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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是粮食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系统梳理了已有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拟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视角切入，

深入剖析其形成机理，并对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予以界定，分别从高科技、高效率、

高品质 3 个层面阐释了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从现实层面指出了当前我国粮食产业新

质生产力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包括技术水平明显不足、资源环境约束严重、品质安全问题

突出、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实现路径建议，即加强科技创新与应用、优化各

类资源配置、强化品质安全监管、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等，以推动粮食产业的持续健康和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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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Grain Industr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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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Food security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na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i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This article has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aimed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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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defin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food industry. It explained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grain industry from three levels: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China's grain industry, including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level, sever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prominent quality and safety issues, and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f implementation path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ptimizing various resource allocation, strengthening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emphasiz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industry. 

Key words: grain industr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nnotative features; realizing challenges; implementation 

path;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率先提

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2024 年 1 月，在中央

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又系统阐释了其科

学内涵，即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

进生产力质态[1]。这一重要论述成为当前及今后

很长时间内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抓

手。此后，中央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了具

体部署。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我国粮食消费结构更加多样，消费升

级也带来总量需求的增长。传统的生产模式已经

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旨

在提升粮食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满足消费者

多样化需求，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而

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粮食供给

质量提升、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对于赋能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粮食产业

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手段。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特

征、重要作用进行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讨论，

其中，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 

丰富。已有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分别从概

念内涵、主要特征、发展重点、未来方向等多个

方面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如高原、马九杰[2]从政

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进行

了分析，提出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链的组织、分

工和协作的优化，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端的本质

逻辑。马晓河、杨祥雪[3]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

本质是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以突破性创新为基础，

依托重大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助力实现要素投入

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指出目前我国

农业新质生产力还应该更加注重科技、人才等稀

缺要素的高效合理配置。高帆[4]从产业维度，围

绕产业形态重构、产业结构重塑、产业跃迁支撑，

对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和助推作用进行了分析

研究。张寒、张晓宁[5]通过对“农业领域新质生

产力学术论坛”上资深专家学者的见解进行整理，

进一步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明确了农业

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龚斌磊、袁菱苒[6]

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

算，为客观认识农业新质生产力打下基础。毛世

平、张琛[7]从“新”“质”两方面分析了农业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重点，从科技、数据、农机、人才、

绿色农业、未来农业六个方面提出了农业新质生

产力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杨颖[8]对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思路进行了研究，指出

党的领导、共同富裕、要素高配、创新驱动是发

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元素。罗必良[9-10]对农

业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定位、障碍进行了分析研究，

指出颠覆性技术创新、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

度转型、实施六大行动计划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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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粮食行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不多，

祝凯等[11]从内在逻辑、现实困难及发展方向 3 个

方面对此予以阐释，还有研究从储备和质量安全

的角度加以剖析[12-13]，显然此类研究在理论性和

现实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作为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粮食产业更偏重于粮食作物进一

步的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后端产业链，两者相

互依存、相互促进，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两者都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聚焦粮食产业，深

入分析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进一

步探究其现实挑战，以提出粮食产业新质生产

力实现的有益建议。  

1  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1.1  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科

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这一过程

打破并优化了原有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之间的组合，最终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

升。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

和劳动对象这三要素重新以更高级的形式聚合而

成。具体而言，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以增强生产

效率、推动劳动资料的高级化以完善资源配置、

实现劳动对象的多样化以更新生产方式，这构成

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 

借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聚焦粮食产业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传统粮食产业转型

升级，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以推动粮食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提高为主要标志。基于此，粮食产业新

质生产力，是指在粮食生产、加工、流通、消费

等全链条中，在科技创新、资源优化利用、生产

方式转型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以提高粮食生产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产品质量等目标，推动

粮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方向升级和

转型，实现粮食产业整体水平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增强（图 1）。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中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不可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从生

产、加工、流通、储备以及消费等多个环节入手，

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科技创新、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优化物流体系、加强市场调控、完

善储备设施以及倡导科学膳食等措施来不断增

强，这将有助于推动粮食产业向更加绿色、高效、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图 1  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 

Fig.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grain industry 

 

1.2  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 

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需要各方共同努

力，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消费者等，粮

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高科技。科技创新是驱动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依赖于

生物育种、智能农机、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的颠

覆性突破，在粮食前端生产中，推广优良品种、

抗逆品种，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精准施肥技

术、智能化农机具等种植技术能够显著提高粮食

作物的产量、品质和抗逆性。在粮食后端仓储环

节，聚焦绿色生态、节能降耗、节粮减损，因地

制宜实施应用机械制冷控温、内环流控温和平房

仓横向通风集成等先进绿色储粮技术，实现绿色

储粮、生态储粮。 

二是高效率。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注重提高

生产效率。在前端生产环节，整合各类技术，通

过加强品种选育、科学施肥、合理灌溉、循环农

业模式等措施，运用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手段，

如遥感技术、智能化设备、生物技术等精准先进

的农业信息科技，实现单位面积或单位投入的产

量显著提升。在后端加工环节，综合粮食精深加

工和适度加工，提高粮食加工技术水平，提高粮

食产业附加值；在运输环节，实施运输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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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提高粮食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还

能够减少中转装卸损失，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

费；在消费环节，建立粮食信息追溯系统，提高

信息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以达到更多、更好、更

快的产出。 

三是高品质。新质生产力追求粮食产品的优

质化，这要求粮食产品在食品安全、营养价值、

口感品质等方面达到更高水平。在前端生产环节，

通过科学种植、精准施肥、绿色防治等手段，确

保粮食产品的品质安全和营养价值，满足消费者

个性化需求，推动粮食消费向高品质方向发展。

在中端仓储环节，通过应用绿色储粮技术、减少

化学药剂使用、提升仓储设施条件、优化储粮工

艺和管理等措施，有效地保障了粮食品质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在后端加工环节，推动适度加工，

在加工过程中保持营养、外观与口感的均衡，避

免过度加工导致的资源浪费和营养损失[14]。如在

大米加工过程中，减少碾磨次数、降低抛光精度，

力求在保证大米外观和口感的同时，提高出品率

和营养价值。同样，在小麦粉加工过程中，适度

加工可以通过提高出粉率、保留部分麸皮和糊粉

层来实现面粉外观、加工特性、营养与口感的协

调统一[15]。 

2  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挑战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在实践中却面临着

诸多现实挑战： 

首先，技术水平明显不足。当前，我国农业

发展的“小农经济”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仍未改变，

劳动密集度高、自然约束性强、生产效率低的特

点突出。在现有粮食产业发展过程中，现代技术

的普及和应用受限，部分领域的技术创新滞后、

科技应用不足、机械装备水平落后问题明显。科

技创新方面，种源“卡脖子”、粮食精深加工能力

弱等问题较为突出。在育种环节，我国部分种源

过度依赖于国外供应，一些本土品种（如国产大

豆）急需“抢救性”保护。相较于发达国家的生

物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结合的高级发展阶

段，我国种业的育种选育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技术

攻关研发力度和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目

前尚处于杂交育种向分子育种过渡阶段[16]。在加

工环节，杂粮加工仍主要以传统研磨和碾磨等方

式，导致加工效率较低；粮食加工副产物利用率

较低，如发酵工艺技术、功能物质提取和产品研

发、分类利用技术等尚未得到广泛应用。成果转

化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机制，

科研机构、粮食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协作机制尚不

够完善。这导致了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研究发现，我

国粮食科技成果转化不平衡问题突出，科技成果

年均供给量 160 余项，企业需求年均 370 多项[17]。

在科技应用方面，粮食生产和流通的信息化、智

能化和精准化明显滞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实际

生产中对于一些先进的粮食科技的应用并不普

遍，这导致了生产过程中仍旧依赖于一些传统而

低效的方法，如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在

粮食储备和流通中，粮食机械装备水平相对落后，

机械化程度不高，智能化设备的应用较少，未能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如智能物

流系统、区块链技术、自动化仓储、无人机和遥

感技术、智能供应链管理等。 

其次，资源环境约束严重。粮食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必须考虑到资源的限制和环境的保护。一

方面，粮食增产空间明显受到环境影响。近年来，

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国内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等频发，农业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等已进

入高发期，加剧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如图 2）。

另一方面，我国粮食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土地、水

资源等自然资源的严重约束，致使粮食产业面临

着重要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工业化对 

 
 

图 2  2021 年至 2023 年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 

Fig. 2  Agricultural disaster area and disaster prone  
area in China from 2021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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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竞争挤压，农业发展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土

地资源压力。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

水平高达 32.3%，高“非粮化”地区主要集中于

新疆、贵州和东南沿海地区[18]。因此，在现有环

境承载能力之下，如何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次，品质安全问题突出。粮食品质问题是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发展

和消费升级，人们对粮食品质、营养价值和多样

性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传统的粮食产业模式、

粮食加工标准等因素，使粮食生产加工与市场需

求脱节，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现阶段，消费者对粮食品质与安全的关注度不断

增加，粮食产业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物

质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影响了生态平衡和农

产品的品质安全。资料表明，中国地表臭氧污染

水平已位列世界前列，对国内粮食作物产量与品

质具有严重的损害作用[19]。此外如农药残留、重

金属污染等也威胁着粮食品质。因此，如何顺应

市场需求，提高粮食品质与安全水平成为粮食产

业发展的难题，这也是制约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的关键所在。 

最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专业人才是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目前我国

粮食产业中面临着严重的各层次各类型人才短缺

的问题，尤其是缺乏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农业

工程等领域的高素质科技人才，这导致了科技研

发和应用能力的不足。据统计，2021 年粮食行业

从业人员总数 192.7 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

约为 31.48%，研究生学历人数占比约为 1.35%①。

特别是，2018 年机构改革以来，地方粮食管理部

门并入地方发展改革委系统后，基层粮食行政管

理人员大幅度减少，粮食事业发展基础受到显著

影响（如图 3）。数据显示，2020 年各级行政、事

业及参公单位人数总计 7.25 万人，较 2019 年减

少 5 万人②。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农民素质普遍较

低，农民对新技术的了解和接受程度有限，部分

                      
① 笔者根据《中国粮食年鉴》计算而得。 

② 笔者根据《中国粮食年鉴》计算而得。 

农业从业者对科技应用的意识和能力不足，导致

新技术无法得到有效推广和应用，影响了生产效

率和质量水平的提升。因此，如何培养和引进优

秀的人才成为粮食产业发展的重要挑战。此外，

粮食科技创新与应用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并且

需要农民和从业人员接受新技术的培训，这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和转

型升级。 

 

 
 

图 3  2006 年至 2021 年粮食从业人员学历结构 

Fig. 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tructure of food  
industry employees from 2006 to 2021 

 

3  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

建议 

为了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提出需要明确实现

路径和具体措施建议。 

第一，加强科技创新与应用。推动全产业链

科技创新，提高粮食产业的技术水平。一是增加

研发投入。政府和企业应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农

业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农业科技研发，促进新技

术、新品种、新模式的开发，同时要解决科研机

构和大企业之间的研发博弈，政府要维护好市场

竞争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二要大力开展技术推

广和培训。组织培训农民和粮食加工、运输等企

业从业人员，提高他们的科技应用能力，克服因

基层人员掌握能力有限新技术推广受限的问题，

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 

第二，优化各类资源配置。优化资源配置是

推动粮食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环

节。一要开展精准农业实践。大力采用和推广先

进精准的农业科技，如节水灌溉、精准施肥、无

人机作业等技术，在智能传感芯片方面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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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粮食

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二要科学规划土地利用。

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选择

适宜的种植作物，加强土地监管和保护，避免土

地过度开发和退化。三要建立粮食产业的综合利

用体系。将农业废弃物、加工副产品等转化为资

源，如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生物质能源或有机肥

料，用小麦加工副产物生产膳食纤维、赤藓糖醇、

蛋白肽，让每一粒粮食“物尽其用”。 

第三，强化品质安全监管。建立健全粮食品

质与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对粮食生产、加工、流

通等各个环节的监管，确保粮食品质与安全。一

是完善监管政策和标准。建立和完善粮食品质和

安全的监管政策、标准和体系，加强对农药、化

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管理，严格控制农药残留和

重金属污染。加强粮食仓储环节的熏蒸指导，严

格按照储粮管理规范熏蒸粮食，确保熏蒸工作安

全化、精细化。二是强化溯源和监控。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

粮食生产、加工、流通的全程监控体系，实现对

粮食质量安全的实时、动态监控。加强粮食收购、

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监管，确保每个环节

都符合粮食质量安全标准。鼓励和支持粮食生产

企业建立内部追溯系统，实现粮食产品的全流程

追溯。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

度，定期对粮食质量安全进行监测和评估，及时

发现和处置潜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加强粮食检验

检测机构的建设和管理，提高检验检测能力和水

平，确保检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第四，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一要加大对粮

食产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强粮食产业教育体系

的改革，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适应现代

农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开展基层农技推广

人才定向委托培养工作，校企合作打造订单班，

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同时，产教融合培育实干型

粮食专业人才。二要加大对外引进优秀人才的力

度。鼓励和支持高层次人才到农业领域工作，提

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

才参与粮食产业的发展，提升粮食产业的人才队

伍素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为人才兴粮提供强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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