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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粮食产后管理，对提升我国粮食消费品质、降低粮食数量损耗有重要的意义。按照

运营目标、运营手段、运营主体、运营流程等标准，将我国粮食产后管理模式总结为收入风险最

小化、土地产出最大化、品质优化提升和“三链协同”发展四种模式。通过对这四种模式优缺点、

适用范围以及运行机制的对比分析，为各地粮食产后管理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助力当地粮食产

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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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post production management of gra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in consumption and reduce the loss of grain quantity.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target, 

operation means, operation subject, operation process and other standards, this paper summarized grain 

postpartum management mode in China into four modes: revenue risk minimization, land output 

maximization, quality optimization and promotion, and “three chai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four mod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grain postpartum management 

mode and helps the local grain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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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据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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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

到 6.695 亿 t，连续 5 年稳定在 6.5 亿 t 以上。尤

其是近一年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经受住了中

美贸易关系跌宕、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南方洪涝

和东北台风极端气候灾害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

冲击，为保障 14 亿中国人的食物安全做出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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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从粮食生产到消费的全流程看，包括收购、

储存、运输、加工、销售在内粮食产后管理环节，

无疑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

粮食产后管理，能够有效提升粮食消费品质，减

少粮食数量损耗。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粮食产后

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为不同区域、不同生产条

件、不同粮食品种、不同参与主体的粮食产后管

理寻求最优发展模式，促进当地粮食产业经济发

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粮食产后管理的重要性 

粮食产后管理的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包括粮

食的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各个环节。

粮食产后管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节粮减损和价

值提升两个方面。 

在节粮减损方面，《2019 年粮食安全和营养

报告》（SOFI）称，全球 14%的粮食是在收获之

后，抵达零售端之前损失掉的。根据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测算，在粮食产后的储存、运输、加

工等环节，我国粮食年年损耗量 3 500 万 t 以上[1]。

尤其在农户储粮、粮油加工等环节损失率更高。

提升粮食产后管理水平是有效降低粮食损耗的重

要途径之一。 

在价值提升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

不断提升，大众对粮食的消费已经从“吃得饱”

转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

得便利”上来[2]。粮食产品加工的附加值越来越

高，加工链条越来越长，加工市场也更加细分。

从以前“生产原粮、储存原粮到销售原粮”已经

转变为销售个性化、功能性粮食产品[3]，粮食产

品的附加值在产后环节的比重越来越高，对我国

粮食产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2  粮食产后管理模式分类标准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相差较大，粮

食种植品种和质量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同时，

与粮食产后管理有关的城镇化水平和粮食加工能

力也有较大差异[4]。本文按照运营目标、运营手

段、运营主体、运营流程等标准，将我国粮食产

后管理模式大体分为以下四种：收入风险最小化

模式、土地产出最大化模式、品质优化提升模式

和“三链协同”发展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适

用范围、优点和缺点，同时存在一个较有代表性

的典型案例。 

3  粮食产后管理模式对比分析 

3.1  收入风险最小化模式 

收入风险最小化粮食产后管理模式是以农民

销售粮食和收储企业收购粮食风险最小化为目

标，通过代收代储，经营主体与种粮农民构建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此种模式主要以粮食银行为主体，以粮食收

存为运营重心，以物联网渠道管理、深加工科技

创新、粮源集并、物流保障、电子交易、期货运

营、陆路联运为支撑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适用于合作社组织相对成熟的粮食主

产区，当地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能力和意愿较为强烈。 

收入风险最小化模式的优点是在粮食市场平

稳运行常态下，农民的收入比较稳定，收购企业

和加工企业有较为稳定的粮源，但当遇到粮价大

幅波动情况时，农民售粮和企业售粮毁约存在一

定风险。 

收入风险最小化模式的典型案例为“永宁模

式”。宁夏自治区永宁县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宁夏昊王米业集团”下属宁夏昊鑫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借鉴银行的运作模式，以粮食收存

为运营重心，以物联网渠道管理、深加工科技创

新、粮源集并、物流保障、电子交易、期货运营、

陆路联运为支撑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进行了粮食银行实践。 

粮食加工企业进行“粮食银行”建设的动力

归纳为以下三个有利。一是有利于企业减少粮食

收购的贷款和利息支出，节省财务费用；二是有

利于企业掌控优质粮源，满足了原粮供应需求，

节约了经营成本，提高了加工效率；三是借助永

宁城镇化发展契机，粮食生产者同时也是粮食消

费者，有利于企业锁定消费市场，扩大市场经营

范围。 

“永宁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为种粮农民生

产粮食的仓储、农资和兑换服务；二是建立农户

档案，对合作农户进行信誉管理，确保企业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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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自产粮，对信誉好的合作农户给予小额贷款

担保的鼓励，进行金融服务；三是推广粮食不落

地收储，促进当地优质粮食的发展；四是与永宁

当地的城镇化发展相互衔接；五是由银行系统对

粮食银行的风险管控。 

3.2  土地产出最大化模式 

土地产出最大化粮食产后管理模式以粮食土

地产出最大化为目标，以土地流转实现了土地向

合作社集中，人口向新城区集中和企业向产业园

区集中的“三集中”发展模式，在“三集中”的

基础上实现了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新

型工业化[5]。 

此种模式以乡村政府和相关企业为主体，当

地乡镇政府合理规划，适时引导，相关龙头企业

实施带动。适用于具有较强的粮食加工能力，具

有成块开发的大片土地，人口密度较高，有较好

的城镇化发展基础。优点是通过规模化的绿色粮

食种植，提升当地的相关工业的竞争力。同时，

以现代信息化为手段，进一步放大工业化的规模

效应，提升技术比较优势，加快农业现代化和相

关服务业的发展。在土地资源集中的同时，本地

农民获得充足的就业，生活品质和生产生活条件

进一步优化，实现各方主体的利益共赢。但此种

模式下体量巨大难以调整经营路线，农村的城镇

化改造存在缺陷，对于利益相关农户照顾偏少。 

土地产出最大化模式的典型案例为“鹤壁模

式”。位于河南省鹤壁市中鹤集团，通过土地流转

实现了当地“人口、土地和企业三集中”，并规划

推动了王庄镇的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

在运行模式上采取“服务中心+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因其在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和现代农业方面

形成了独特的发展经验而被称为“中鹤模式”，其

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以政府出资和多

元化的商业资本为资金来源，建设住宅和商业化

一体化的新城镇，解决农民失地后的安置问题；

二是以信息化为平台、以新型城镇化为推进动力，

提升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快现代农业发

展；三是以工业带动农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较

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四是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条，

在政府、企业和农民之间构建有机结合体，提升

服务质量，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五是为失地农民

进行土地流转置换，提供高品质居住服务，稳定

农民劳动力。 

3.3  品质优化提升模式 

品质优化提升粮食产后管理模式依靠土地股

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生产性服务三位

一体的“农业共营制”，优化提升粮食品质。以粮

食规模化经营，倒逼粮食收储干燥服务发展。以

农民市民化居住，催生“粮食银行”服务发展。

运营主体为烘储服务中心。在合理辐射半径内，

以粮食烘储服务中心，为周边粮农和合作社提供

代烘代储专业化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降低产后

粮食损耗。 

此种模式以现代农业合作和新型产后服务体

系构建为基础，将粮食种植、收储、干燥、加工

和销售等环节有机衔接起来，为农民在种植、晾

晒、收储和销售粮食提供优质服务，有效提升粮

食流通效率。适用于高水分粮食集中收获地区。

通过烘干、收储社会化服务，有效缓解高水分粮

食集中收获地区晒粮难问题，大幅降低因霉变而

导致的粮食数量和质量损失。 

品质优化提升模式的优点是低成本组建，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农业职业经理人作用突出，社

会化服务体系健全，有效调和农村地区原有利益

矛盾。但合作社能力较弱，农业职业经理人素质

参差不齐导致竞争劣势，农户不断增高的盈利要

求削弱合作社利润率，机构管理制度相对粗放。 

品质优化提升模式典型案例为“崇州模式”。

四川崇州依托粮食综合示范基地以及烘干等产后

服务中心，为种粮农民经营、种植和产后服务提

供一条发展路径[6]。“崇州模式”的基本做法有两

条：一是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政策支持、有针对性

地科技服务和相关资金支持，并有效整合。崇州

在扩大粮食上产规模的基础上，针对粮食产后各

环节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产后服务，同时整合“放

心粮油”和“万村千乡”体系建设，实现“三农”

投入产出最大化。二是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筹

建专业理事会，为农民种植提供决策服务。为提

升种植科学化水平和种植收益，通过公共途径，招

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将生产管理规范化、流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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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三链协同”发展模式 

“三链协同”发展粮食产后管理模式以延伸粮

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促进一二

三产结合，完善粮食产品供应体系，实现“产业

链条全、结构调整优、品牌战略兴”的发展目标[7]。

通过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业，塑造产业发展优势，

推动企业稳步发展，壮大加工转化能力，加强产

品高端引领。 

此种模式以粮油加工企业为龙头，政府积极

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和科技支撑作用。通过

龙头企业带动，壮大加工转化能力；通过政府精

准引导，塑造产业发展优势；发挥市场目标导向，

推动企业稳步发展；强化科技支撑作用，实现产

品高端引领；打造融合循环链条，促进一二三产

结合；构建惠民安全机制，完善粮食产品供给体

系。适用于粮食主产区，特别是有优质粮食种植

基地的地区。同时，当地需要拥有较强的粮油加

工能力，能够就地加工转化优质粮源，有效增加

粮食附加值，延伸粮食产业链，带动当地粮食产

业经济发展。 

“三链协同”发展模式的优点是粮食生产、加

工、销售中间环节少，上下游产业链衔接紧密，

粮油产品附加值较高，副产物利用较为充分，绿

色循环产业发展程度较高，但对优质粮油生产的

地域性要求较高，需要有较大规模的粮油精深加

工能力予以配套。 

“三链协同”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滨州模

式”。山东省滨州市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为抓手，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

应链，推动优粮优产、优粮优购、优粮优储、优

粮优加、优粮优销“五优联动”，加快粮油产业高

质量发展，探索现代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路径，在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粮食经济新旧

动能转换方面进行了成体系的创新，形成了“滨

州模式”[7]。其实质是“政府引导、市场导向、

龙头带动、科技支撑、融合循环、惠民安全”的

一种粮食产业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塑造产业发展

优势，推动企业稳步发展，壮大加工转化能力，

加强产品高端引领，促进一二三产结合，完善粮

食产品供应体系，初步实现了产业链条全、结构

调整优、品牌战略兴[7]。 

4  结论 

通过对我国粮食产后管理模式的梳理，对我

国不同地域、不同粮食品种、不同主体和粮食产

业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产后管理，都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各地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情

况，充分发挥优势，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粮食产后

管理的最优模式。同时，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

开展制度创新，丰富我国粮食产后管理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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