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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国粮食质量安全问题研究
张庆娥

（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　要：结合当前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深入分析了粮食质量安全工作所面临的复杂的
国际和国内形势及新要求，客观判断了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形势和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坚持问题导

向，科学运用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研究解决粮食质量安全问题，从全面的、发

展的、全局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以期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工作能够在提高

监管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监管模式上开辟新途径，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保障粮

食质量安全上迈上新台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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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重，粮以

质为先”，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覆盖面最广、涉

及面最宽、敏感度最高的资源性、战略性、公共性特

殊商品，既是重要的农产品，又是重要的食品和食品

原料。确保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选

择，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家、思想家始终关注的重大问

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分工的实现和发

展，是以该社会有足够的粮食剩余为前提的［１］。列

宁认为：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２］。毛泽东将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作为国家发展战略［３］。

邓小平认为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是制约我国

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４］。江泽民认为要始终高度

重视粮食生产，因为我们有十三亿人口，如果粮食发

生了问题，世界上谁也救不了我们［５］。胡锦涛认

为：要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

安邦的头等大事。习近平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

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

装中国粮。粮食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大局，主要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两方面内容。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的形势可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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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安全的形势更加需要引起重视。必须立足当

前，着眼长远、统揽全局，以科学发展的理念保障我

国粮食质量安全，维护种粮农民利益，确保消费者食

用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服务小康社会建设。

１　新常态下粮食质量安全工作形势更加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５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了全面深刻阐述，李克

强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农业全面进入

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要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确保谷物基本

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紧抓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

管［６］。在新的形势下，对保障和提高我国粮食质量安

全水平重视更甚、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挑战更严峻。

１１　保障我国粮食质量安全，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迫切要求

从国内看，一方面，粮食库存增加、消费放缓、收

储压力增大。由于油价大幅下跌，粮食的能源替代

作用下降，造成国际粮价的大幅下跌，国内外粮价倒

挂还引起大量非配额管理的杂粮涌入，打压了国内

粮食市场。据统计去年我国玉米深加工产量下降了

１０％左右。国家为保护农民加大了粮食收储数量，

承担了巨大的库存压力和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我

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进一步扩大内

需、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至关重要。粮食产业

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去年我国粮

食加工产业总产值达到２５万亿元［７］，这是其他任

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市场。如果粮食质量

安全出了问题，不仅伤害老百姓，而且打击消费信

心，会对消费增长、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进而拖

累整个经济发展。因此，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速度

虽然适度放缓，但是国家对事关民生的问题会更加

关注；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的管理机制、政策都将

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常态的需要，特别是依法强化对

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将不断加强。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转型期，西方大

国对外转嫁内部经济困难的意图十分明显，新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粮食市场的竞争将更加

激烈，包括粮油贸易在内的国际贸易中以标准质量

为重要技术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从

２０１４年北京 ＡＰＥＣ会议可以看出，粮油质量标准、

贸易规则之争日益成为粮油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博弈

的焦点和制高点。这些外部环境条件和内部动因的

变化，交织叠加、相互作用，对此必须深入分析，科学

把握。

１２　保障我国粮食质量安全，是建设小康社会、维

护公共安全的应有之义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的是食物的安全摄取。新常

态下我国食物供应的核心不断发展变化，从解决主

食供应和温饱问题的“米袋子工程”，到解决副食品

和食物丰富问题的“菜篮子工程”，再到解决方便、

营养、健康、安全问题的“餐桌子工程”，消费者越来

越关注食品的安全、营养、健康。粮食及其产品位于

食品供应链的关键点位置，必须调整适应粮食消费

群体、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变化，满足市场消费需求。

现在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公众情绪燃点低。

粮食质量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和消费安全感，

社会关注度高。尤其在网络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

粮食质量安全问题既是媒体的聚焦点，也是诸多社

会矛盾激化的触发点，即便是局部问题，也可能迅速

发酵蔓延，酿成难以收拾的全局事件。李克强总理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抓

好质量安全监管，绝不能再出大的事件，否则就会打

击人民对国产农产品和食品的消费信心，影响农业

发展。因此，粮食质量安全不仅是保障消费者安全

的基础、改善民生的重点，也是建设小康社会、维护

社会公共安全的重中之重。

１３　保障我国粮食质量安全，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的重要基础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

代化，粮食质量安全是重要的基础和保障。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

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短板。解决好“三农”问题依然是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

大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就是要从依靠拼资源

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转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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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发展农业现

代化的本质就是要坚持不懈地抓好质量安全监管，

从源头抓起，确保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提升农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如何在资源环境和气候变

化的硬约束下保障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和有效供给，

是我国面对的重大考验。不仅要加强研究如何提供

产后技术支持和服务，减少农民产后损失，而且要研

究如何创新机制，运用市场的优质优价机制鼓励有

条件的大农户建设烘干、仓储设施，提升产品品质，

引导农民主动调整种植结构，推进农业现代化。

２　当前粮食质量安全主要问题
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随着

我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极端灾害天气的

频繁出现，部分地区存在粮食质量安全隐患，区域

性、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２１　粮食生产者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质量安

全意识淡薄

２１１　异常气候易造成粮食霉变，农户对粮食真菌

毒素超标束手无策

真菌毒素是某些真菌在粮食上生长繁殖过程中

产生的有毒代谢物，常见于发霉粮食中。我国地域

辽阔，一些地区易发生台风、虫害等自然灾害致使粮

食大面积倒伏、虫蚀或在收获季节遇连续阴雨天气

而使粮食生霉，产生真菌毒素。这种情况往往具有

一定的突发性和随机性，尤其是中南部省份，其生产

的粮食真菌毒素超标情况相对比较严重，并且往往

范围较广。

２１２　部分环境污染或土壤背景值高，导致粮食中

有害重金属超标

２０１４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耕地

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全国土壤总超标率达到１６１％，

其中重金属镉的点位超标率达到７％［８］。据调查，

目前粮食中镉、铅、汞、砷等有害重金属超标现象比

较严重，尤其是南方省份稻谷中重金属镉超标情况

堪忧，个别地区已严重影响到了大米加工行业。重

金属污染具有区域性和持续性特征，很难降解治理。

２１３　不规范使用农药情况比较普遍，部分粮食中

农药残留超标

我国是农药生产使用大国，生产农药品种达

２００多种，其中高毒农药品种占 １０％，且生产量较

大。据调研，南方省份粮食病虫害发生频率高，种植

过程中施用农药次数和品种都比较多，由于施药不

规范甚至施用违禁农药，粮食中农残超标问题时有

发生。

２１４　粮食产后数量和质量损失大

我国农户家庭储粮数量巨大，常年存粮约占当

年粮食总产量的５０％。由于农户储粮装具简陋，保

管技术水平低，受鼠害、虫害和霉变等因素影响造成

粮食大量损失。据调查，全国农户储粮损失率平均

为８％左右，每年损失粮食约４００亿斤。而且，由于

农户储粮条件差，科学储粮技术推广不够，造成粮食

品质下降严重，对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带

来很大隐患。

２２　粮食收购入库质量把关难，存在粮食储存安全

隐患

由于目前污染粮食快检技术欠缺，检验成本高，

粮食收购经营者一般不具备安全指标检验能力，一

些污染粮食可能进入粮食储存环节。我国南方省份

的高温高湿环境，也不利于粮食的安全储存，粮食容

易发热结块、霉变或品质下降。

２３　经营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２３１　不重视原料安全质量把关

目前，多数粮食加工企业采购原料，比较注重品

质检验，对原料（也包括产品）基本不做污染物项目

检验，受到污染的粮食可能被用作加工原料。

２３２　存在滥用食品添加剂或非法添加物的现象

由于利益驱动和缺乏诚信，在小麦粉和大米及

制品加工中，超剂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和添加

非法添加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主要起到增白、增筋、

调色、保鲜、改善口感、加速后熟、甚至增加重量等作

用。由于难发现，难监管，对消费者健康构成很大威

胁。

３　对提高我国粮食质量安全水平的思考和

建议

党的十八大为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和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新任

务。研究粮食质量安全问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科

学运用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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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努力在提高监管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

监管模式上开辟新途径，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

成效，在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上迈上新台阶，为实现农

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３１　用全面的观点统筹粮食数量和质量的改革发

展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在推进改革

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粮食的

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也是辩证统一的，数量安全是

基础，质量安全是保障，没有质量安全保障的粮食数

量是不安全的。因此，必须辩证把握二者关系，统筹

施治。

３１１　稳定粮食产量，注重粮食质量安全

“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是更均衡更全面的发展

观，在改革过程中必须统筹推进二者共同协调可持

续发展。第一，打造现代化农业，实现粮食标准化生

产。这是提高质量安全水平的治本之道，也是优化

农业结构、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从国家

层面做好顶层设计，鼓励基层创新，创设扶持政策，

切实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农村改革试验区和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等，以主产区、产粮大县和粮食生产功能

区为重点，推广标准化的高产高效、绿色环保技术模

式［９］。发展粮食生产性服务，重点扶持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等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推广病虫害统防统

治、防灾减灾和农户储粮技术措施，切实提高粮食产

量和品质。第二，实施土壤综合治理，防止粮食源头

污染。重点做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修复和食用农

产品禁产区划分，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减少化肥、农

药施用总量，推进地膜、秸秆、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３１２　保障粮食质量安全，合理利用粮食资源

针对我国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情况，

对于当前出现的区域性面源性污染粮食，不能简单

采取销毁、填埋等处置方式，必须辩证看待，在保障

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利用有限的粮食资源，

采取无害化处理等方式将污染粮食分类用作饲料或

工业酒精原料等，同时全社会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餐

桌浪费，统筹保障数量和质量安全。

３１３　既要维护好种粮农民利益，又要保障消费者

食用安全

因地制宜落实惠农政策，由政府组织对农民种

出的污染粮食进行集中收购和补贴，分类管控，限定

用途，定向销售，同时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

食流入口粮市场。

３２　用发展的观点推进粮食质量安全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３２１　提升粮食质量安全综合治理能力

推进机关定位转型，转变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理

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和管理作风。加快完善以粮

食依法行政体系、安全保障体系、监测预警体系、标

准化体系等为主要内容的粮食质量安全治理体系，

科学制定行业长远发展战略，全面提升现代化综合

治理能力。

３２２　提升粮食质量安全信息化管理能力

有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是全面改革监管模式、

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

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识别代码和物联网技术，切

实以需求为导向，建立粮食质量追溯平台和公共服

务平台，打造“智慧粮食”，实现粮食的来源可追溯，

流向可追踪，原因可查明，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为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开辟途径，为政府、企业、农民

和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现代化、方便快捷的公共服

务。

３２３　提升粮食质量安全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能

力

实施科技兴粮战略，提升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构

建开放、科学、高效、实用的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平

台，加强农业农村人才培养，加强质量安全重大技术

攻关，推进污染粮食快检、资源化利用等技术研究和

推广应用。构建新型粮食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

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培育种

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

体，健全粮食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粮食加工流通

效率，推进全产业链流通业态，引领品牌培育与产业

升级。

３２４　探索发展粮食质量安全信用管理

将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督型转变为主动预防型，

通过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建立以法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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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为基础的粮食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在全社会倡

导诚实守信宣传教育，弘扬诚实守信道德风尚，树立

社会主流价值观。推进市场主体信用建设，完善粮

食行业的信用体系，建立粮食质量安全信用档案，健

全行业信用信息征集体系，制定行业信用标准，开展

诚信评价，实行信用分类管理，形成良好的行业诚信

氛围。

３３　用全局的观点谋划粮食质量安全与经济发展

大局

谋划粮食质量安全问题，要放眼全局谋一域，紧

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导向，从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出发，统筹协调行业发展问题，注重整

体协同效应。

３３１　提升粮食质量安全综合施策能力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际国内市场形势的复

杂多变，粮食质量安全政策的制订要充分考虑施政的

社会成本，保证最大的可执行性，能主动适应国家粮

食安全新战略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做到政策制订的

科学性、预测性、系统性和公正性。以服务行业、服务

社会为出发点，以维护种粮农民利益、保障消费者食

用安全为落脚点，并不断评估、验证政策对环境变化

的适用性，进而修正政策以发挥最大效用。

３３２　实现农业与环境协同可持续发展

现代农业必须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

保育型农业，要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一方面，切实加大耕地、水、草原、水域

滩涂等保护力度，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适当降低农地开发利用强

度，推广农业节本增效技术，严格管制滥用乱用农业

投入品，净化、修复粮食产地环境。

３３３　发挥粮食政策标准对种植结构调整和提质

增效的引导作用

围绕经济发展要求，科学制订粮食收购质价政

策和质量标准，引导优质粮食品种种植，推动调整优

化粮食品质结构和区域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农民

增收，发展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

３４　强化危机意识，坚决守住粮食质量安全底线

底线是不可逾越的警戒线，是事物质变的临界

点。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各种结构性深层次矛盾日

益凸显的特殊时期，必须合理管控粮食质量安全风

险，坚决守住粮食质量安全底线，确保“舌尖上的安

全”。

３４１　坚决守住收购环节粮食质量安全

在收获期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监测预警，收购中

要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有条件的地方可在

收购现场试点应用农药残留、真菌毒素、重金属等污

染物快速检测技术。切实加强源头监管，严防发生

区域性、系统性粮食质量安全风险。

３４２　坚决守住储存环节粮食质量安全

针对当前粮食库存总量大、露天储粮多、库点

多元化等新情况，要加强质量安全储粮新技术的

应用，突出抓好库存粮食的常规质量、储存品质和

卫生安全监管，切实守住“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的

监管底线，严防储存环节发生坍塌性粮食质量安

全事故。

３４３　坚决守住出库环节粮食质量安全

结合收购把关、储存监控情况，强化系统性管

理，优化出库监管模式，严格对污染粮食的管控，

加强对进口粮食的监管，坚决保障流通粮食质量

安全，切实提高人民群众消费粮油产品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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