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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我国中长期粮食供应的脆弱性分析及其应对
郭 林 涛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粮食供求关系的脆弱性，当前我国粮食供应安全问题的核心已经由短期的数量安全

问题转变为中长期的生产能力安全问题。 中长期粮食供应脆弱性的原因是粮食生产面临着土地资源数量与质量

双重下降的约束、人力资本约束、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不足的约束及市场约束等，深层原因有制度性约束和小农生

产方式的制约等。 粮食供应安全涉及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体制问题，需要采取多重保障策略：坚持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推进制度创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优化贸易格局，健
全粮食监测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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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前提。 ２０２０ 年年初，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

冲击，全球贸易陷入中断，粮食供求关系失衡，对于

依靠粮食进口的国家而言，其负面影响尤为明显。
全球疫情暴发以来，俄罗斯、柬埔寨、埃及等国禁止

或限制粮食出口，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通过粮食

招标购粮屯粮，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全球粮食供求关

系的脆弱性。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日前的调查

显示，全球至少有 ４４ 个国家需要粮食进口，只有约

５％的国家能够实现粮食自给，粮食出口量较大的国

家只有 １０ 余个。①美国和加拿大粮食产量占全球粮

食总产量的比重逾 ２０％，但两国目前作为疫情的重

灾区，限制人口流动，人力资源短缺，粮食的生产、加
工、流通等环节都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到全球粮食安

全。 疫情防控期间，国内城市小区封闭，乡村封村封

路，市民普遍担忧 “粮食供应够不够？ 要不要囤

粮？”部分地区出现“抢粮”风潮，粮食市场也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波动。 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不稳定性、
供求关系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显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各国的粮食安全造

成了较大冲击，粮食安全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

泛关注。 我国是人口大国，必须把饭碗牢牢地端在

自己手里，这一点必须警钟长鸣，任何时候都不能懈

怠，不能动摇。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如何解决好三

农问题，巩固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地位都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 本文从疫情影响下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出

发，分析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面临的多重约束及其

治理途径，以期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保障。

二、我国中长期粮食供应安全的

核心是粮食产能安全

　 　 什么是“粮食安全”？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
于 １９７４ 年、１９８３ 年两次定义了粮食安全，其内涵经

历了由“粮食数量” 到“买得到、买得起” 的转变。
１９９６ 年 ＦＡＯ 对粮食安全的第三次定义为：“让所有

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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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安全的食物。”这个定义强调了粮食安全的“数
量”“质量”“价格”三个方面。 ２００５ 年 ＦＡＯ 将粮食

安全的定义调整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

充足、安全、营养的食物，以满足其积极、健康生活的

现实需要。”此次定义增加了食物的“安全”要求。
从粮食安全的内涵逻辑和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来看，
粮食安全包含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价格和结构

合理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产，粮食供应充足、市

场稳定，粮食安全形势呈现向好态势。 这表明，我国

粮食总量安全问题暂时得到缓解，但不能否认的是，
粮食总量安全问题的缓解是以付出巨大的财政支出

成本和资源环境代价得来的。 这是因为，伴随耕地

的高强度开发，以及过量使用和滥用化肥、农药等农

业化学投入品，耕地质量退化和面源污染等问题日

益严重，全国有 ３．５ 亿亩土地不同程度地被污染，农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大为减弱，在未来的时期内，粮食

稳产增产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同时，从中长期看，
还将面临消费刚性增长、生产硬性约束的双重挑战，
粮食总量问题仍然潜伏着危机。

在消费刚性增长方面，根据专家测算，随着城镇

化发展和人口迁移，未来我国每年的粮食需求量将

增加 ３００ 亿—５００ 亿斤。②在生产硬性约束方面，粮
食产量取决于土地、水资源、劳动力、科学技术等因

素的状况。 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是人多地少水缺，
国内耕地、淡水、森林和草地等资源的人均占有率分

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２％、２８％、１４％和 ３２％。③

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需求总量一直呈现刚性的增

长，决定了目前全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基本上

是满负荷运转。 例如，全国产粮大县河南滑县 ９０％
多的农田是基本农田，全部用来生产粮食，结构调整

改革就没有任何余地。 尤为严重的是，在资源有限、
粮食生产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耕地数量、水资源数

量仍然在大幅减少，生产的资源性约束不断加剧。
因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需要向周边乡村

大举扩张，占用更多的耕地，近些年我国有效粮田面

积呈不断递减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全国耕地面积

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５１６３．４ 千公顷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３４８８１．２千公顷， ５ 年间耕地面积减少 ２８２． ２ 千

公顷。④

在水利方面，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地区分布

极不平衡的国家。 大部分地区仍然采用落后的大水

漫灌的灌溉方式，水资源浪费严重，加剧了水资源消

耗。 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造成地表水过度开

发和地下水超采等问题。 特别是华北地区因为地表

水资源严重不足，长期依靠超采地下水维持农业生

产，每年超采地下水 １００ 亿吨，变成世界最大的漏斗

区，一部分地区出现地面大片沉降等问题，不再适合

种植粮食。 据估计，全国农业每年仅仅因为灌溉用

水不足导致的粮食减产达到 ２５００ 万吨。⑤

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

级，粮食质量问题和结构性矛盾问题日益凸显，而且

在短期内，不会完全得以解决。 因为受制于粮食数

量安全的限制，首先要保障足够的产出量，这也将对

长期粮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粮食供给侧的结构性

矛盾通过粮食价格和粮农收入的下降，影响农民种

粮积极性，也影响农民投资于土地的积极性，从而导

致土地长期生产力的下降，增加未来粮食安全的

风险。
因此可以说，粮食供应安全问题的核心已经由

短期的数量安全问题转变为中长期的生产能力安全

问题。 解决粮食产能安全，就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地地力，提
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三、我国中长期粮食供应脆弱性的原因探析

从生产函数角度来看，粮食生产高度依赖资源

条件和自然环境。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

的情况下，农业在与工商业争夺土地、劳动力等资源

要素方面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耕地不断减少、
劳动力和资金持续外流，资源约束趋紧，加之生态环

境不断恶化，粮食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市场

约束越来越突出。
１．资源约束：土地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

土地是粮食安全的根本，在前面提到我国农业

土地数量大幅度减少，更要警惕的问题是，我国耕地

质量不仅总体偏低，而且由于长期对土地的过度开

发利用，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实际上相当于隐形的耕

地数量的减少。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第二次土壤普查

结果：全国优质耕地占比只有 ２１％，土壤有机质低

于 ０．５％的耕地占比约 １０％；全国耕地平均有机质含

量已下降到 １％，大大低于欧美国家耕地２．５％—４％
的平均水平；东三省黑土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刚

开发时期的 ８％—１０％已下降为 １％—５％；全国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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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耕地微量元素缺失，７０％—８０％的耕地营养

物质不足。⑥与 ２００９ 年原国土资源部第一次土壤普

查的结果相比较，全国耕地质量平均下降了 ０． １６
等，这说明我国耕地质量等别下降了，而下降 １ 等意

味着粮食亩产减少 １００ 公斤。⑦

值得指出的是，耕地平均质量下降，有城镇化占

用耕地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在执行占补平衡政策时，
大多是用偏远地区的劣等地补充被占用的良田沃

土，引起耕地平均质量的下降，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耕地平均质量减退的主要原因与土地制度密切相

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的前提下将农民的家庭经营引入农村集体经

济，称为两权分离改革。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

场经济发展，集体所有制所特有的产权主体不明和

所有权虚化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集体所有权的虚

化把土壤肥力等土壤属性实际上变为村庄范围内的

公共物品，激励农户在承包期限内最大限度地掠夺

地力。 农村改革 ４０ 多年来，中间经历过农户承包地

“３ 年一小调、５ 年一大调”的曲折历程，实际的承包

期限短引发的长期掠夺性生产行为，导致了耕地质

量退化的严重后果。
当前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方

面，尽管承包期限延长至 ３０ 年，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掠夺地力的问题。 因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租来的

土地上进行生产经营，土地流转期限短、租期不稳定

等原因同样刺激了其短期化行为，他们不愿意在土

地上进行长期性投资和改良土壤。 因此可以说，粮
食产能资源约束的背后实际是制度性约束。

２．人力资本约束：种粮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双

重弱化

劳动人口是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 但是由于种

粮收益低，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农村青

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务工，农村老人留守农村

种粮的现象不断加剧，农村家庭内部的这种亦工亦

农的分工已经成为常态化模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２０１７ 年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大于 ５０ 岁，其中 ５５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超过 １ ／ ３。⑧中老年人的

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 农业劳动力的老龄

化，一方面会减少粮食生产中的劳动供给量，另一方

面会降低复种指数、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而影响粮

食生产。 而且老年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能力有限，直接限制了农业

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他们习惯沿袭传统的小

农生产方式，制约了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升，威胁

到农业基础的稳固和国家粮食安全。
３．科技约束：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不足

我国符合产业需求的创新成果不多，推广应用

也明显不足，制约了农业科技贡献率的提高。 从粮

食单产水平来看，目前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

有不小差距，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单产只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 ６３％、６５％、５４％和 ５２％。⑨从农业科技贡

献率来看，发达国家一般在 ７０％至 ８０％，德国、英
国、法国等超过了 ９０％，而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只

有 ５９．２％。 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和水分生

产率仅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 ６０％左右。⑩２０１８ 年

《全球粮食安全指数（ＧＦＳＩ）》综合评价了 １１３ 个国

家的粮食价格承受力、可获得性、质量安全、自然资

源风险等核心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排名在第

４６ 位。

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科技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创新能力弱。 我国农业科研从总体上说

是大而不强，尽管规模和人数在世界上是最大最多

的，但就农业基础研究水平来说，远远落后于欧美发

达国家。 在育种方面，国外种子公司已经大规模进

入国内市场。 而我国 ７０％的先进农产品加工设备

要依赖进口，自主研发新一代农药的能力还很低，农
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农业资源开发利用、防灾减灾等

方面的技术也非常薄弱。 另外，我国的农业科技企

业起步晚，数量少，目前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农业

科研创新力量，主要是从公共研究机构购买技术成

果维持生存，这反过来又激励了公共研究机构科研

人员片面追求商业化开发，从而削弱了行业公益性、
基础性研究力量。

二是推广应用不足。 在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方

面，农业基层推广机构工资待遇低，推广经费无保障

影响了推广业务开展。 同时推广机构受行政化影

响，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
农技推广人员缺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的动力。
分析其深层次原因，科技约束的背后更反映了

小农生产方式与先进技术集成要求的矛盾。 我国人

均耕地面积 １．４ 亩左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农户过小的土地经营规模，大大限制了先进生产技

术的应用和推广，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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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产规模过小使得先进技术的边际收益偏低，
甚至不足以抵消边际成本，农民缺乏应用新技术的

内在动力。 农户的土地零星分散、一户多达 ７—８ 块

土地，大型农业机械和栽培及病虫害防治技术难以

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农民

没有对新技术的市场需求，是我国科技创新不足的

根本原因。
４．市场约束：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

首先，粮食种植比较收益呈下降态势。 从成本

角度来看，近年来农业生产的工资成本、农资成本以

及土地成本等投入要素价格快速上升。 根据《全国

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稻
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的平均生产总成本从

４４４．９２元 ／亩上涨到 １０９３．６５ 元 ／亩。 其中，三大主粮

生产的平均工资成本从 １５１．９６ 元 ／亩上涨到 ４１９．２４
元 ／亩，平均土地成本从 ６８．２５ 元 ／亩上涨到 ２２４．８６
元 ／亩。从收益角度来看，随着对外市场的逐步开

放，我国粮食供求价格开始受到国际市场粮价的直

接冲击，国内粮食价格普遍高出进口粮食价格

３０％，不仅粮食收购价格的提升空间遇到了天花板，
而且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主要农作物的最低收购价还出

现下降趋势，例如小麦（三等）的最低收购价，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分别为 １． １８ 元、１． １５ 元、１． １２
元。在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与收购价格下降的情况

下，种粮利润自然会快速降低。 根据《全国农产品

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三大谷物的平均净利润

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５０．７７ 元 ／亩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８５．４８
元 ／亩。这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还将影响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预期，不可避免

地加剧土壤质量退化趋势。
其次，小农户兼业经营问题突出。 我国农户数

量多，户均农业经营规模小，小农生产方式的资源配

置效率十分低下，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低。 在

市场规律的支配下，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在人

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２０１８ 年经营性收

入占比下降到 ３６． ６６％，工资性收入占比上升到

４１．０２％。而且，由于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粮食生

产对农民家庭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小，越来越不重要，
逐渐演变为家庭副业，小农户在粮食生产上开始满

足于只生产自用的口粮，说明小农户种粮意愿普遍

下降，缺乏投资土地和农业的积极性。
最后，新型经营主体在生产上出现非粮化趋势。

我国家庭农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绝大部分土地是租

赁而来的，可以说是租赁型农场。 对比国外的大农

场，我国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成本净多出一项高昂

的租地成本。 农业农村部家庭农场监测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粮食类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中，转入土地面

积占比平均为 ８５．５１％，粮食类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租

金每年约为 ５３２．５１ 元 ／亩。新型经营主体经营农

业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工资成本和土地租金

成本不断攀升，导致粮食单位面积成本大大超过净

收益的增加，种粮利润不断下降，规模化生产下的非

粮化现象开始凸显。 根据农业农村部对家庭农场的

监测数据，与 ２０１６ 年相比，２０１７ 年有 ５３．１９％的粮食

类家庭农场减少了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这将对

未来的粮食安全带来较大风险。

四、我国中长期粮食供应安全的多重保障策略

粮食安全是保障民生、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的基础，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

为。 构建粮食供应安全体系，涉及纷繁复杂的经济

社会问题，需要采取多重保障策略。
１．坚持藏粮于地，强化粮食生产的基础支撑

切实守住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保持足够的耕地资

源数量，是实现中长期粮食供应安全的基础。 要以

建设高标准粮田、改造中低产田为主导，在 ２０２２ 年

建成 １０ 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 土壤肥力是土地生产力

的基础，但它的属性又是“公共物品”，无论小农户

还是大农户都缺乏长期投资的意愿。 要提升土壤肥

力，改变土地质量退化的局面，就必须以政府投资基

金作为主渠道。 为稳定提高粮食产量，还必须改变

农田水利设施长期薄弱的局面。 要明确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的公益性质，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创新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管理体制，通过以奖代补、先建

后补等方式，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新机制，激励农民

投工投劳改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持续推进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建立节水型农作制

度和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体系、工程体系，全面推广

“喷灌”“滴灌”等灌溉方式，发展节水型农业，提升

灌溉效率。 加大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建设力度，加快

粮食主产区排涝设备更新改造，提高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 注重产地环境面源污染治理，从源头上保

障粮食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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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强化科技支撑，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首先，需要明确农业科技是社会公益性事业，要
继续保持公共财政对农业科技拨款的主渠道地位，
不断增加各级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加强高产优

质农产品新品种的研发、选育、引进、推广，争取全面

实现良种化。 加强集约化种养技术、保护性耕作技

术、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农业绿色生产和农产品安全

技术、农业机械化与信息化技术、生物灾害预警和防

控技术等的研发和推广。 其次，加强农业技术推广

体系建设。 面对分散的千家万户，要创新农业技术

推广管理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以公益

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体系。 对于公益性农业技术的推广，要实施

“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

直接到人”的新办法。 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快

速发展，要适时加强县级推广部门建设。 县级推广

平台要向上承接各级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向下对

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科技推广效率。 建立健全政府

购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市场竞争机制，探索多渠

道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
３．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粮食安全的产

业支撑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土地“三权

分置”实施方案，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和粮食

的规模化经营，提高粮食生产力。 加快培育农业新

主体，主要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

务主体，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一方面，通
过完善财政补贴、农业信贷保险等政策，支持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发挥他们在农业科技

推广应用和农业转型发展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另一

方面，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

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要加快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

支撑工程，支持合作社、家庭农场、供销社等新型农

业服务主体对农村小规模兼业农户开展代耕代种、
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促进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４．推进粮食产业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

顺应市场变化，坚持需求导向，合理配置农业资

源，扩大优质小麦、特色经济作物等农产品有效供

给。 树立“大食物”观，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大农

业结构调整，合理开发更多农业资源，为市场提供更

加丰富的农产品，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食物

消费需求。
完善粮食支持保护政策，激活粮食生产的主体、

市场和要素，调动各类主体的种粮积极性。 探索稻

谷、小麦生产者补贴、完全成本保险、收入保险等新

型支持方式，提高财政支持效率。强化对种粮农户

和规模经营主体的农机购置补贴和涉粮固定资产投

资的金融支持。 加大对 １３ 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业

政策的支持力度，提升主产区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

产的积极性。 粮食主产区要围绕粮食加工业，实施

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 加快延伸产业链，促进农

业生产、加工、物流、研发和服务相互融合；提升价值

链，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和粮食加工领军企业向优势

产区和关键节点集聚，开展农产品生产加工、综合利

用技术研究与示范；打造供应链，面向市场开发符合

不同消费层次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建立完善的市场

供应链体系。
积极构建集良种繁育、规模生产、精深加工、物

流销售和循环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积

极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机制，提高产业链条

的稳定性。 鼓励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
鼓励发展以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使其成为扩展粮食产业链、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家庭农场以专业合作社等形式与龙头企业合

作，实行“龙头企业＋以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为主体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结方式。
积极发展“互联网＋农业”。 深入贯彻落实“互

联网＋行动实施方案”，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
细化的现代“种养加销”新模式，提高农产品竞争

力。 鼓励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开展为农服务，逐步形

成线上线下融合、农产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

的双向流通格局。
５．扩大国际合作，优化贸易格局

创新“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新思路，在沿线国家

积极对接优质农业资源，加快农业企业“走出去”发
展步伐，促进境外种植，使境外农业稳定发展。 充分

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在贸易方面可以更多进口土地密集和水资源密集的

资源密集型农产品，适度进口粮食产品。 同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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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解决农产品进口地区集中、
品种集中的问题，并通过进口的倒逼机制促进国内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 在投资方面，要促进农

业生产要素的国际国内双向流动，促进国内农业技

术进步，助力海外农业生产发展。 譬如中俄两国签

署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

业发展规划》就在大豆、玉米、奶牛、肉牛等方面开

展了合作。 政府间达成了发展规划共识，为解决农

业企业对外开放、“走出去”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加快适应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形势，提高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的能力。 我国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人口还在持续增长。 根据各方面专家的预测，２０３０
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 １６．５ 亿人，粮食需求将持

续扩大。 所以在提升粮食产能的同时，要大力发展

粮食物流体系，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增强宏观调控

能力。
６．建立健全粮食质量监测体系，确保粮食品质

完善的粮食监测体系对增强我国粮食的市场竞

争力，保障人民生活的健康，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的意义。 因此，需要树立绿色环保、无毒无害的新的

粮食安全观，完善各个环节的监测，集技术、经营、管
理于一体，加快推进监测系统的科学化、规范化、程
序化，通过各个环节的监测，确保粮食品质。 紧抓源

头，建立种子、土壤、耕作、灌溉等方面的标准，对于

农药、化肥、除草剂要有更为具体的标准，不同地区

要根据气候、土壤条件制定不同的标准，要以严谨的

标准、严格的管理、严肃的处罚、严厉的问责，提高粮

食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标准。 同时，构建以国家区

域中心为龙头、省级为骨干、市级为支撑、县级为基

础、企业为补充，适合我国国情和粮情的粮食质量安

全检验监测体系，提高检验监测能力。 积极发展第

三方检验服务市场，拓展服务功能，建立粮食认证体

系，保障粮食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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