，但大

多对引进人才的户籍地址、学校类型、所学专

业等均有要求，致使产生了“符合条件的人才

不愿来、愿意来的人才不符合条件”的尴尬局

面。第二，就人才流失而言。由于种粮成本持

续上涨且收益相对较低致使部分辍学的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最终致使农村

耕地“撂荒化”及“非粮化”问题日益突出，

为促进国家粮食稳产增产带来了负面影响，也

制约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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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推进路径 

4.1  外部突破维度 

4.1.1  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释放稳定的

农产品贸易合作预期 

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与其他国家进

一步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通过实际行动引导国

际舆论以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并联合国际社会

加强对跨国粮食企业的监管力度，有效防范这类

企业垄断全球粮食供应链市场。同时，在新质生

产力发展背景下，对外释放关于农产品贸易长期、

稳定合作的态度与决心，有效增强农产品贸易合

作国家的消费预期。而且，新质生产力能够加快

推进现代化粮食供应链体系建设，可以在低成本

前提下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多种粮食运输方

式，有效完善及丰富现代化粮食物流通道，从而

积极探索农产品供应链与创新链协同发展的模式

架构。与此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粮食

出口大国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共同构建粮食仓储

与物流运输体系，充分深化粮食供应链合作并进

一步挖掘粮食进口潜力，不断丰富我国粮食进口

渠道，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4.1.2  建立自然灾害应急保障机制，提高风险应

对能力 

新质生产力通过引入大数据与物联网等先进

技术手段，可以探索构建适应不同地区及不同农

作物的自然灾害预警与应急保障机制，从而尽可

能降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加快农村地区基础

设施数字化建设，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机装备及病

虫害监测系统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控制水平，可以

在降低农作物生产所需要素成本的同时扩大农作

物规模化种植面积。而且，还可依托“人工智能”

及“大数据”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更具科学

性与精准性的农业气象信息监测与预警平台，为

种粮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种气象信息及应

对方案。此外，修订并完善农业生产灾害保险制

度，不断丰富灾害保险的覆盖范围、保障力度与

审批流程，保证粮食生产者在遭遇“自然灾害”

时能够享受基本收益，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

同时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4.2  内部发力维度 

4.2.1  持续推进藏粮于地战略，有效夯实粮食产

能基础 

不断提高国内粮食供给能力，积极推广耕地

保护技术以有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

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有效增强

粮食生产潜力，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就稳定耕

地数量而言。加大对耕地用途变更的审核与监管

力度，遏制占用优质耕地开展旅游产业配套设施

与城镇化建设的趋势，有效保障粮食作物种植面

积。第二，就提高耕地质量而言。政府有关部门

通过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逐渐提高新

品种、新型土壤改良剂及新型肥料的使用比例，

通过技术引领还将有助于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也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在提高

耕地利用质量的同时激发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潜力。而且，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加快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在适宜地区兴建大中小型罐区及集中

蓄水工程，从而使高标准农田实现“旱能灌、涝

能排”的基本目标，有效提高耕地利用质量。 

4.2.2  深入落实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提升粮食技

术支撑 

科技是全面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的

关键因素，深入落实藏粮于技战略，大力发展以

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具体分析

如下。第一，就种业振兴而言。加大种业科技研

发资金投入规模，并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校及

种业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低价高质、耐

旱节水及营养高效的优良种子品种，进而从源头

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就农机装备改造而

言。不断提升农机装备智能化水平，推进 5G 通

讯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与农业机械化设备融

合，使农业设备实现 GPS 定位、生产收割、深松

免耕等轨迹留痕功能，实现对耕地及农作物的全

覆盖监测与管理，有效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

产所带来的损失成本。同时，鼓励企业积极改造

和研发适合山地及丘陵地区的高性能农机装备，

尽快补齐上述地区粮食生产与收割的机械化短

板，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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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构建惠农政策保障机制，有效提升农民种

粮积极性 

进一步完善惠农政策保障机制，不断提高农

民种粮积极性，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就保障农

户种粮基本收益而言。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实际情

况，进一步修订及完善粮食生产者补贴、轮作补

贴及深松休耕补贴等相关政策，适度提高农民种

粮补贴标准，并向种粮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社等经

营主体适当倾斜，充分发挥这类群体的引领与带动

作用。同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可以将政

策的目的调整为“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种粮农民基

本收益”，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第二，

就扩宽农户增收渠道而言。新质生产力依托技术优

势将有助于深度开发农业所具有的生态、康养及人

文等多种功能，并在传统农业基础上打造观光农

业、体验农业与休闲农业为一体的新型发展方式，

从而在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同时推动农村产业全

链条升级，有效实现粮食稳产增产的基本目标。 

4.2.4  积极引进与培育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强化

资金和政策保障 

积极培育与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新动

能，不断强化资金与政策保障，创新人才工作体

系与机制，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构建“市-县-乡（镇）-村”四级人才培养

体系，可以考虑采用“基层出题-专家解题”的形

式提高业务讲座与实际农业生产的契合度，从而

真正解决农民在粮食种植过程中实际遇到的问

题。第二，努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强与所在地

区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联系，可以考虑为农学专业

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实验地块及项目资金，不断

增强高校学生对乡镇及农村的认可度及满意度，

有效提高引进这类农业技术人才的概率。同时，

为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构建行之有效的配套激励机

制，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在减少现有人

才流失的同时增强对农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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