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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大国粮安”视域下加强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丁 声 俊

摘　 要：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保障生物安全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对于保障大国粮食安全更是至关重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生物安全事件，给农

业粮食产业带来了重大灾难。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粮食大国，具备多种优势条件，但是保障“大国粮安”仍然面临重

大挑战。 尤其是农业粮食生态系统在多种干扰压力下严重退化，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农业粮食生产面临的生

物安全风险尚未得到人们充分重视。 为此，必须敲响警钟，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并完善生物安全现代治理和保障体

系，把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系统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强化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保障，把“大国粮安”建立在牢固的生

物安全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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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为何必须重视生物安全

迄今，人们对生物安全问题还认知甚少，对其严

重危害性也认知甚浅。 然而，从全局和深远的视角

来看，生物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已不单纯是对人

体健康、经济与科技的表面影响，而是攸关政治安

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的战略层面上的

重大影响。 无疑，加强生物安全对于保障“大国粮

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
所谓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

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各种灾害或潜

在威胁，以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

措施。 鉴于生物技术发展有可能产生多种负面影

响，人们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 一般情况下，人类

的生态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功能可以维系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因而，人们往往忽视生物安全

的隐性风险，使其成为包括经济、军事、生态环境在

内的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 如今，生物安全已

成为一个攸关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许多国

家或地区都把生物安全纳入经济发展战略乃至国家

整体安全战略。 加之，生物安全直接关系公共卫生

事件的发生和蔓延，关系天下苍生与粮食安全，其已

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大威胁，也引发广大

民众的普遍关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生物技术的进步，

生物安全的范围越来越广，其内容主要包括：危险性

病原物与人类身体健康安全、外来有害生物与生物

多样性减少及转基因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和

生物防恐等。 其中每一项内容都可扩展为一个宏大

的课题，如基因技术的安全性、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

用、生物武器的控制、外来生物入侵、重大突发性疾

病的防控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国越境转移等，都可

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

有害影响。 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会对农业和粮食产业

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农

业粮食产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民生产业，
也是生态产业和风险产业。 这就意味着，农业粮食

产业必然更多、更易遭受生物安全风险，防范与化解

重大突发性公共生物安全风险，对于保障大国粮食

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至关重要。 目前， 我国农业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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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领域面临的生物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全球流行，再次为我们敲响

警钟：大力加强对包括农业粮食在内的生物安全风

险的防范和监管，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二、严重的教训：生物安全风险暴发给

农业粮食造成重大危害

　 　 生物安全风险是生态性明显的农业粮食产业的

重大隐患。 生物安全风险一旦暴发，就必然对农业

粮食产业带来毁灭性灾害。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

界范围内发生了数以百计的威胁农业粮食产业安

全，威胁人类生活、生产和生存，乃至影响人类文明

进程的严重的生物安全事件，造成了重大历史性

灾难。
１．诱发严重疫病，致使大量农业劳动力丧失

农业劳动力是指能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力的数量

和质量。 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粮食产业最活跃、最积

极的要素，它的数量和质量因受自然、社会、经济等

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断变化中。 历史上威胁人

类文明进程最严重的生物安全问题莫过于瘟疫。 一

个多世纪以来，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疫情致使数

以百万计的人口死亡，这意味着农业粮食产业劳动

力的严重损失。 且不说自古以来，在世界上暴发过

一连串的瘟疫， 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口丧生， 仅

１３４７—１３５３ 年发生的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

疫，就夺走了 ２５００ 万欧洲人的性命。 无独有偶，肆
虐两个世纪之久的黄热病，造成美洲、非洲及欧洲部

分地区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活动趋于瘫痪。 １９ 世

纪的霍乱肆虐，横扫全球，仅印度就有超过 ３８００ 万

人死亡。 １９１８ 年暴发的大流感，造成了 ２０００ 万—
４０００ 万人死亡，全球患病人数在 ５ 亿人以上。①大

量人口死亡，不仅是众多家庭的悲剧，而且使农业粮

食产业惨遭厄运：大批农业劳动力被瘟疫吞噬，广袤

的土地由于无人耕种而沦为不毛之地，农业粮食生

产凋敝，社会民众掉进饥荒的深渊。
２．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直接危及农粮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 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

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其精髓在于：一是纠正理

论偏颇。 强调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在统

筹协调中培育新产能。 这是对以征服与改造自然为

主旨、在“斗争”中彰显生产能力的传统生产力理论

的纠偏。 二是创新发展理念。 强调资源、环境、生态

并重，意味着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和内生力纳

入生产力范畴。 这是对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三是

强调与民生相融合。 生态环境状况优良，成为生产

力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是对生产力内涵的

新拓展。 总之，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损害生态环境就是破

坏生产力。 生态环境优，则农业粮食兴；生态环境

劣，则农业粮食衰。 进入近代以来，受农业工业化和

“石油农业”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产生的环境污染直接给农业粮食产业发展带来了严

重后果。
这样的历史教训触目惊心。 ２０ 世纪 ３０—６０ 年

代，世界范围内曾发生“八大公害”，如 １９４８ 年的美

国洛杉矶烟雾事件、１９５２ 年的伦敦烟雾事件、１９６３
年的日本米糠油污染事件。 １９７２—１９９２ 年，世界上

又发生了生态环境的“十大污染事件”，主要包括北

美“死湖”事件、巴西库巴唐“死亡谷”事件、西德森

林枯死病事件、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泄事件等。 这些

都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暴发严重生物安全风

险的恶果。
这里只对北美“死湖”事件进行简要评析。 ２０

世纪 ３０—７０ 年代，西方国家工业化迅速发展，但在

越来越多地向地球索取物质财富的同时忽视了环境

保护问题，致使自然资源受到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

遭到毁灭性破坏。 其间，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南

部是西半球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每年向大气中

排放二氧化硫 ２５００ 多万吨。 其中约有 ３８０ 万吨由

美国飘到加拿大，１００ 多万吨由加拿大飘到美国。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这些地区出现了大面积酸

雨区。 美国受酸雨影响的水域面积达 ３．６ 万平方千

米，２３ 个州的 １７０５９ 个湖泊有 ９４００ 个酸化变质。
加拿大受酸雨影响的水域面积达 ５．２ 万平方公里，
５０００ 多个湖泊明显酸化。 湖泊池塘死鱼漂浮，湖滨

大片树木枯萎。②此类事件表明，破坏生态环境使农

业、渔业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３．外来入侵物种蔓延，促使生物多样性趋减

迄今，外来物种入侵已遍及全球，成为一大危

害。 外来物种是指那些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

布范围及扩散潜力以外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

单元，包括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

繁殖体。 目前，世界上外来物种入侵或传入途径主

要有三种：一是人为有意引进。 主要是人们出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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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渔业生产、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保护、观赏等目

的有意引进某些物种。 二是人类无意传播。 主要包

括随交通工具带入，像豚草；随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带

入，像假高粱随进口粮食夹带传入；随动植物引种带

入，像毒麦随进口种子传入我国，等等。 三是通过自

身繁殖扩散以及通过风力、水流、动物等途径进行的

自然扩散。
外来入侵物种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

强和传播能力强的特点。 与此相对照，被入侵生态

系统拥有可供利用的资源但又缺乏自然控制机制，
因而形成外来物种入侵频率高的现象，对本土生物

形成严重威胁，甚至成为公害，人类的农业粮食产业

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自然界长期的进化过程

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并将各自

的种群限制在一定的生境和数量范围内，形成了稳

定的生态系统。③但当一种外来生物侵入并在脱离

了人为控制后，就会在当地的气候、土壤、水分及传

播条件下野蛮扩散，形成大面积单优群落，从而打破

原有的生态平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对世界第二大淡水湖失去生态平衡的事件

进行简要分析。 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湖是世界第二

大淡水湖，其被外来物种入侵 ５０ 年，生态链遭到彻

底破坏。 维多利亚湖地处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

亚交界处，是这三个非洲人口大国的“母亲湖”。 湖

中生长鱼类品种多达 ６００ 余个，绝大部分属独有品

类。 为了抢占维多利亚湖更多的水资源和渔业捕

捞，渔民们几乎是疯狂一般地捕鱼，毫无节制的“大
小通吃”导致捕捞量和水位急速下降。 就在此时，
维多利亚湖又遭遇污染加重与物种入侵的麻烦。 在

大饥荒年代，三国政府开始坐下来谈判，但谈判内容

不是如何控制捕捞和污染，而是如何引入繁殖期更

短、生长更快的尼罗河罗非鱼和鲈鱼以及巴西水葫

芦（凤眼莲），结果短短 １０ 年，近九成湖岸都被水葫

芦长满，导致更多湖中生物因缺氧窒息而死。 两大

物种入侵使维多利亚湖生态链遭到难以挽回的破

坏，形成极大的恶果：鱼类减少 ８０％，物种灭绝

６０％，鸟类灭绝 ３５％。 更严重的是，湖水面积从百年

前的 ６．９ 万平方公里缩小到 ５．９ 万平方公里，本土鱼

类被灭绝的多达 ５００ 余种，连甲壳软体类动物和鸟

类也难逃一劫。④

４．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存疑，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基因（ＤＮＡ）是保持自然界中每种生物固有的

生命特征的物质。 转基因生物就是指为了达到特定

的目的而将 ＤＮＡ 进行人为改造的生物。 通常的做

法是提取某生物具有特殊功能的基因片断，通过基

因技术将其加入目标生物中。⑤ １９８１ 年，人类发明

了动物转基因技术，次年转基因小鼠降生。 随后的

１０ 年间，转基因兔、猪、鱼、牛、鸡，以及绵羊和山羊

等也获成功。 １９８３ 年，世界首例转基因植物培育成

功，到 ２００７ 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１．１４３亿
公顷，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增加到 ２３ 个，其中包括 １２
个发展中国家和 １１ 个工业化国家。⑥１９９４ 年，美国

研发出第一种转基因蔬菜（番茄）。 此后，转基因作

物和转基因食品不断增多。 目前，世界上涉及转基

因食品或转基因食品原料的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

玉米、转基因番茄、转基因油菜、转基因马铃薯等⑦，
转基因食品已逐步进入一些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 因为食品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所以人们对于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粮食生产领域的应用极为关注，
尤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为广大消费者关注的

热点。
迄今为止，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形

成定论。 支持者认为转基因食品是解决粮食安全的

重要途径，但是反对者特别是广大百姓对转基因食

品的潜在危险性仍存在疑虑。 许多专家学者以事实

论证，转基因生物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一是转基因生物既对害虫和

病菌发挥抑止作用，也对非目标生物、有益生物等产

生直接或间接的危害；二是转基因生物会增强目标

害虫的抗性；三是转基因生物可能造成杂草蔓延；四
是转基因生物危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五是转

基因生物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９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承认，转基因食品可能会破

坏生态平衡。 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和安全性

的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下结论。⑧

正是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没有定论，
所以迄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接受这种有争议的作

物，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 日本民众强烈反对种植

转基因作物，在日本国土上至今没有使用转基因种

子。 爱尔兰禁止种植所有转基因食用作物，对含有

转基因原料的食品实行标签制度。 德国、奥地利、匈
牙利、希腊、保加利亚和卢森堡等国禁止转基因食用

作物的种植和销售。 ２００５ 年，瑞士全民公决通过一

项禁令，要求 ５ 年内不得种植转基因作物或者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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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动物。 虽然这项禁令最初只有 ５ 年的期限，
但到期后仍在执行。 还有些国家虽然允许种植部分

转基因作物，然而公众普遍不信任其安全性。

三、警钟长鸣：我国农业粮食面临

生物安全风险的严峻挑战

　 　 在客观看到我国是一个农业粮食大国、具备多

种优势条件的同时，必须正视其面临的严峻形势。
从近期看，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但从中长期

看，仍然存在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八
大挑战”：一是农业粮食生态环境的压力呈加重态

势；二是人均耕地、淡水资源数量趋减、资源承载压

力越来越沉重；三是全国人口逐年增长和消费刚性

增长的趋势，使中长期的粮食供求呈“紧平衡”态

势；四是农业粮食产业处于成本上升期，农产品价格

基本上都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减弱了其在国内外市

场上的竞争力；五是粮食比较效益较低，粮食生产和

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较低，导致农民

生产粮食的意愿不高；六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小农

生产者占绝大部分，不仅规模效益低下，而且抵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薄弱；七是农业粮食科技创新能力弱，
尤其是作为农业粮食生产“芯片”的优良品种的培

育处于劣势；八是外来入侵有害生物造成多种危害，
威胁农业粮食可持续发展。

关于我国农业粮食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已有

多种深入的论述。 本文着重阐述人们关注不多的生

物安全特别是生态系统退化的挑战。 生态系统是指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

体。 在这个统一的整体中，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

状态。 保持生态系统平衡是攸关农业粮食兴衰的重

要举措。 当前，多种干扰压力导致我国农业粮食生

态系统严重退化，并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生态功能

减弱或丧失、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降低、生物多样性

降低、生产力下降、基本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以及

“抗逆”能力下降。 特别是农业粮食产业遭受严重

影响，包括土地、草原、森林和水域等主要领域的自

然生态系统受到多种干扰压力而失衡，构成了国家

粮食安全的隐患。
１．土地生态系统退化

土地生态系统，也称陆地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

统中，耕地是国土中的精华，是农业粮食产业的基本

要素。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剧烈的

气候变化以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与田间管理方法，
造成我国耕地资源禀赋趋于劣化：土地面源污染蔓

延，土壤肥力趋于下降，酸化和盐渍化面积大幅扩

展。 例如，为片面追求高产，我国农业生产过度使用

化肥以及田间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然而由于化

肥、农药利用率低，使用结构不合理，造成巨大浪费。
利用率是衡量化肥农药科学施用水平的重要指标。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９ 年，我国水稻、玉
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 ３９．２％，农药利

用率为 ３９．８％，尽管均比 ２０１７ 年有所提高，但仍然

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提升空间。⑨众所周知，我
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然而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量长期保持世界首位，两者的使用总量占世界的比

重达 ３０％以上。 由于化肥、农药等化学物的过量使

用形成的有害残留物快速积累，加速了农业生态环

境破坏与物种灭绝，从而引起食物链断裂以及农作

物病虫害暴发概率的提高。 上述种种危害，不仅使

我国耕地资源禀赋退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

国耕地面积明显减少。
２．草原生态系统退化

草原是重要的国土资源，也是现代畜牧业的基

础条件。 草原生态系统是以各种草本植物为主体的

生物群落与草原生态系统环境构成的功能统一体。
与森林生态系统相比，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

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它不仅是我国重要的

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重要的生态屏障。 长期以

来，由于对草原的掠夺式开发，如乱开滥垦、过度樵

采和长期超载过牧，导致全国草原严重退化。 其主

要表现包括：一是草原植被疏落，产草量下降；二是

牧草质量劣化，可食性牧草减少，毒草和杂草增加，
牧场的使用价值下降；三是草原退化、沙化，导致气

候恶化，许多地方的大风日数和沙尘暴次数逐渐增

加；四是草原牧区鼠害加剧，使草场惨遭破坏而降低

使用价值。 草原退化、碱化和沙化、气候恶化以及严

重的鼠害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是对草原不合理利用

所造成的生态恶果。
３．森林生态系统退化

森林生态系统是森林生物与环境之间、森林生

物之间相互作用，并产生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统

一体系。 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生物种类丰富，层
次结构较多，食物链较复杂，光合生产率较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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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生产能力也较高。 森林生态系统在陆地生态系

统中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

等方面的功能，有“绿色水库”之称。 然而，在一定

的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或两者的共同干扰下，会发生

森林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如下：服务功能减弱或

丧失；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减小；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产力下降；基本结构和功能破坏或丧失；稳定性和

“抗逆”能力减弱，森林生态功能严重弱化。 当前，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实施林业发展和生态建

设一系列重大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由于种

种因素的干扰，我国森林生态系统退化依然严重：一
是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挑战巨大。 我国总体上仍然

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 森林覆盖率远

低于全球 ３１％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

人均水平的 １ ／ ４，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分
布不均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 二是严守林业生态红

线面临的压力巨大。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

速，生态建设的空间被不断挤压，严守林业生态红

线，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底线的压力日益加大。 三是

森林产品供求矛盾巨大。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脆弱、
森林生态产品短缺的状况突出，成为制约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４．水域生态系统退化

所谓水域生态系统，是指在水域中由生物群落

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以水为基质的生态系统。 长

期以来，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下，我国水域

生态系统渐失平衡，逐渐退化。 先说自然因素，例
如，湖泊富营养化促使水质变差，藻类过度生长产生

毒素以及藻类残体分解时消耗大量溶解氧导致鱼类

和其他水生生物死亡。 再说人为因素，像人类在鱼

类洄游通道上拦河筑坝，使鱼类无法溯河或降海产

卵繁殖等。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又往往互相结合、
互为因果、共同干扰，导致水域生态系统退化。 其主

要表现包括：一是数量萎缩。 据第二次湖泊调查，近
５０ 年来，我国湖泊数量减少了 ２４３ 个，面积缩减

９６０６ 平方千米，约占湖泊总面积的 １２％。⑩第二次

湿地调查结果表明，与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湿地

面积减少了 ３３９． ６３ 万公顷，减少率为 ８． ８２％。 其

中，自然湿地面积 ４６６７．４７ 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

积的 ８７．０８％。 与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自然湿地

面积减少了 ３３７．６２ 万公顷，减少率为 ９．３３％。湖泊

和湿地面积持续缩减，成为我国近期面积丧失速度

最快的自然生态系统。 二是水质恶化。 我国五大淡

水湖，除了洞庭湖目前处于中营养水平外，鄱阳湖、
太湖、洪泽湖和巢湖均处于富营养化状态。 在辽阔

的西北部的湖泊，普遍呈咸化、碱化，水质趋于劣化。
三是禀赋下降。 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禀赋也不断

减退，湖泊鱼类资源种类减少、数量缩小、生物多样

性下降。
５．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造成严重危害

中国是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的国家，又是农

业、牧业和渔业大国，因而是全球生物物种特别丰富

的国家，占世界第八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的

地位举足轻重。 我国国土上蕴藏着的丰富的生物资

源，是大自然的宝贵财富，对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

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 随着国际贸易和

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以及旅游业和物流业的迅速发

展，外来物种入侵我国的数量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

大。 迄今，全国 ３４ 个省（区、市）均有外来入侵生

物，已经遍及全国。 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２０２０ 中

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已发现 ６６０ 多种外来

物种入侵。 其中，有 ７１ 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

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６９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 ２１９ 种外来入侵物种，
其中 ４８ 种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外来

物种入侵极有可能给入侵地区带来严重损害：一是

外来入侵物种会改变侵入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降低

物种多样性，进而对当地社会、文化等产生消极影

响。 二是外来物种对人类健康可能构成直接威胁。
例如，豚草花粉成为人类变态反应症（过敏性）的主

要致病源之一，所引起的“枯草热”对许多国家民众

的人体健康产生了极大危害。 三是外来入侵动植物

直接危害当地农林等产业经济发展。 它们会对农

田、园艺、草坪、森林、畜牧、水产等造成直接危害。
四是外来生物入侵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给当地水

土、气候等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还会导致各种间接

损失。 五是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危

害。 《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报道显示，在欧洲，每
年外来物种的入侵造成至少 １２ 亿欧元的损失。 而

外来入侵物种专家小组（ ＩＳＳＧ）的主席皮耶罗说，１２
亿欧元的数字偏低，因为这个数字不包括外来物种

对本地物种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综上所述，我国土地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都出现了普遍性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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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加之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致使我国自然生态

系统功能严重弱化，造成了系统性、频发性、普发性

生态危害和生态灾难：一是危害资源。 农业粮食生

产的稀缺资源（如耕地等）可能会永久性丧失或禀

赋降低。 二是破坏森林。 森林被乱砍滥伐，林地大

面积缩减。 三是干旱频发。 生态系统退化导致干旱

灾害频发，土地沙漠化现象严重，沙漠化面积快速扩

大，甚至会暴发危害极其严重的沙尘暴。 四是水土

流失。 在水流作用下，特别是人类错误行为严重破

坏了坡地植被后，很可能会由自然因素引起地表土

壤破坏和土地物质移动，就是普遍发生的水土流失。
五是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可能形成酸雨危害农田，
同时有毒气体会引起人们呼吸道疾病，危害人类生

命健康。 六是水域污染。 江河湖泊水质变劣，甚至

江河断流干枯，危害水生物生长。 七是生物多样性

减少。 八是固体污染物成灾。 固体污染物包括有害

生活垃圾和农业白色垃圾，它们不仅污染生活环境，
而且破坏土壤结构和功能。

严峻的挑战，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警示人们：如
果想要粮食安全有保障，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化挑

战为动力，补短板增实力，切戒放松粮食安全之

“弦”。 为此，需要推动生物安全建设，促进生态绿

色发展，以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有把握地确保

“大国粮安”。

四、“大国粮安”：加强生物安全现代治理和

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是一个东方农业粮食大国，其主要标志包

括：农业粮食生产历史悠久，至今仍然保持着完整的

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史；农业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产业，粮食安全是国民经济乃至国家安全的“压
舱石”；农业粮食资源丰富，拥有 １８ 亿亩基本农田，
建设有一大批重要基础设施，还是许多农业粮食作

物的原产地；粮食等农产品产量高，有多种农产品产

量位居世界首位；粮食实现“十七连丰”，粮食总产

量连续 ８ 年保持在 １．３ 万多亿斤；粮食、肉蛋奶等大

宗农产品的加工量和消费量巨大，是农产品加工和

消费大国；农业粮食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在世界

上市场体量最为庞大，市场主体达到 １．３ 亿个，是世

界农产品贸易大国；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互联网＋”
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在客

观看到我国是粮食大国、具有多种优势的同时，还必

须正视我国农业粮食产业“大而不强”，以及存在多

种“短板”的状况，尤其是面临着严峻的生物安全风

险。 为保障“大国粮安”，必须从建立和完善制度入

手，切实加强农业粮食产业生物安全现代治理和保

障体系建设。
１．提高思想认识是先导

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 强化农业粮食

产业生物安全建设要以“思想建设”为先导和保证。
面对“两个大变局”和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峻挑战，建立并完善农业粮食生态系统的现代治

理和保障体系是重要新举措，也是一项重大新任务。
为此，必须提高思想，强化认识，即提高对保障农业

粮食生态安全重要战略意义的认识。 当前，生物安

全已成为一个攸关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涉
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多领域。 我

国是一个有着 １４ 亿多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

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一刻也不能放松。 保

障生物安全在保障国家总体安全中占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 要站在保障“大国粮安”、保护人民健康、维
护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化对

保障农业粮食生态安全战略意义的认识，并有针对

性地采取必要措施，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科技

支撑，扩大产能，适度进口”的粮食安全战略以及

“党政同责”的新举措贯彻落实好。
２．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是关键

从国家总体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好农业粮食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规划。 鉴于

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的来源多、时空广、频谱全，
必须多管齐下应对挑战。 应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整

体谋划，全盘考虑，全域防御，制定系统性、全谱性的

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的战略规划。 对

其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战略部署，明确

维护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的路线图，为其风险防控和

治理提供行动指南。 同时，整合国家各方面的力量，
加强维护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的统筹协调和布局，制
定科学高效的风险应对计划，并构建系统的应急机

制；坚持平时和战时相结合、预防和应急相结合、科
研和防控相结合，提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 此

外，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生物安全防控预

警、预测机制以及应对举措。
３．创新体制机制是根本

为实现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的目标，必须进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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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创新体制。 第一，加强国家集中统一领导。 鉴于

建立和完善农业粮食生态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涉及

部门多、领域广，攸关粮食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

全、科技安全等多个方面，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交

叉的特点，必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第二，健全农业

粮食生物安全制度。 包括决策咨询制度、应急预演

和救援制度、生物及其制品进出口的安全风险防范

与控制制度、生物安全的国家报告制度等。 第三，建
立健全预警监测机制。 完善的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

险预防、评估和预警机制，能降低和减少生物安全事

件发生的突然性。 为此，要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其主

要内容包括：预防预警生物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成灾

等态势分析，预测预警措施以及筛选优化应对策略；
健全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的审查和监管机制，从源头

上预防和化解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 第四，健全

防控和监管体系。 重点包括两方面：一是健全农业

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的装备技术体系。 当

前要大力提高科技在维护粮食生物安全中的作用，
为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提供强大的技

术支撑。 二是健全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管控体系。 主

要包括建立生物安全防控管理组织结构，完善生物

安全管理制度，提高生物安全防范支撑条件，提供生

物安全设施装备和配套设备，加强生物安全监督，提
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等。 总之，要积极进行体制机

制创新，并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从根本上确保农

业粮食生物安全。
４．推进科技创新是动力

筑牢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防线，科技创新手段必

不可少。 第一，要优化科技创新模式。 通过政府引

导投资、各类型企业融合等方式加大对农业粮食生

物安全领域的投入，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开展战略前

瞻性研究，培育壮大生物安全科技企业，提升其核心

竞争力，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 第二，要培育专

业科技人才队伍。 从基础教育入手，培养、储备一批

生物安全领域的人才，并广纳海内外英才，造就一支

高素质队伍，让中国成为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的新高

地。 第三，要加强科技攻关。 农业粮食生物安全重

大科技成果是确保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之重器。 要从

加强能力建设入手，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与此

相适应，要加强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科研攻关体系和

能力建设，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体制机制，加快

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相关领域国

家重点科研体系。 总之，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

农业粮食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必须

加强提高农业粮食生物安全现代治理能力的科技

支撑。
５．建立健全法律政策体系是保障

加快构建包括农业粮食在内的国家生物安全法

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构筑粮食的科学、规
范、高效的生物安全法律防线。 第一，加快生物安全

法立法进程，构建保障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的完备的

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建立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的管

理制度体系，包括监测预警体系、标准体系、名录清

单管理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体

系以及决策技术咨询体系等。 第三，增强保障农业

粮食生态安全的能力，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和

政策扶持力度。 第四，强化源头管控，严防外来有害

生物“偷渡”入境。 要按照底线思维、源头预防、综
合治理、全民参与的原则，抓好防控工作。 强化源头

管控，把好外来物种引入、国门防控、国内调运检疫

三大关口。 第五，在全社会普及生物安全及农业粮

食生态安全体系基础知识，培养公众维护生物安全

要从自身做起的意识，养成良好、科学的工作和生活

习惯。 还要时刻关注外来生物对我国经济、社会、文
化和公众健康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第六，强化法治

保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严格依法

管理，堵塞漏洞，防止生物技术被滥用，将生物安全

风险降至最低。

五、结论

面对“两个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大冲击的

严峻形势，当今中国确保“大国粮安”的形势复杂、
任务艰巨。 在历史进入 ２１ 世纪的今天，包括社会、
经济、科技与大自然在内的客观环境发生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需要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
生物安全建设提上重要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生物安全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然而，包括农

业粮食在内的生态体系在多种干扰压力下趋于退

化，多种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使得保障“大国粮安”
也面临着新风险和新挑战。 当前，传统生物安全问

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境外生物威胁和

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致使生物安全风险呈现出

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 新时代在呼唤，生物安全关

乎“大国粮安”，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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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发展。 它已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必须把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健全其现代治理体系，提高其现代治理能力，
以牢牢稳住我国粮食安全“压舱石”。

面向未来，我国必须大兴生态革命，促进绿色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大力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

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筑牢

包括农业粮食产业在内的国家生物安全屏障。 具体

包括：尽快制定和实施生物安全法，确立保障生物安

全的体制机制，建立风险监测预警、风险调查评估、
信息共享等基本制度，构建起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

“四梁八柱”。 同时，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攻

关，系统提升保障我国生物安全的科技支撑能力。
采取这些重要措施，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国农业粮食

生态系统的现代治理能力，对于立足现阶段、贯彻新

理念、构建发展新格局以及确保“大国粮安”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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