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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收入保险试点政策 '()合规性"

风险测算与通报策略探讨

"!张!姝!!张靳雪"!吕开宇!

!!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3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保定#+!##!#

收稿日期("#"$R#&R"$.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劳动力调整成本与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转型研究%"+"##$!-&#+国家自科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玉米临储政策取消背景下粮食种植户群体适应性调整及演化研究%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 "!#RM;0>R#$R"#"$#.

作者简介(张姝 "!,-&!#+女+吉林长春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产品贸易与产业政策'农业农村风险管理+0R<E?D(WQE7LR
@QB#!!AEE@3A7/张靳雪 "!,,%!#+女+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保险'产业经济+0R<E?D(Q=7JWQE7L[?7:B6!!*$3A9<.

通信作者(吕开宇 "!,+%!#+男+江苏无锡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金融与保险'公共政策和农村发展+0R<E?D(DPBGE?PB!
AEE@3A7.

摘要!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背景下%通过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突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转型瓶
颈$化解'()规则下的 &破箱'困局%明确中国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 '()合规性至关重要(本
文通过对比'() )农业协定*与中国三大粮食作物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发现%由于现行试点政
策中的起付线$免赔额$赔付金额等方面均存在争议点%当前农业收入保险补贴较大概率被归为特
定产品 &黄箱'(进一步对特定产品综合支持总量 !;H1"和微量许可剩余空间 !HF1"的测算结
果显示%若将农业保险补贴归于 &黄箱'措施%那么特定产品小麦$稻谷将面临 &破箱'风险(在
针对 &破箱'风险的应对与化解方面%本文通过对保障水平$目标收入$农业生产者净得$&转箱'
等关键指标的具体拆解和测算%提出通过策略性通报降低 &破箱'风险的具体方案%同时提出实现
农业收入保险的市场化转型$提升保险机构的专业能力$深度参与和影响 '()改革与贸易规则制
定等中长期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收入保险+财政补贴+'()合规性+&黄箱'+国内支持政策改革

'"(!!#3!$-%*,[3A7!!R!#,+,@3"#"$3!#3##!

!!"#

现阶段中国农业补贴政策面临国际规则约束和国内资源环境约束的双重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改革迫在眉
睫."#"!年*月!-日+国务院第!$,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财政部关于在!$个粮食主产省份扩大三大粮食
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汇报."#"!年*月",日+$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扩大三大粮
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通知*.自此+集成本保险'大灾保险'收入保险三大险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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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农业保险体系框架形成.在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政策改革大背景下+试点体系中的种植收入
保险尤为引人注目+被认为将在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的新方向+农业收入保险在突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转型瓶颈'化解 '()规
则下的 $破箱%困局问题上被寄予厚望.$破箱%困局来源于中国加入 '()时在农业方面做出的较高开放
承诺.加入'()谈判时中国所获得的国内支持政策空间极为有限+其中特定产品 $黄箱%措施支持水平的
$微量允许标准%">6H?7?<?@#仅为该产品年度总产值的-3%\.一旦补贴额度突破这个数值 "即出现 $破
箱%#+就将遭遇'()和贸易伙伴的诸多挑战.就国内补贴政策重点支持的产品而言+目前已经出现外部
环境倒逼性质的改革要求/而随后任何的支持政策加码+如果不进行归箱研究和测算+都有可能成为导致
$破箱%的 $最后一根稻草%.例如+近年来美国向'()发起的针对中国三大主粮国内支持 ">1%!!#'农产
品进口配额管理 ">1%!+#的诉讼案+均以中方败诉告终.加之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维系多边'
双边关系更是如履薄冰.因此+需要尽快明确各项政策 $归箱%+降低 $破箱%风险+避免无谓的贸易摩擦
及其所导致的更加严重的国际经贸冲突.

明确农业收入保险补贴政策合规性对于解决 $破箱%困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
视角来看+明确农业收入保险补贴政策 $归箱%有助于增强利用国际规则的实践经验和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
定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自从加入 '()以来+一直努力遵守

'()规则.不但在加入'()期间做出重大让步+在加入后也积极废止'修改和重新制定大量国内法律法
规+而且尊重并遵守对中国不利的裁决+尽力避免将'()框架下的贸易争端扩大'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双边
或多边经贸冲突.例如+针对"#!,年'()关于中国小麦'水稻补贴违规的裁决+中国已于"#"#年&月完
成对水稻'小麦补贴政策的改革+以适应 '()要求.但在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下+'()正在经历重
大改革+中国在展示遵守世界舞台规则意愿的同时+需要从一个规则跟随者逐步成长为规则参与者'制定
者+应当学会成为'()框架规则更熟练的运用者.而明确政策 $归箱%+有助于增强利用国际规则的实践
经验和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通过灵活性的策略来提高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声誉
和自身利益.从国内政策改革角度来看+对农业收入保险补贴政策合规性的探讨将从国际规则视角为国内农
业支持政策改革提供更多方向和可能.全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都出现转折
性变化+农业农村发展对于农业支持政策的需求正在经历剧烈转变+国内支持政策亟待转型.今后农业政策
的改革和制定+不能仅考虑如何将有限的国家财政资源用好+更需要同时兼顾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和中国的
国际承诺.而对 $归箱%问题的梳理与分析+一方面+有助于 $摸清家底%+对试行的收入保险政策的 $属
性%有清晰的认识+对目前还留有的政策空间有明确的掌握/另一方面+从国际规则视角为国家收入保险政
策改革提供更多可能的方向+从而在未来实现国内支持政策与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有效衔接.

"!$%&'

近年来+诸多研究提出将农业收入保险作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甚至是替代现行补贴政策的新方案+
因为农业收入保险在能够实现托底农业生产风险'收窄市场价格波动幅度'稳定和促进农业产业健康发展'
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等基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更符合现行 '()规则下农业支持政策转型的需要0!R&1+有利
于 $减黄增绿%以规避国际贸易摩擦风险0%R+1.然而+上述结论的背后往往存在一个默认的前提假设+即农
业收入保险属于 $绿箱%政策+符合'()合规性要求+相关方面的国内支持是免于削减的.

针对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合规性和 $归箱%问题+已有研究和报道对发达国家农业保险补贴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有文献报道+美国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已经引发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 $扭曲%+导致他国农
业利益受损+'()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合规性%诉讼案数量也逐年激增0-R,1.!,,-年加拿大诉美国玉米案'

"##"年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花案'"##,年中国诉美国白羽肉鸡案等诉讼案中均涉及 $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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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以被诉国被迫付出高昂经济代价结束0!#R!"1.欧美国家为了化解不同形式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存在的差异
化 $归箱%风险+充分利用 )农业协定*的不完备性+逐步调整本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以适应国内'国际要
求0!$R!%1.从通报策略上看+尽管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目前均已将不满足 '()合规性的农业保险补
贴纳入 $黄箱%进行通报+但其均曾采用 $隐瞒通报%$转箱通报%或 $模糊通报%策略+利用 )农业协定*
中 $只对向生产者支付的农业保险补贴做出约束%的规则缺陷降低 $破箱%风险/从国内政策改革上看+发
达国家不断进行农业保险补贴方式 $顶层设计%创新以及农业保险合规化改革优化+以实现将农业保险补贴
方式向合规 $绿箱%转型的目标.例如+受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花争端影响+美国于国内新设 $补充保障选择
项目%$重叠收入保护计划%等农业保险计划+扩大对于核准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经营管理补贴以及再保险
补贴0!*1+同时采取了巧妙的国际通报策略!!!将经营和管理费用补贴归为 $绿箱%通报'对于再保险费用补
贴不予通报'将部分隶属于 $黄箱%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直接归为 $绿箱%进行通报0!+1+国内外改革措施
$并举%为农民提供了更为隐蔽的补贴.欧盟转而采用具有市场化倾向的'与保险对象及保险标的脱钩的固
定比例为*%\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通过 $广泛脱钩%将农业支持政策转 $绿%+直接加强了农业支持补贴
力度0!-R"#1.欧洲国家如奥地利'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等也采用了对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及再保险补贴的
方式以降低国际贸易争端风险0"!1.日本将更加市场化的'无指定保险标的的农业收入保险引入农业共济制
中+同时对县级以上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及农业共济组合提供业务费用补贴'对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提供再
报险补贴+从而使其国内农业支持政策具有良好的'() $绿箱%规则适应性0""R"$1.

关于中国农业保险补贴的合规性问题近年来也逐渐引发关注.有研究指出中国当前试行的农业收入保险
补贴政策不满足 )农业协定*$绿箱%条件+应归为 $黄箱%0!++"&R"%1.但已有文献对于政策合规性的探讨更多
的是针对条款本身+对于农业收入保险补贴政策归入 $黄箱%后的 $破箱%风险并未进行测算+对于风险的
化解和具体举措并未能通过定量分析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那么+当前试点的农业收入保险补贴政策是否符
合'() )农业协定*$绿箱%条款要求+其合规性究竟如何& 保险补贴政策归入 $黄箱%后造成 $破箱%的
风险几何& 如何未雨绸缪应对挑战& 这些都将成为未来中国农业保险政策长足发展'国内农业补贴政策攻坚
改革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在分析中国三大粮食作物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之于 '() )农业协定*合规性的基础上+测算'
对比"#"!年农业收入保险补贴归属 $绿箱%及 $黄箱%两种情况下的特定产品综合支持总量 ";H1#和微
量许可剩余空间 "HF1#+并通过对保障水平'目标收入'农业生产者净得'$转箱%等关键指标进行具体的
拆解和测算+提出通过策略性通报降低 $破箱%风险的具体方案+为破解国内农业政策性保险支持政策 $困
境%拓展了新的思路.

#!()*+,-./0123456789:;<

'() )农业协定*附件"第+条对收入保险补贴的 $归箱%做了一定说明.由于'()的法律体制属于
$成文法%架构+原则上任何不满足特定标准与条件的农业收入保险补贴均存在不能被视作 $绿箱%措施的
可能.因此+可以通过对照 )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通知*"以下
简称 )通知*#中的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条款+对政策的 $归箱%属性给予判断.

)*+!现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与 "绿箱#条件相符条款

中国当前实施的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受到'() )农业协定*附件"第+条的 $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
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参与%相关条款的约束.通过将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文件与 $绿箱%措施条件对比分
析发现+中国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的理赔资格'部分赔付条件'险种关系以及对政府资金的要求基本满足
$绿箱%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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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赔资格.中国现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明确指出+当前种植收入保险标的为稻谷'小麦'玉米三大
粮食作物+属于农业收入+与'() )农业协定*附件"第+条中 $收入必须来自农业%的要求一致.

赔付条件.第一+中国种植收入保险要求种植收入的保险责任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
失+落脚点在 $收入%+与'() )农业协定*附件"第+条中 $任何此类支付的数量仅应与收入有关%含义
相同/第二+中国种植收入保险与 $绿箱%条件均要求收入保险不会单纯因为国内或国际价格的变化进行赔
付/第三+中国种植收入保险要求不能将赔付条件与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挂钩+与 $绿箱%条件一致.

不同险种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实施 $二选一%政策+即农户可在直接物化成本保险'完全成本保险或
种植收入保险中自主选择投保产品+但不得重复投保.如图!所示+中国近年来农业保险简单赔付率在

$#\"-#\.不同地区和保险方案的具体情况会导致直接物化成本保险'完全成本保险或种植收入保险有所
不同+具体覆盖范围和赔付比例需要根据当地政策和具体方案而定+但均满足 $绿箱%措施 $生产者在同一
年接受两次支付+支付总额不得超过生产者总损失的!##\%的要求.

对政府资金的要求.中国当前种植收入保险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补贴不低于"%\的基础上+中央财政
对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补贴&%\+对东部地区补贴$%\+均为各级政府公共财政计划支付+与消费者完
全脱钩+即国家为农民提供种植收入保险补贴不会直接支付给农民+既不会受保险购买者购买需求或支付能
力的影响+也不会给购买农产品的消费者带来任何直接的优惠或损失.中国当前提供种植收入保险补贴的资
金来源与 $绿箱%条件 $所涉支持应通过公共基金供资的政府计划提供 "包括放弃的政府税收#+而不涉及
来自消费者的转让%相符.

图!!"#!"!"#"!年中国农业保险简单赔付率
数据来源()全国农业保险数据分析年报 ""#"!年#*.

注(简单赔付率为统计期间已决赔款与统计期间签单保费的比值.

)*,!现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与 "绿箱#条件不完全相符条款

起付线'免赔额.中国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文件没有明确提到起付线'免赔额+因此+现行种植收入
保险是否满足 $绿箱%条件需要参照各地实施的具体条款和当地数据.以河南省某农业保险公司推出的 $全
省稻谷保险%方案为例+该方案覆盖全省的稻田+并针对大雨'干旱'病虫害等多种风险进行了保障.该方
案的起付线为$年平均单产的$#\+符合'() $绿箱%措施条件的 $此类收入损失应超过前$年期或通过
去除前%年期最高和最低年收入确定的$年平均总收入或等量净收入的$#\%要求.若某地区的某种种植收
入保险方案规定起付线为$年平均总收入或等量净收入的"#\+则不符合 $绿箱%条件+即现实情况存在
$破箱%风险.从目前试点实施情况看+只要农户收入低于所设置的保额+即可触发理赔+但在保险产品的
设计过程中+为了减少道德风险+往往将最高保额设定为种植收入的+#\.

赔付条件.中国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文件赔付条件中明确提出保险标的为稻谷'小麦'玉米+有悖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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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箱%条件中 $不得与生产者从事生产的类型或产量 "包括牲畜头数#有关%的要求 "表!#.如果将稻
谷'小麦和玉米视为农业作物种植者的主要经营对象+并且强化缩小不同作物的差异性支持政策+满足无差
别化赔付条件+那么可以认定农业收入保险与种植类型脱钩+可以考虑通报为 $非特定产品%的 $黄箱%
措施.

赔付金额.中国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文件规定($原则上+种植收入保险保障水平不高于相应品种种
植收入的-#\%.$绿箱%措施条件规定此类支付的数量应补偿生产者在其有资格获得该援助的当年收入损失
的+#\以下.目前试点中设置相应品种-#\的保障水平并不一定高于 $绿箱%中提出的 $当年收入损失的

+#\%.计算得到+只有当收入损失超过**3*\时+试点赔付额度才会高于 $绿箱%措施中的规定.假设某
地区某保险公司的小麦种植收入保险保单+免赔额为每亩#"##元+赔付比例为亩产值的&#\.该地区农户

$年平均亩产为$%#千克+该年国家收购价格为每%#千克!!%元 ""#""年国家小麦收购价格#+那么+农户

$年平均收入每亩为 "$%#2%##]!!%̂ -#%元.当该农户当年因保单规定的某种原因造成小麦种植收入为

*##元时 "低于*#%元即可获得赔付#+即可获得保险公司赔付+赔付金额为-#%]&#\ $̂""元+此时+赔
付金额与当年收入损失的比例高达!*"\+农户收入比正常年份甚至还要高.而只有当农户当年每亩收入损
失超过$""2#3+̂ &+&3",元时+农户当年小麦种植每亩收入为$#$3+!元+才满足 $绿箱%条件.因此+中
国的种植收入保险是否符合'()的规定+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研判.

表+!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条款与 "绿箱#措施条件对照

项目 试点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文件表述
收入保险政策成为 $绿箱%措施需要满足的条件

")农业协定*附件"第+条原文#
对比分析

名称 !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年扩大版# !附件"3+(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
参与

符合

理赔资格 !保险标的为稻谷'小麦'玉米 !收入必须来自农业 符合

保险起付线'
免赔额

!没有提到起付线'免赔额
!此类收入损失应超过前$年期或通过去除前%年期最高
和最低年收入确定的$年平均总收入或等量净收入的

$#\ "排除相同或类似方案中获得的任何支付#
不确定

赔付条件

!种植收入的保险责任涵盖农产品价
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任何此类支付的数量仅应与收入有关 符合

!保险标的为稻谷'小麦'玉米 !不得与生产者从事生产的类型或产量 "包括牲畜头数#
有关

不符合

!不会单纯因为价格的变化进行赔付 !不得与适用于此种生产的国内或国际价格有关 符合

!没有涉及生产要素 !也不得与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有关 符合

赔付金额
!原则上+种植收入保险保障水平不高
于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

!此类支付的数量应补偿生产者在其有资格获得该援助的
当年收入损失的+#\以下

不确定

不同险种之间

的关系

!"#""年起农户可在直接物化成本保
险'完全成本保险或种植收入保险中自
主选择投保产品+但不得重复投保

!如一生产者根据本款和第-款 "自然灾害救济#在同一
年接受两次支付+则此类支付的总额不得超过生产者总损
失的!##\

不涉及

对政府资金

的要求

!补贴比例为在省级财政补贴不低于

"%\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及东
北地区补贴 &%\+对 东 部 地 区 补
贴$%\

!所涉支持应通过公共基金供资的政府计划提供 "包括放
弃的政府税收#+而不涉及来自消费者的转让

符合

!!注(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条款均来自 )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通知*+$绿箱%措施条件均来自

'() )农业协定*附件" )国内支持(免除削减承诺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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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方法

!!若农业收入保险补贴被归为 $黄箱%+则需要进行 $黄箱%剩余空间测算以判断国内支持政策是否 $破
箱%.参考已有研究0"*R"+1测算方法以及中国"#"#年向'()提交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通报 "42;4222.X22

*%#中对于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的测算方法及最新数据+本文选取小麦'稻谷#两种特定农产品对其进行特

定产品综合支持总量和微量许可剩余空间测算.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是否划入 $黄箱%为标准将特定产品综
合支持总量 ";LL56LEI6H6E@B569K1BCC95I+;H1#划分为;H1U?IQ;MN1 ";H1U?IQ;L5?ABDIB5EDM7R
@B5E7A6N56<?B<1B=@?J?6@+即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划入 $黄箱%时含有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特定产品综合支
持量#';H1U?IQ9BI;MN1 ";H1U?IQ9BI;L5?ABDIB5EDM7@B5E7A6N56<?B<1B=@?J?6@+即不将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划入 $黄箱%时不含有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两种.测算方法为(

;H1U?IQ9BI;MN1̂ 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_市场价格支持

;H1U?IQ;MN1̂ 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_市场价格支持_特定产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其中+根据中国"#"#年向 '()提交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通报 "42;4222.X22*%#中的测算方法+

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为生产者补贴+"#"!年生产者补贴数据参考"#"#年通报数据以及种植面积进行估算调
整!!!小麦不涉及生产者补贴+稻谷生产者补贴为!-*3-%亿元+稻谷"#"#年以及"#"!年播种面积分别为

,+,*3&万公顷'!##!+3+万公顷+即"#"!年稻谷生产者补贴约等于 "!-*3-%]!##!+3+#2,+,*3&^
!,!3#+亿元.市场价格支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计算方法分别为(

市场价格支持^ "国内价格`外部参考价格#]最低收购价收购总量
特定产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特定品种各级政府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特定品种农业保险保费规模
市场价格支持计算中 $国内价格%使用最低收购价格."#"!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

元2吨'"%$$3$$元2吨/小麦'稻谷外部参考价格%分别为!-,-3##元2吨'!-*!3"!元2吨/"#"!年+小
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收购总量&分为$+##万吨'!####万吨.受统计方法限制无法获取 $农业收入保险保
费规模%数据+因此+本文采用 $特定产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进行替代测算.

由于特定产品微量许可剩余空间为特定产品微量许可空间与综合支持量之差+因此+特定产品微量许可
剩余空间 "IQ6H?7?<B<F6<E?7?7L1CEA6+HF1#也被划分为HF1U?IQ;MN1 "HF1U?IQ;L5?ABDIB5EDM7R
@B5E7A6N56<?B<1B=@?J?6@+即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划入 $黄箱%时含有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特定产品微量许
可剩余空间#'HF1U?IQ9BI;MN1 "HF1U?IQ9BI;L5?ABDIB5EDM7@B5E7A6N56<?B<1B=@?J?6@+即不将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划入 $黄箱%时不含有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特定产品微量许可剩余空间#两种.中国入世承诺为
$特定产品综合支持量不超过该产品产值的-3%\%.具体计算方法为(

HF1U?IQ9BI;MN1̂ 特定产品产值]-3%\`;H1U?IQ9BI;MN1
HF1U?IQ;MN1̂ 特定产品产值]-3%\`;H1U?IQ;M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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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向'()提交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通报 "42;4222.X22*%#中特定产品仅有小麦'稻谷的综合支持量数据通报.通报中
不再含有玉米相关数据可能是由于"#!*年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年生产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为每%#千克!!$元+即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为""*#元2吨.国内稻谷分为籼稻
和粳稻两种+计算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时需要将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结合起来计算.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为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
购价格的平均值.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年生产的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千克!""元'!"-元和!$#元.由
此+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为 "!3""_!3"-_!3$##2$]"###̂ "%$$3$$元2吨.

小麦'稻谷外部参考价格时基准期 "!,,*!!,,-年#的固定价格+分别为!-,-3##元2吨'!-*!3"!元2吨.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于小麦'稻谷的限定收购总量为$+##万吨'%###万吨+将该年份限定收购总量作为小麦'稻谷最低收购
价收购总量.



-*,!测算结果

根据表"的测算结果+"#"!年+小麦及稻谷不含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微量许可剩余空间分别为,&3,+
亿元' $̀%3"&亿元+特定品种稻谷的综合支持量已经超出该品种微量许可水平+\+虽然暂时还不会 $破
箱%+但微量许可剩余空间已经触底 $报警%+接近-3%\的 $破箱%边缘.一旦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

'()合规性进行严格考量+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将归于 $黄箱%措施+那么小麦微量许可剩余空间将降为

&&3!$亿元+稻谷微量许可剩余空间为 !̀!+3-*亿元.此时+稻谷'小麦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将被迫陷入
$破箱%困境或 $破箱%边缘+引爆众多国际贸易纠纷+带来巨额经济损失.

表,!,.,+年特定产品微量许可剩余空间对比

指标 小麦 稻谷

产值2亿元 ! $%*$3*# %+-*3,"

微量许可水平2亿元 "̂ !]-3%\ $#"3,! &,!3-,

国内价格2 "元2吨# $ ""*#3## "%$$3$$

外部参考价格2 "元2吨# & !*,-3## !-*!3"!

最低收购价格收购总量2亿吨 % #3$+ #3%#

市场价格支持2亿元 * "#+3,& $$*3#*

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2亿元 + # !,!3#+

特定品种各级政府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2\ - #3-" #3-!

特定品种农业保险保费2亿元 , *"3## !#"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亿元 !#̂ -], %#3-& -"3*"

;H1U?IQ;MN12亿元 !!̂ *_+ "#+3,& %"+3!$

;H1U?IQ9BI;MN12亿元 !"̂ *_+_!# "%-3+- *#,3+%

HF1U?IQ9BI;MN12亿元 !$̂ "̀ !! ,&3,+ $̀%3"&

HF1U?IQ;MN12亿元 !&̂ "̀ !" &&3!$ !̀!+3-*

!!数据来源(产值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最低收购价格总量数据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特定品种各级政府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
特定品种农业保险保费数据来自 )全国农业保险数据分析年报 ""#"!年#*+不可免除的直接补贴数据由估算得到.

%!KLBGDEH0MNOO4P7QR

研究发现+如果严格遵照'()规则原文+现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有三处与 '() $绿箱%要求不
完全一致.如果严格通报+那么现行试点政策较大概率将被归为特定产品 $黄箱%.但如果能够从更多维度
和更宽口径进行策略性通报+就有可能被视为非特定产品 $黄箱%+甚至是 $绿箱%+免于削减.

根据现行的种植收入保险试点中的补贴政策条款+基本可以认定其为 $黄箱%措施.那么要想在不改变
现有政策条件的前提下+降低 $破箱%的可能性+短期内可考虑进行策略性通报 "图"#.之所以考虑采用策
略性通报是因为(第一+通报内容具有策略性+尽量从对国家有利的角度进行通报.第二+通报本身是一种
策略手段.即便后续因为通报的准确性问题面临争议+但考虑到通报后还会有纠正的机会+策略性通报能够
作为 $缓冲区%+为政策后续更好地设计'运行提供试错时间和空间.第三+后疫情时代许多国家的国际经
贸政策倾向出现 $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高于贸易规则%这一明显变化+因此策略性通报可以作为灵活手段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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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方法+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采用+以平衡国家利益和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

图"!短期及中长期中国农业保险'()合规性政策建议

/*+!策略一!结合国内农业生产实际情况$根据更广泛的参照系%对 &农业协定'的
具体规则中的 "保障水平#"目标收入#等进行合理界定

!!在 $保障水平%和 $赔付金额%方面+在粗略对比原文时一般会认为+试点政策中-#\的保障水平是高于
)农业协定*中不高于+#\的限定.但仔细对比计算后发现+目前试点中设置-#\的保障水平并不一定高于
$绿箱%中提出的 $当年收入损失的+#\%"IQ6C59JBA65-@?7A9<6D9@@?7IQ6P6E5#+即如果损失不超过**3*\+
则试点中-#\的收入保障水平低于 $当年收入损失的+#\%的补偿水平+完全符合 $绿箱%措施对赔付金额的
要求.由此可见+对具体指标和条款的分析理解需要更加细致+为通报提供更充分的理由和合理解释.

对于 $目标收入%的通报可结合国内农业生产实际情况+采用更广泛的参照系进行合理的解释.例如+
美国的农业收入保险体系中+对于 $目标收入%的设定就出现 $个体作物收入%$区域作物收入%$农作物毛
收入%$农作物利润%等多种定义和计算方法.如果基于具体区域角度+对于目标收入的界定和计算还会因
生产规模'种植方式的不同出现差异.因此+可以考虑借鉴美国做法和中国实际情况+计算得到更加合理的
收入水平进行通报+实现合规目标.

/*,!策略二!从农业生产者净得角度对保费补贴进行通报

从农业生产者净得角度进行通报是指计算的总支持金额为保险总赔付金额减去农业生产者自付的那部分

保费.即通报中最终计入;H1的农业收入保险补贴项目是当年的总赔偿额超过农民自缴保费的部分+而不
是实际保费补贴总额.比如+"##"年美国政府给农民保费补贴为&#3*$亿美元+总赔付额为+#3%"亿美元+
总赔偿额超过农民自缴保费总额的部分为"-3-,亿美元+则通报计入;H1的保险补贴金额为"-3-,亿美元+
而不是&#3*$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 "̂ &#3*$̀ "-3-,#以相关费用的形式从保费补贴总额&!亿美元中
扣除了.考虑到财政资金杠杆调动作用和具体的赔付情况+根据两年试点补贴数据+通过这种通报方式+计
入;H1总额可以直接降低$#\"&#\.

/*)!策略三!尝试将现有保费补贴进行 "转箱#通报

美国等'()成员在早期的农业国内支持通报中+一般将归为 $黄箱%措施的保险保费补贴通报为 $非
特定产品支持%.所给出的解释是(对于所有可获得保险的作物+保险条款通常是相同的+保险参数是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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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任何符合参保条件的农业生产者均可以参与农业保险.虽然后续遭到欧盟'印度'澳大利亚等 '()
成员的质疑+但这种通报方式依然运行了接近十年的时间 ""##"!"#!!年#.同时+目前依然有部分国家坚
持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按照 $非特定产品支持%进行通报.例如+加拿大就将全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按照
$非特定产品支持%来通报.结合中国三大粮食作物保险政策实施方案可以发现+目前政策为了便于实施操
作+在保险标的物中具体明确了不同作物名称.但如果将稻谷'小麦和玉米视为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为数不
多的主要经营对象+并且尽量弱化不同作物支持政策的差异性+体现无差别化赔付条件+即可认为属于与种
植类型脱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最终决定将收入保险补贴确定通报为 $黄箱%+那么可以考虑通报为非特
定产品 $黄箱%措施+并采用上述理由进行解释+以争取更多的试错时间和政策空间.

此外+可以考虑 $黄转蓝%通报.例如+"#!*!"#!-年实施的东北地区玉米生产者补贴具有 $蓝箱%措
施特征+因此是按照 $蓝箱%措施进行申报并免于削减.那么在相同区域内实施的收入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是否也可以按照相似思路+归入 $蓝箱%措施进行通报+从而减轻 $黄箱%压力.

/*-!策略四!尝试调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结构

根据其他'()成员关于农业收入补贴通报的经验发现+目前可以通过对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间接
补贴替代对农民缴纳保费的直接补贴+从根本上转变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的 $归箱%属性.通过对保险公
司进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和亏损补偿+满足其经营条件+从而降低公司对农户缴纳保费的价格设定+实现试
点政策由 $黄箱%转为 $绿箱%的过程.例如+美国在"#!"年后已将针对农户的保费补贴通报为特定产品
的 $黄箱%措施+但其对于给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和亏损补偿仍是按照 $绿箱%通报+再保险支持
则完全不向'()通报+而针对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补贴占到美国收入保险补贴总额的"#\"&#\+有
的年份甚至接近%#\+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其 $破箱%的风险.

中国目前种植收入保险政策补贴总额虽然远低于美国+但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农户的保费补贴方面+
$黄箱%倾向极为明显.如果能够通过重新对保险产品进行估算+调整补贴结构+修改保险具体保障条款
和价格参数+在降低农户保费'提高投保积极性的同时+计入;H1的补贴金额将大幅降低+达到避免
$破箱%的目的.

&!STU34VW

0*+!未来农业收入保险政策设计应逐渐向 "保收入#这一终极目标转变%最终成为真
正的 "绿箱#措施

!!农业收入保险补贴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收益+但从国际规则视角来看+试点政策的具
体条款和参数设定依然与品种'价格'产量相挂钩+按照目前 '() $无贸易扭曲作用和对生产的作用%要
求来看+$黄箱%倾向极为明显+甚至还有极大可能被归入特定产品 $黄箱%措施+始终无法免于削减.从
国内政策改革视角看+在当前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政策改革大背景下+未来将可能不再保留具有生产
刺激作用的价格支持政策+农户将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信号来决定扩大或减少生产.因此+未来需要继续
探索改革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逐步去除 $政策预期%+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
制+设计实施真正的农业收入保险+用于补偿价格改革对农民收益的影响+有效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同
时+发挥市场化运作效率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引导更多农户进入运用现代风险管理工具进行农业风险管
理的轨道+实现稳定农业发展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目标.

0*,!务必提升保险机构的专业能力%从而提升农户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认知水平%保证
险种的全面落地实施

!!保险经办机构的专业程度和服务水平直接影响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水平和认可程度+进而影响保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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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效果和未来条款的设计修正.调研试点地区情况表明+由于农户对条款的认知水平和小农户勘验成本
等问题+目前实施的种植收入保险只能采用非常简单机械的条款与农户进行沟通理赔/无法通过更加精密的
条款设计+既能够更好地保障农户收入+又能够满足 '()规则对收入保险归入 $绿箱%的要求.因此+未
来应加强保险经办机构的基层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农户对收入保险产品的认知水平和理赔能力.一是加强对
收入保险相关知识的全面宣传和理赔指导+让农户充分了解收入保险的投保目的和保障范围.二是加强理赔
查勘'定损的精确度和理赔的时效性+多维度降低实际赔付金额与农户预期的差距+有效缓解农户焦虑和不
满情绪.三是保险经办机构应主动加强基层服务队伍建设+定期开展员工培训/创新工作方法+加强科技手
段应用+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持续降低经营成本.

0*)!充分发挥部门协调机制与政策合力%力争深度参与和影响未来1$"改革与贸易规
则制定%为国内农业收入保险的有效实施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在当前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 $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国际农产品市场及贸易规则对
国内农业政策制定影响和约束日益增强+适应'()规则约束'避免贸易争端风险的同时满足国内粮食安全
和产业发展需要已成为今后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在未来参与 '()谈判的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和升级的趋势与方向+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与生产方式特点+为国内农业
收入保险的实施提供更广阔的政策空间+扩大 $箱体容量%+有效降低风险.另一方面+农业收入保险政策
的设计与制定者需要对 )农业协定*中农业收入保险相关条款有深入理解+对后续农业谈判中涉及农业保险
条款的可能调整动向做到知晓+还需要对其相关规则给国内政策制定带来的约束和影响有清晰的预判和估
计.这将有助于中国无论是在构建既适合国情又符合'()规则的新型农业国内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方面+还
是在参与或推动'()相关规则调整或重构方面+都可以更好地做到深谋远虑和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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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确保全球粮食安全成为人类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之一(本文围绕粮食安全
的四大维度%较为系统地表述了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压力传导机制%并详细阐述了气候变化
和非气候因素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复合效应%力图多维度展现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通过扰乱粮食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消费等环节%对粮食安全的所
有维度均造成了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具有倍增效应%它加剧了非气候因素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负面影
响(为避免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确保所有人的粮食和营养安全%大力推动
气候韧性的全球粮食系统转型是当务之急(未来世界各国应致力于构建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
和更可持续的全球粮食系统%并将推行基于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可持续的农业土地和水资源
管理模式$加大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支持力度$实施综合性的农业发展和气候变化政策等作为战
略重点(
关键词!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安全+农业生产+极端气候+全球变暖

'"(!!#3!$-%*,[3A7!!R!#,+,@3"#"$3!#3##"

!!"#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极端事件频发'自然灾害加
剧'水循环紊乱和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受损等0!1.气候变化使得世界各国都在
遭受愈加严峻的洪水'干旱'风暴和热浪等极端事件的侵袭+加之降水模式改变'水资源短缺和海平面上升
等不利影响+对种植业'林业渔业造成巨大压力+严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 "MN..#表示+人类正面临 $与气候变暖'干旱'洪水'降水量变率和极端事件相关的粮食系统崩溃的风
险%0"1.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恶化的重要诱因+并且正加速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愈发严重的压
力.预计"!世纪中叶以后+全球气候将加速恶化+人类将面临为超过,#亿人口提供粮食的难题+这无疑将
是人类面临的最艰巨挑战之一.

MN..在 )气候变化与土地特别报告*""#!,年#和 )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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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报告中+系统总结了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和生产
率'病虫害'小规模农作系统'粮食价格'土地利用'食品安全'食物品质'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由于
涉及领域多元'研究成果众多+上述报告内容比较庞杂.围绕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国内学界形成了许多值
得借鉴的研究成果.例如+赵鸿等分析了干旱灾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应对技术研究进展+指出在全球变
暖背景下+干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加凸显+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和研发能力0$1.张宁分析了在气候变化
背景下+粮食产量'粮食品质和粮食贸易格局均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全球粮食安全0&1.张玉周分析了气候
变化背景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指出气候治理的复杂性增加了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0%1.史文
娇和陶福禄分析了非洲农业产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适应研究进展+指出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有助于解决
非洲粮食安全问题0*1.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参考.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研
究成果+更多集中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作物生长'水资源和土地利用等单一因素的影响研究+且主要聚
焦某一国别或地区.针对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影响机制的综合且细致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
研究.鉴于此+本文拟结合MN..的最新报告以及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其他研究成果+围绕粮食安全
的四大维度+将庞杂和相对零散的文献资料加以梳理和整合+力图以更加简明和较为系统的方式表述气候变
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压力传导机制+多维度展现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倍
增效应+它会加剧非气候因素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本文继而详细阐述气候变化和非气候因素的复合
效应+致使全球粮食安全脆弱性加剧.在气候变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推动气候韧性的全球粮食系统转型成
为当务之急+世界各国致力于构建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全球粮食系统.本文在最后提出
未来推动气候韧性全球粮食系统转型的战略重点.

"!XYZ[8\]^_

当前+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最权威的粮食安全定义为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物质'社会
和经济手段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满足其保持积极和健康生活所需的食物偏好时+才能实现粮
食安全%.该定义体现了粮食安全的四大维度+即粮食可供应量'粮食可获取性'粮食可利用性'前三个维
度的稳定性0+1.粮食可供应量指通过国内生产或进口 "包括粮食援助#可提供数量充足'质量适宜的食物+
包括生产'粮食储备'市场和运输以及野生食物等方面.粮食可获取性指个体有足够的物质和经济手段获取
营养膳食所需的适当食物.粮食可利用性指通过充足的膳食'清洁的水源以及卫生和健康服务来利用食物+
摄入满足各项身体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如果粮食供应'获取和利用均得到充分满足+那么稳定性就是实现整
个粮食系统稳定+以确保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享有粮食安全的条件.气候'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都可
能成为粮食系统不稳定的根源+从而引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图!#.

值得关注的是+"#!*年以来全球遭受重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呈上升之势+从"#!*年的%3,亿人+增加
至"#!,年的+3"亿人+"#"!年达到,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0,1."#!*年以来全球面临突发严重粮
食不安全状况且亟须粮食'营养和生计援助 "处于危机以上级别的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持续增加+
从"#!*年的!3#%亿人猛增至"#""年的"3%-亿人0!#1.如果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恶化趋势不能尽快得到逆转+
到"#$#年将无法实现联合国的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几年+世界范围内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迅速增加+主要源于三大因素(冲突和不安全'气候灾
害'经济冲击.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恶化的重要诱因."#"!年+持续的干旱导致马达加斯加成
为世界范围内因气候灾害陷入粮食危机的首个国家."#""年+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是全球!"个国家的%*-#
万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主要诱因0!#1.气候变化导致的平均气温升高'降水格局变化'海平面上升'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且强度大'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增加等后果+对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造成负面影响+对农
业系统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加重了经济冲击'贫困和不平等'暴力冲突等造成粮食不安全

!+!!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10（总 534）



和营养不良的因素的负面影响.

图!!气候系统'生态系统'粮食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粮食安全的相互作用
资料来源(MN..0-1.

#!̀abc([dXYZ[8efghij

迄今为止+通过扰乱粮食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消费等环节+气候变化已经对粮食安全的所有维
度造成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威胁全球粮食可供应量的稳定性

由于农业生产对气象条件特别敏感+气候变化使得农业生态系统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下+并对全球粮食可
供应量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第一+气候变化加剧农业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农业是最大的用水产业+占全球用水量的+#\以上+
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气候变化导致降水模式改变和水资源供应日益匮乏+对整个粮食系统的稳定性造成负
面冲击+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生产环节+以及食品加工和消费环节等+最终给全球粮食安全造成
严重影响0!!1.

气候变化引发水域生态系统的迅速变化+对农业水资源造成严重胁迫.全球约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沿海
地区+其中最低洼处是最肥沃的农业土地.海平面上升不仅导致大量优质农业土地的丧失+还导致海水流入
地下淡水资源+造成农业生产的淡水供应不足+影响农业土地的生产力.

气候变化加剧了土地退化+特别是在低洼沿海地区'河流三角洲'旱地和多年冻土地区.在一些旱地地
区+陆地表面气温升高'蒸散量增加'降水量减少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发生相互作用+导致荒漠化0-1.通
过加剧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气候变化致使农业土地损失日趋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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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气候变化限制农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产量的持续增加.在过去%#年里+气候变暖导致中低纬
度地区农业生产率增速减缓.气候变暖对作物和草场的质量'收获量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海洋变暖使一
些野生鱼类种群的可持续产量下降0!"1.热带地区作物单产受到的不利影响大于高纬度地区+且随着温度升
高+不利影响会更为严重.虽然一些高纬度地区的气候条件可能变得更适合作物生长+但土壤质量下降和水
资源短缺可能会限制这些地方农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产量的持续增加.气候变暖和荒漠化还导致畜牧业生
产率降低.气候变暖带来的高温胁迫还会使家畜在遭受疫病时更加脆弱+并导致肉和奶的产量降低.

气候变化有利于有害生物的扩散+对农业产量造成严重影响.气候变化使得有害生物在之前不能存活的
地区存活+从而加剧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估计有害植物使全球每年的农产品收获量损失了!#\"
!*\0!$1.气温升高'气候变潮湿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使得多种杂草'害虫和疫病呈多发态势+容易
导致农业大规模减产.

随着全球平均气温不断升高+预计"#$#年之后气候变化将对世界各区域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
业生产率都产生日益严重的不利影响+并对全球粮食可供应量造成严重威胁.

第三+气候变化扰乱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性.气候变化引发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增加+
严重影响整个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性.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性影响+通过破
坏农业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资产+降低整个粮食系统的生产能力.在所有自然灾害中+干旱'洪水和风
暴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其中干旱对农业产量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占其所遭受总破坏和总损失的-#\以上.干
旱对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负面影响最显著+洪水和风暴对渔业和林业的负面影响最大0!&1.

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更为严重.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始于"#"#年,月的
拉尼娜现象持续至"#""年底+成为"!世纪首个 $三峰%拉尼娜现象.拉尼娜现象通常会影响温度和降水模
式+因此会加剧世界不同地区的干旱和洪水0!%1.受拉尼娜现象的影响+非洲之角地区遭遇了四十年来最严重
的旱灾+当地的水源濒临枯竭+数以千计英亩#面积的农作物遭到破坏.

极端天气事件还会破坏粮食流通'阻碍出口贸易'扰乱粮食供应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依赖少数几种
作物+玉米'小麦'大米和大豆这四种作物提供了作物总热量的"2$.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集中在少数
国家+而需求遍布各地区.全球近!#亿人依靠国际贸易来满足粮食需求0!*1.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
定运转+对于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粮食流通顺畅构成威胁.风暴'
洪水'海平面上升会损坏公路'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仓储'加工和市场设施+干扰乃至中断粮食流
通+造成短期粮食供应减少或中断.极端天气事件还会阻碍粮食贸易+因粮食生产国也要设法弥补气候灾害
造成的国内产量损失+从而可能会颁布出口禁令+降低国际粮食供应水平.例如+"#!#年夏天+俄罗斯因热
浪灾害造成其小麦减产&#\+政府出台长达!-个月的小麦出口禁令+导致全球小麦供应量锐减+食品价格
攀升+引发部分小麦进口国的粮食危机.随着世界各地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气候变化将会加
大粮食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气候变化连锁反应降低全球粮食可获取性

即使在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全球粮食可获取性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饥饿和营养不良人数正在上升+
超过$#亿人尚无法负担健康膳食.气候变化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还会通过收入减少'食
品价格上涨等渠道+对居民生计产生连带的负面影响+并加剧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首当其冲的是最脆弱人
群和国家的粮食可获取性.

一方面+气候变化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城市低收入家庭等脆弱人群的粮食获取能力造成严重损害.气
候变化致使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减少+生计遭受冲击+损害其粮食获取能力.农业人口是贫困状况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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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人群+约占世界极端贫困人口的"2$+一旦气候相关灾害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人
口就会面临收入减少'生计受损'健康膳食的可负担性降低等窘况+从而严重损害其粮食获取能力.

气候变化引发食品价格上涨+使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对其粮食获取能力造成侵蚀.许多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将推高未来食品价格+尽管不同模型和不同气候变化情境下价格的涨幅和价格上涨的地
域差别很大0!$1.气候变化引发食品价格上涨+对城市贫困人口影响最甚+因其约+%\的收入都用于购买食
品.气候变化引致的粮价飞涨和剧烈波动还会严重损害粮食只买不卖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和收入+迫使其
减少食品消费量+降低食品消费质量0!&1.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危及高脆弱性国家的粮食获取能力.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遭遇了气候变异和
极端气候+面对这类事件的脆弱性是影响其粮食安全的一大风险因素.全球有超过$#亿人生活在对气候变
化高脆弱性的环境之中0!+1.对气候冲击的暴露度和脆弱性高的国家+将面临更高的粮食安全风险.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频发+严重危及极端气候高发和高度依赖农业国家的粮食获取能力.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O;)#确认的"#!!!"#!*年%!个极端气候高发国家中+"$3%\为低收入国家++*3%\
为中等收入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 "占$,\#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占!%3%\#.极端气候高发国
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和人数均高于极端气候低发国家.非洲国家普遍处于低纬度和热带地区+对气候变化的
暴露度和脆弱性高.非洲大陆有*#\以上人口从事农业活动+有+#\"-#\农村人口的生计来源于旱作农
业+属于高度依赖农业的地区.0!&1气候变化通过降低农业生产率和产量'侵蚀农村人口生计'降低城市贫困
人口收入'推高食品价格等渠道+降低非洲粮食获取能力+加剧其粮食安全困境.

总体而言+与温带地区的发达国家相比+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更易出现农作物产量减少以及畜牧业'
渔业和林业生产力的下降.这意味着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已然饱受贫困'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之
苦的中低收入国家+在气候变化冲击下面临更高的粮食安全风险+其粮食获取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可利用性的多维损害

气候是生境的关键组成部分+全球变暖正在显著影响生态系统+动植物的生境也发生了改变0!-1.在气候
变化背景下+全球粮食系统面临来自新型害虫'疫情和病原体的威胁+以及有害生物和病原体对社会和生物
调节能力的挑战0!,1.气候变化对食品和饮用水安全'食物品质和膳食多样化'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均会产生
不利影响+从而对全球粮食可利用性造成多维损害.

第一+气候变化对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的损害.气候变化带来的平均气温升高'降水模式变化以及极端事
件频发+对食品和饮用水的安全性产生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对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微生物产生重大影响+增
加食品安全风险.气候变暖会导致病原体'寄生虫'真菌和病毒的丰度和毒力发生变化.更高的温度和湿
度+有利于有毒真菌'植物和动物的病原体'有害藻华 "X;8#的增加.0!!1气候变化使得储存的谷物和豆类

遭受霉菌毒素污染的风险增加.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病虫害的增多+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化学品的数量有
所增加+此类产品若使用或储存不当有可能在食品中留下残留物+增加食品安全风险.$气候变化会扩大有
机污染物的分布范围+增加食品污染风险+对食品安全造成损害.气候变化引发洪水和强降雨频率增加+会
促使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迁移+增加污染食品的风险.气候变化将冰雪中的汞释放出来+增加了水生生态系
统中的汞含量+而海洋变暖能促进汞的甲基化0!!1.人体若摄入被甲基汞污染的食物+会造成食物中毒+主要
表现为神经系统受损害.%气候变化对饮用水安全造成损害.更加频繁和强烈的洪水会降低水质+即使经过
常规处理+也会对饮用水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地下水是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风
暴潮淹没范围增加以及河流流量减少等+都使沿海低洼区含水层面临被污染的风险0"#1.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地
下水水质+降低饮用水的安全性.

第二+气候变化对食物品质和膳食质量的损害.食物品质和膳食质量是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键要素.气
候变化对食物品质和膳食质量的损害+会导致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营养不足'微量营养素缺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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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和肥胖.#气候变化会降低粮食作物的营养价值+对食物品质造成损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会造
成粮食作物特别是谷物和木薯粉的营养品质的变化+如蛋白质和某些矿物质含量的降低.鉴于蛋白质和微量
元素缺乏会导致营养不足'儿童发育失调并加大患病概率+气候变化引发作物营养品质降低会对全球营养状
况造成负面影响0"!1.$气候变化导致健康膳食的可供应量和可负担性降低+对膳食质量造成损害.气候变化
对膳食质量的损害包括餐食数量和种类减少'质量降低+以及食用非健康深加工食品的概率增加.例如+在
太平洋小岛屿的发展中国家+气候灾害频发导致农业和渔业生产率下降+严重损害其长期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当地居民逐渐从健康和多样化的传统膳食+转向食用更多非健康的进口加工食品0!&1.气候变化引发的食
品价格上涨会降低人们饮食的多样化程度+如对鱼类'水果和蔬菜等在均衡饮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食物消费
可能会减少.

第三+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产生直接和间接损害.气候变化是"!世纪全球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0"1.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产生广泛的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侵蚀人体对食物养分的吸收能力+降低粮食可利用
性+从而对营养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气候变化会改变疾病的传播模式+扩大疾病传播范围+增加人类患病
风险.随着气候变暖+疟疾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既因为媒介生物蚊子向高海拔地区移动+也因为疟原
虫幼虫在更高的温度中加速成熟.由于气候变化+相同的因素也促进了其他人类疾病分布范围的扩张+尤其
是那些以蚊子和蜱虫等冷血昆虫为媒介的人类疾病0""1.$气候变化使得食物和饮用水的安全性降低+人类水
源性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流行性会上升+损害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加剧和海水温
度升高+会导致霍乱和细菌性痢疾疾病增加.气候变化引发的腹泻疾病增加尤其令人担忧.腹泻疾病不仅会
减少食物摄入量和降低养分吸收+并引发营养不良+同时持续的营养不良又会增加罹患腹泻疾病的风险0!&1.

%气候变化引发频率更高'强度更大的热浪+会导致人们出现中暑'脱水'病情加重等状况+加大人类健康
风险.热浪指气温异常偏高的极端天气事件.全球变暖使热浪变得愈发严重且频繁+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
围更广0"1.热浪会提高人们因热应激造成的患病率和死亡率0!&1.随着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破坏力极强的热浪
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巨大的伤害.

综上+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健康和营养构成严重威胁+对全球粮食可利用性造成损害.

$!̀abckl`amn([dXYZ[8o5pq

气候变化具有倍增效应+它加剧了非气候因素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和非气候因素的复
合效应导致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更高的风险.

-*+!气候变化和集约化农业加剧农业生态系统压力

气候变化和集约化农业的复合效应加剧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压力+推高全球粮食安全风险.气候变化引起
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导致土壤和植被变化'生长季长度改变'病虫害数量增加以及生物多样性受损等+对农
业生态系统造成压力.与此同时+人口日益增加的压力已使生态稳定而安全的传统农业体系和农业区加速瓦
解.集约化农业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机械+对农业生态
系统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以硝酸盐和磷酸盐为主的化学肥料+加重了水域和土壤的负担.农业机械的使用
需要大规模且尽可能均匀的农田面积+其结果是灌丛'田埂和景观中的湿地等群落生境加速消失0"$1.热带雨
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人为将热带雨林砍伐变为农业土地+已使世界上大约&%\的大片原始
雨林被砍伐或退化0"&1.

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土壤天然肥力和土质被破坏+使得土壤在面对干旱'洪水和病虫害增加等气候
相关灾害时更加脆弱.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还会导致化学肥料的过度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表现
为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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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在过去相同的地点采用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从事作物种植和
畜牧养殖的难度不断增加.气候变化和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已深刻地改变了土壤的结构'肥力和排水的特
性.在大规模土地被清理并种植作物后+或者当地表植被因过度放牧或其他气候灾害而遭到损坏时+土壤侵
蚀过程会加速+并造成农业土地的损失和农业产量的下降.

综上+气候变化和集约化农业的综合影响+使得农业生态系统处于重压之下+严重损害全球粮食可供给
量+并加剧全球粮食安全的脆弱性.

-*,!气候变化和食品价格上涨推高全球粮食安全风险

食品价格是决定居民粮食可获取性的重要因素+食品价格在短期内飞涨或剧烈波动+会严重损害低收入
群体的粮食获取能力+对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气候变化'粮食供需失衡'粮食贸易受阻等均会导致粮价上
涨或频繁波动+损害粮食可获取性+推高全球粮食安全风险.

一方面+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导致粮食供需失衡+引发食品价格上涨+推高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当前+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复合效应造成水资源短缺'土壤肥力下降'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土地管理模式不
可持续等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综合影响+使得全球农作物产量的增速减缓.不仅如此+未来大幅度扩
大耕地面积的可行性很低.农业已使用了世界上!"\的无冰土地+一旦这个比例超过!%\+将会引发剧烈
的环境灾难0!*1.然而+全球人口增长'饮食结构变化'生物燃料需求增加等因素正驱动着世界粮食'动物饲
料和生物燃料的需求不断攀升.据O;)估测+与"#!"年相比+到"#%#年全球粮食'饲草和生物燃料需要
增产近%#\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国际粮食需求量日益增加+以及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导致作物产量增幅减缓和波动加剧+将引发全球粮
食供需失衡+推动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损害低收入国家和人群的粮食获取能力+推高全球粮食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导致粮食贸易受阻+引发食品价格上涨+推高全球粮食安全风险.有研
究表明+气候变化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率显著下滑+到"#%#年将下降!"\左右.这意味着粮食贸易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0!$1.未来几十年+人口增长将集中在食物不足发生率最高和抵御气
候变化最脆弱的低收入国家.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小麦'玉米和大米产量增长缓慢+无法满足当地需求+要依
赖进口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然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通过扩大粮食进口规模来保障充足的粮食获
取+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粮食供应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一旦这些国家因气候灾害造成粮食减产而出台粮食出口限制
政策+就会导致粮食贸易受阻+全球粮食供应量减少+从而引发食品价格上涨+损害粮食净进口的低收入国
家的粮食获取能力.不仅如此+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危机等全球风险因素也会导致粮食供应中断+引发食品
价格上涨."#""年+新型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叠加效应+严重阻碍了全球粮食贸易+致使全球食品价格达到
历史高位+O;)年均食品价格指数 ""#!&!"#!*年平均值为!###达到!&$3++为"##%年以来最高水平.
食品价格高涨加剧了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年全球面临突发严重粮食不安全且亟须援助的人数增加了

*%##万人.
由于全球粮食安全高度依赖于粮食贸易+而粮食贸易集中于少数国家+若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

响导致粮食贸易受阻+极有可能引发食品价格上涨+从而对粮食净进口的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加剧全球粮食安全脆弱性

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呈现互相加强的关系+其复合效应致使全球流离失所人数不断增加+并加剧全球粮
食安全的脆弱性.

一方面+气候变化使得干旱'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日趋增加+对农业社区生存
环境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并导致争夺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遭受严重冲击而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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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趋于增加.
非洲大陆是世界范围内因气候变化引发安全风险最高的地区."#!#年以来+非洲大陆因争夺水资源引发

的抗议和骚乱发生数量增加了&#倍/涉及牧民的暴力事件急剧上升+多数发生在水资源供应年内变率较大
的地区."#"#年非洲大陆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境内流离失所人数达到&$#万人+几乎占到当年非洲境内流离失
所总人数的&#\0"%1.牧民特别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资源竞争!暴力冲突%传导关系的影响.例如+在尼
日利亚干旱的北部与肥沃的南部交汇的中部地带+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争夺土地和水资源的暴力冲突愈演
愈烈+农作物和牲畜产量下滑+当地居民生计遭到损害+大量人员流离失所0"*1.

另一方面+深陷暴力冲突的国家和民众+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有限+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为争夺愈发有限的自然资源又引发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加剧民众流离失所状况.例如+非洲萨赫勒地区是全
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导致萨赫勒地区的荒漠化持续加速+降水模式越来越难以预
测+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水资源短缺日益加剧.萨赫勒地区的社区高度依赖农牧业+自然资源
紧张增加了农牧民之间爆发冲突的风险+而日益频繁的暴力冲突使当地民众更加难以适应气候变化+为争夺
更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得暴力冲突升级+大量民众流离失所+陷入贫困境地+粮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全球流离失所人群是粮食安全脆弱性最高的群体.截至"#""年+全球约有!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
大多数人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其中有-#\的人口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和严重的营养不良0"+1.气候变
化和暴力冲突的复合效应+导致全球流离失所人数日益增加+致使全球粮食安全脆弱性加剧.

总体来说+气候变化会先对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群的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气候变
化和非气候因素的复合效应将导致更严重的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农业产量下降'农村生计丧失'食品价格上
涨'气候移民增加'暴力冲突升级等连锁反应+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暴力冲突和贫困状况的进一步
恶化+致使全球粮食安全脆弱性加剧.

%!rstuv wx`ay78[dXYz{|}

全球粮食系统是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退化 "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淡水资源的耗竭'生态系统的污染
等#的主要驱动因素+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0"-1.全球粮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
放+一方面体现为农业生产排放的甲烷'一氧化二氮和二氧化碳+以及其他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碳净排放量
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为化石能源驱动的农业机械'农产品和肥料的加工与运输等带来的温室气体排
放.如果当前温室气体排放趋势持续下去+全球粮食系统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压力将会加剧+并且仅粮
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可能会阻碍 )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即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 $工业化前
水平以上"e之内%0",1.若要避免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维持适宜人类居住的气候环
境+并确保所有人的粮食和营养安全+大力推动气候韧性的全球粮食系统转型是当务之急.世界各国需要共
同努力+兼顾保障粮食安全和保护地球的双重责任+致力于构建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且更可持续的全
球粮食系统.展望未来+为推动气候韧性的全球粮食系统转型+可考虑以下战略重点.

第一+推行基于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也是首先受到负面影响的行
业.当前全球粮食系统中农业所包含的价值优先次序为(一是为经济发展创造的价值 "经济价值#+二是为
人类健康和营养创造的价值 "营养价值#+三是为地球生态进程创造的价值 "生态价值#0$#1.尽管农业的经济
价值十分重要+但若农业的营养价值和生态价值一直被忽视+就必然会危害环境'健康和社会+以及加速气
候变化.

如今+现代农业生态系统已经丧失了对它们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而农业生态系统需要依靠自
然生态系统才能保证长期持续发展0$!1.为推动气候韧性的粮食系统转型+农业生产首先应注重保护生态环
境+在此基础上既要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还要减少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力争用较少的投入生产出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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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丰富和多样化的食物.为此+有必要重新评估农业对经济价值'营养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贡献方式+将生
态价值作为构建气候韧性农业的根基 "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嵌入生态价值之中#+推广基于自然的农业生产
方式+推动向气候友好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

为此+各国政府应着重推行生态农业'保护性农业'农林混作'农牧综合系统等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
业生产系统多样化+增强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使之与自然生境形成合力而不是造成对生态系统的
破坏.基于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自然环境+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农业生
产对气候变化的抵御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行基于自然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能够产出具有高生态价值'
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的多样化农产品+还有助于保持产量稳定'保障粮食供应的稳定性.

第二+推广可持续的农业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模式.从长远看来+现代农业生产的环境成本很高+因为土
地和水资源很快会濒临使用限度.化肥和农药的集中投入还污染了农业地区的水资源.值得注意的是+生态
系统有一个重要属性+当高强度的使用导致其提供服务的能力遭到破坏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将衰
退0$!1.当前+高强度的现代农业生产已经导致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衰退+表现为过度捕捞导致渔获量减
少'过度放牧导致畜产品收益下降'过量施用化肥和杀虫剂污染了土壤导致农业减产等.与此同时+在世界
许多地区+农业用水效率较低+这也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地下水过度开采'河流径流减少'野
生动物栖息地退化和环境污染等0$"1.

由于不可持续的农业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模式已加剧了自然资源退化+加之气候变化导致土地退化'荒漠
化和水资源短缺状况愈发严峻+加紧推广可持续的农业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模式是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关键要
素.可持续的农业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系统'维护其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基石.具
体来说+可持续的农业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模式应致力于带来多重效益+包括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升水资源生
产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储存'提升农业生产的气候变化适应力等.

第三+加大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在技术'市场'信息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小规模农业生产者是农
业的支柱.尽管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在消除饥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他们往往是农村地区和农业粮食系统中
最弱势的群体+其收入持续落后于大规模农业生产者0$$1.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和脆弱性最
高+且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渠道+气候变化使其遭受巨大损失+面临陷入长期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风险.

气候变化使得降水模式和干旱期发生变化+农业土地适宜性和种植面积也随之改变+这迫使人们调整农
业生产方式+种植'养殖以及水土管理模式都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在气候变化条件下+采用
抗性更强的作物品种变得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抵御未来气温'盐碱化程度'风量和蒸发量的变化.由于小规
模农业生产者最容易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为调整生产系统和生产方法以适应气候变化+他们需要获得更
多技术'市场'信息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各国政府可考虑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采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投
入品'技术和措施+使其获得农产品市场信息和优惠贷款+为其购买防范极端事件的保险等提供有力支持+
帮助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有效防范粮食安全风险.

第四+实施综合性的农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当前高污染'高排放'高强度的集约化农业生产
方式正在将生产能力逼至极限+造成土地退化'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衰退.气候变化使
得农业生态系统和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更大压力.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是在维持产量水平的同时+
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外部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即推动气候韧性农业的发展.

通过实施综合性的政策'制度框架和投融资机制+实现气候韧性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稳定目标的协调
一致+有助于推动气候韧性的全球粮食系统转型.为此+各国政府不仅要推动农业生产与自然生境的和谐共
生+还要提升农业生产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以及减少整个粮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维护正常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实现必要的农业增长率+确保粮食安全.例如+气候智慧型农业旨在通过政策与制度创
新'生产方式转变'管理技术优化+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效率'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和减排潜力+实现粮食安
全'气候适应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气候智慧型农业已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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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际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模式0$&1.未来各国政府可大力推广气候智慧型农业+以有效解决粮食安全和
气候变化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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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乌冲突不仅通过小麦供应链本身%还通过能源和化肥等其他途径将小麦生产和流通领域面
临的系统性风险传导至全球(中国国内小麦虽然供应充足%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市场小麦供
给趋紧和涨价的冲击%最终表现为超出供需基本面的价格飙涨和波动(调整和优化中国国内小麦供
给结构成为对冲外部危机的关键(当前中国小麦的低收益将阻碍产业化经营%增加弃农风险+小麦
品种间的供需错配加剧 &三高'矛盾+小麦口粮转饲用消费导致人均总消费量增加%并通过玉米$
小麦比价引起库存随生猪养殖周期性波动+普遍使用的小麦品种自给率低估了国家保障小麦口粮消
费绝对安全的能力%并加剧口粮过剩而饲料粮短缺的结构性失衡(因此%亟须多举措降低国内小麦
生产成本$推进中国专用品种小麦的供给$促进小麦种植区域的种植结构向饲料粮调整$纠正小麦
自给率统计口径误区%进一步提高中国小麦保障能力%为防范国际粮价飙涨和粮食短缺等危机向国
内粮食市场传导建立防火墙(
关键词!粮食安全+国内外价格联动+粮饲结构+优质专用品种+自给率

'"(!!#3!$-%*,[3A7!!R!#,+,@3"#"$3!#3##$

!!"#

随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价差驱动替代供需缺口驱动的粮食国际贸易策略增加了国际
市场在中国粮食供应的份额+增强了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度0!1.在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提升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外部危机向国内粮食市场传导风险的可能0"1."#""年"月以来+卷入冲突的俄罗
斯和乌克兰因其特有的小麦出口大国地位0$1+给全球小麦的供给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并引发对系统性和全球
性粮食危机的担忧.小麦作为世界商品率最高的粮食作物+具有对外部危机敏感而抵抗力相对脆弱的特点.
同时+小麦是中国的第二大口粮+是仅次于玉米和大豆之后最重要的饲料粮+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至关重
要0&R%1.为确保中国 $口粮绝对安全%+亟须系统梳理俄乌冲突向国际小麦市场传导风险的路径和国内小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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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反应.为进一步强化立足国内和增强国内保障能力的底线思维+本文从小麦生产成本收益'品种间供需
格局'口粮转饲用和自给率等视角评估中国小麦供给保障能力和安全水平+并就如何优化调整小麦供给结构
提供建议+从而为防范国际粮价飙涨和粮食短缺等危机向国内粮食市场传导建立防火墙提供切实可行的
建议.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针对小麦国际贸易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本文奠定了有利的研究基础+有助于说明
俄乌冲突对小麦供应链阻断路径研究的必要性.一方面+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论证了中国在小麦国际贸易中
的 $话语权%地位.第一+从进口量看+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小麦进口国."#"!年小麦进口量高达,++万
吨+是全球第四大小麦进口国.第二+从进口来源国别看+中国的小麦进口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进
口依赖程度基本保持在,#\以上+使中国的小麦进口可获空间狭窄0*R+1.第三+从出口国对中国小麦贸易依
存度看+中国进口小麦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总出口中的占比较低+均在!#\以下0-1.上述三个视角共
同决定了中国在小麦国际贸易市场的弱话语权+这意味着中国小麦在面对国际贸易和政治动荡时具有天然脆
弱性.另一方面+虽然国内进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占比低+但是已有的研究结论显示俄乌冲突必然对中
国小麦市场产生较深影响.俄乌两国皆是小麦生产和出口大国.俄罗斯更是世界最大小麦出口国+该国小麦
还是全球贸易基准价格.考虑到小麦在全球粮食系统中的重要性+俄乌冲突必将影响全球小麦供应链.中国
作为其中一员+其小麦国际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此外+陷入冲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被普遍认为是未来
中国小麦进口多元化的潜在增长区0,R!#1.综上所述+中国小麦国际贸易市场的弱话语权和俄乌两国小麦在国
际贸易市场的重要地位意味着俄乌冲突必将影响全球小麦供应链和国内市场.本文的主要贡献即系统梳理了
俄乌冲突向全球小麦供应链的风险传导路径+观察国内小麦市场在冲突爆发后的连锁反应及偏离供需的市场
价格波动强度和幅度+有助于客观地审视影响中国小麦市场稳定和安全的薄弱环节+以有效应对当今世界剧
变有可能带来的危机.

考虑到小麦在实现 $口粮绝对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弱话语权地位+立足国内不断
优化和调整小麦产业是规避风险的最主要路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小麦市场价格和整合'生产技术效率'供
需判断和自给率变化'种麦农户行为选择'价格支持政策等某个方面0!!R!$1.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优化和拓
展+并可总结为两个贡献和一个创新.第一+已有研究认为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的传导时间为"#
周0!&1+并且一开始传导作用并不强烈.该研究结论不足以解释俄乌冲突爆发后小麦价格的突然暴涨.本文的
贡献之一是指出在应对突发性的全球危机时+国内外小麦市场价格联动明显突破了传统的价格传导模式+受
到包括价格'能源'金融和保险等全方位的影响.第二+已有研究着重从小麦生产技术和种植行为等某方面
展开分析+对小麦产业应警惕的主要症结有待进一步整理.本文的贡献之二是以问题为导向+总结当前小麦
生产高成本带来的低收益困境+以消费者'种麦农户'面粉加工企业和粮食储存机构等多主体视角梳理专用
小麦供给不足的原因以破解小麦 $三高%共存的结构性矛盾+计算小麦口粮转饲用对总消费量和库存波动的
影响等主要症结.第三+已有关于小麦自给率的研究普遍基于小麦总消费计算0!%1+忽视了小麦消费结构中饲
用占比增长的客观事实+造成对小麦口粮消费自给水平的低估.本文的创新之处是构造了小麦品种自给率和
小麦口粮消费自给率+客观评价了国家对小麦在保证口粮消费绝对安全方面的保障能力+避免有限的耕地资
源在口粮和饲料粮间的错配和效率损失.

"!~���([d���q��<������8��

全球经济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化肥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0$1.俄乌冲突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
实施的系列制裁带来世界范围内能源'食物和金融体系的三重动荡+导致燃料'粮食'化肥等大宗商品价格飙
涨.小麦作为全世界超!2$人口的主粮+受到了俄乌冲突的剧烈影响.俄乌冲突不仅通过小麦供应链本身+还
通过能源和化肥等其他途径将小麦生产和流通领域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传导至全球+突出表现为以下三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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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一是俄乌冲突造成的禁运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全球小麦出口削减.受到制裁的俄罗斯无
法利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1'MO(#+一定程度阻碍了小麦出口的美元换算跨境交易+许多航运以及保险公
司面临付款复杂化等问题.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一直在加大外国贸易商获得粮食出口所需文件的难度.这
推高了公司的业务成本+使粮食贸易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乌克兰来说+超,#\的粮食出口需要通过海运进
行+冲突爆发导致黑海航运粮食受阻.受乌克兰和欧盟的铁路轨距不同'火车过境文件交接烦琐'私营公司
担心遭遇轰炸不愿意参与等原因影响+乌克兰通过周边国家陆路运粮限制大'成本高+通过陆路纾解乌克兰
储粮出口变得困难重重.不仅如此+欧盟不仅小麦自给自足+而且全球小麦出口排名第一+帮助乌克兰陆路
运输小麦的动力不足.冲突还使乌克兰人担心发生在"#世纪$#年代的 $乌克兰大饥荒%再次重演#+最终
表现为农户对出口其主食小麦的 $惜售%心态0!*1.上述多重原因共同阻碍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的 $外运%.

"#"!2"#""年度 ""#"!年+月到"#""年*月#两国出口小麦较上一年度均有减少+共减少*-#万吨.此外+
其他国家存在小麦库存紧张'出口管制加强或运力超负荷运转等情况+短期内难以替代两国小麦.冲突带来
的出口骤降和难替代性导致小麦国际供应链遭受严重破坏和供应短缺+推动小麦及加工食品价格飙涨0!+1+冲
击着经济原本就脆弱的国家+给最弱势群体造成严重破坏$.虽然"#""年签署的 $黑海粮食协议%化解了乌
克兰的粮食出口危机+但"#"$年+月!-日协议终止意味着新一轮全球小麦供应链危机有可能卷土重来.由
于中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放宽了对俄罗斯小麦进口的限制+开放了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使得中国进口小麦
激增+受路径一的影响有限.

路径二是俄乌冲突通过影响乌克兰耕种使对小麦供应链的冲击长期化.第一+俄乌冲突爆发后+大量农
业劳动者为躲避战争进入邻国+导致乌克兰农田撂荒和粮食减产.第二+农业设备和基础设施破损对乌克兰
粮食生产及运输都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且战后重启生产周期也需要两三年.作为主战场的顿巴斯地区和乌
克兰南部是粮食主产区和重要种植区+由于缺乏农业设备'柴油'化肥和种子+以及冲突造成的干扰+该地
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乌克兰耕种受阻和冲突持续将对世界粮食贸易和安全体
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小麦量非常少+乌克兰耕种受阻对中国小麦进口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路径三是俄乌冲突导致化肥和能源价格飙升+对小麦生产和运输环节形成传导效应.俄罗斯是全球最大
的化肥出口国+"#"!年+其化肥出口量约占全球出口总量的"#\0!-1.欧盟$#\的化肥来自俄罗斯'"+\的
钾肥来自白俄罗斯%+严重依赖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化肥.巴西等南美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更是如此.冲突
爆发后+俄罗斯化肥生产'运输物流和结算环节都受到影响+使本就因供应链混乱导致的全球化肥价格上涨
进一步加剧."#""年"月+国际尿素'磷酸二铵和氯化钾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 和&&\0!,1.此外+
作为化肥生产的重要原料+天然气价格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上涨了-#\0"#1+推高了化肥的暴涨.同时受国际
油价暴涨+小麦生产的机械燃料价格抬高'运输成本飙升+进一步推高了小麦销售价格.尽管目前化肥的价
格处于下降通道+但围绕俄罗斯化肥出口的分歧使全球的化肥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气和化肥价格不断攀升
对小麦供应链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是推高了生产成本+进一步推升了全球小麦价格.二是将影响农户
的小麦种植积极性+抑制小麦生产力.一方面+为了节约成本+可能会减少化肥和机械的使用量+最终表
现为小麦减产/另一方面+农户会调整种植结构+减少或放弃化肥使用量较高的小麦和玉米而种植大豆+
在玉米'小麦价格已经大幅走高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加剧供求失衡+使全球粮食市场发生动荡.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化肥使用国+进口化肥高度依赖俄罗斯+同时中国还是全球头号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俄乌冲突
导致的化肥和能源飙升将间接影响中国小麦生产要素投入和种植规模.因此+路径三对中国的小麦市场影
响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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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乌克兰将有&%\的人陷入食物短缺.
根据泰坦尼克定律+发生灾难时+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穷人+死亡率越高.
数据来源((5EJ6HEC.



#!���������~�����F8�q

中国国内小麦价格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表现为超出供需基本面的飙涨和波动0!&1.冲突爆发后的上半年+国
内小麦价格瞬间飙升至历史高位.国内小麦价格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一周内由",#+3*,元2吨涨到$"!#3*+
元2吨+上涨了!#3&"\+涨幅为$#"3,-元2吨.之后基本维持在$"##元2吨的高位+价格最高时飙涨到

$",*3*+元2吨.虽然当年%月底开始进入新麦收获季节+小麦的价格也未跌破$###元2吨.与往年相比+

"#""年上半年中国小麦的平均价格比"#"!年和"#"#年同期分别上涨了"#3-%\和"-3+*\+攀升至近"#年
的最高位价格 "图!#.中国虽然已实现小麦自给自足+进口小麦仅作为品种调剂0"!1+但小麦生产所需的原
材料却高度依赖全球市场.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性化肥'燃料价格上涨拉高了中国国内小麦生产成本和运输
成本+将导致小麦价格持续上涨.中国小麦生产'运输等环节所需的化肥'燃油等原材料自给率偏低.钾肥
一半左右依赖进口+国内钾肥市场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进口氯化钾和大红颗粒钾肥的价格均已达到历
史最高点#.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在"#""年$!*月分别上调了!%$%元2吨和!&-#元2吨$.中国小麦存在产
量对化肥施用量敏感度高'机械化率高'空间布局高度集中推高运输贸易成本等特点+国际化肥和燃料价格
上涨势必会推高小麦价格+并带动相关食品加工原材料成本水涨船高.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国内小麦价格表现出超出供需的跌涨变化.随着市场对俄乌冲突事件的逐渐消
化+加之美联储的激进加息+全球粮价开始回落+中国国内小麦价格也回归到冲突前."#"$年&月+受多个
短期因素影响+小麦价格再次回弹+但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意味着小麦价格仍然存在下跌风险.近期国际大粮
商撤离俄罗斯市场'个别欧盟国家禁止进口乌克兰粮食及食品的禁令等将为国内外小麦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可见+小麦市场的动荡并未消失+其只是从俄乌冲突刚爆发时期的明面影响转为更为隐蔽的潜在影响.小麦
作为大宗商品的属性要求保供和稳价+小麦偏离温和价格区间的大幅度波动必将引起粮食市场的波澜+值得
密切关注和警惕.

图!!"#"#!"#""年!!*月中国国内小麦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价格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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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U��

中国国内小麦价格之所以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表现出飙涨和波动+归根结底是近年来中国大规模进口小麦
打通了外部风险向国内传导的渠道.高进口与国内小麦高产出'高库存共同构成 $三高%的结构性矛盾+需
要在推动内外双循环发展中得以化解.从外循环来看+小麦国际贸易的总体环境是生产国'出口国集中+但
进口国高度分散+供应链阻断或者贸易限制等对进口国来说容易形成较大风险0""1.中国作为小麦进口大国+
在抵御外部冲击给国内市场带来不稳定性方面存在天然劣势+依靠优化国际贸易结构化解风险的努力将收效
甚微.鉴于小麦在国内重要的战略储备粮地位+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发动强烈挑战成为不可逆
趋势的国际环境+最可行的方法是就小麦产业自身'品种内部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和政策等内循环视角挖掘
引起 $三高%的症结+从根源优化小麦供需结构和避免外部冲击带来的溢出风险.

-*+!中国小麦生产的低收益将阻碍产业化经营$增加弃农风险

俄罗斯小麦出口贸易由欧洲向亚非地区的转向和中国对俄罗斯全境小麦开放使得俄罗斯低价进口小麦对

国内市场形成价格冲击+进一步压缩的价格 $天花板%和较高的生产成本 $地板%侵蚀了小麦生产的收益+
低收益将进一步阻碍产业化和农户种植行为选择.具体来说+中国小农为主的基本经营制度使得小麦生产的
人工和土地成本全都隐含在综合收益中.只考虑农资费用等现金成本支出+"#"#年小麦生产的亩#均现金收

益为&,$3-"元+账面上看小农户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但是+每亩隐含的人工和土地成本合计%!#3&%元+比
现金收益高出!*3*$元 "图"#+小麦种植所获现金收益难以支付小农生产隐含的人工和土地成本+这就势必
会阻碍小麦的产业化经营并增加农户的弃农风险.

图"!小麦生产人工和土地要素的现金支付价与沉没成本对比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第一+在当前的生产成本和利润率条件下+小麦生产一旦走产业化经营+人工和土地潜在的要素价格将
会暴露出来+原本隐含的人工和土地成本陡然显化+而小麦单产充分挖掘决定了小麦产值增长空间有限+难
以支付显化的人工和土地成本+小麦产业化经营极有可能无利可图甚至入不敷出.然而+中国快速城镇化和
工业化过程意味着农业劳动力仍将以一定速度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户经营规模扩大是必然趋势+对农
业产业化经营有内在需求.可见+当前小麦生产的低收益阻碍产业化经营与未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在需求
相矛盾.第二+由市场定价的人工和土地价值是两种要素投入农业生产的沉没成本+务农带来的现金收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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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和土地要素的实际支付价+现金支付价和沉没成本的失衡可能导致务农心理价值降低并促使农户策略
性地离农+从而恶化农业生产的社会生态结构."#!#年开始+人工和土地要素的沉没成本逐渐逼近小麦种植
的现金收益+并于"#!*年开始反超 "图"#+这对于就业选择空间不断扩大的中国农民来说+放弃小麦种植
而在非农就业空间获取市场定价的人工和土地价值是农户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反应.

-*,!小麦品种间的供需错配导致进口增加%加剧了 "三高#的结构性矛盾

对优质专用品种小麦的强劲需求导致进口持续增加."!世纪以来+国内小麦进口总体呈现波动增长状
态+"#!-年后增长速度加快."#"!年小麦进口量高达,++万吨+创历史新高+比"#!-年增加+#-万吨+复
合年均增长率为%$3+!\.虽然小麦进口量在总供给和国内需求中分别只占$3$$\和*3%+\的份额+对国内
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但是+中国小麦进口全球排名第四 "&3+\#+仅次于埃及 "*3"\#'印度尼西亚
"%3%\#和土耳其 "%3#\##.按照近三年国内小麦平均单产推算隐含的虚拟耕地面积0"$1+"#"!年相当于进
口了"*!,3$#万亩耕地$+相当于湖北省和甘肃省的小麦播种面积.在国内供应充足的背景下依然大量进口
小麦+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导致对专用小麦需求增加.高筋淀粉适合制作面
包'点心等+低筋面粉适合制作蛋糕'饼干等.随着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和多元化+居民对上述面制品的
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对高筋和低筋等专用小麦的需求量随之稳步提升.二是国内优质小麦不优价挫伤了农民
种植积极性.与普通小麦相比+优质小麦产量相对较低+但价格优势不明显+甚至在丰年两者毫无差别.对
于农户来说+种植专用品种小麦有亏损的风险+因而种植积极性不高.三是对于面粉加工企业来说+国内小
麦与进口小麦相比存在蛋白含量低和纯度不够等劣势.国内专用品种小麦主要受限于种子+蛋白质含量不
高.国内小麦种子种类繁多+小农户分散经营容易造成花粉污染+使得小麦纯度不够+影响面粉加工配方和
工序.不同于玉米种子+小麦种子属于非杂交种+造成农户尤其是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的自留种现象+进一
步影响到小麦的纯度.四是中储粮和大部分粮点没有针对专用品种小麦的专库.大多数粮点的专用品种小麦
不是专存的+有掺混现象+专用特征不明显.中储粮储备体系只收购轮换粮和托市粮+不区分普通小麦和专
用品种小麦.但是+面粉加工企业的仓储能力有限+一般在 $三夏%期间收购一手小麦后短期内会仓库爆
满+仓储容量之外的需求很多情况下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前国际市场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全球小麦产业
链和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加大.而中国进口小麦主要来源国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对华
关系紧张国家0"&R"%1.卷入冲突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及冲突的持续升级给中国小麦国际贸易的多元化之路增加了
不确定性.这些非传统因素要求中国依据上述四个方面尽快解决小麦 $高进口%$高产量%$高库存%共存的
结构性矛盾.

-*)!小麦口粮转饲用导致总消费量增加$引起库存周期性波动

!"#"$!中国小麦口粮转饲用带来人均小麦总消费量增加
在消费需求方面+制粉消费和饲料消费依旧是中国小麦消费的最主要部分.制粉消费又可称为口粮消

费+是对小麦的直接消费+用于制作面包'馒头'面条等食品+几乎占到总需求的*#\"-#\."!世纪初+
中国经历了小麦生产力不足导致的口粮消费减少+"###!"##+年制粉消费年均减少+,3%+万吨+人均制粉消
费量由!$!3-+斤%减少到!!-3#+斤+下降了!#3&*\.此后+在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激励下小麦生产力得
到恢复+小麦刚性消费需求逐渐被满足."#!"年制粉消费量为,+!万吨+人均制粉消费!&$3&"斤+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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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3郾10（总 534）

#

$

%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 "S1>;#.
春小麦和冬小麦都只能种植一季+推算隐含的虚拟耕地面积即为虚拟播种面积.虚拟耕地资源的量化主要从生产地和消费地两个方面

进行+即按产品的生产地实际需要的耕地资源数量进行计算和按产品的消费地需求情况生产该产品实际需要的耕地资源数量进行计算 ""#!-!

"#"#年中国小麦平均单产为$+$千克2亩."#"!年进口小麦,++万吨.虚拟耕地面积为,++]!###2$+$̂ "*!,3$#万亩#.

!斤 #̂3%千克.



高点."#!$年开始进入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阶段+该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口粮转饲用消费增多+即部分原
本用于制粉的小麦转为养殖业的饲料+小麦制粉消费年均减少!#!3!!万吨+人均制粉消费量也由"#!"年的

!&$3&"斤最高值减少到"#"#年的!"$3""斤+下降了!&3#-\ "表!#.
小麦饲用消费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玉米替代饲料.在玉米价格快速上涨'价格高企的情况

下+饲料企业和养殖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采购小麦替代玉米做饲料.受养殖周期和玉米小麦比价的影响呈现短
期波动.另一种是作为水产和畜禽养殖中的常规饲料+随养殖规模呈现长期变化趋势.小麦饲用消费同时受
到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的交织叠加影响.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之前+饲用消费总体趋势表现平稳+在"#!!
年由于小麦玉米倒挂价差创历史高点+出现小麦饲用消费的一个波峰.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伴随着主粮消
费减少而肉蛋奶类消费增加的特征+小麦常规性饲用消费量也随之增加."#!%年小麦的饲用量增速加快'增
幅加大+人均饲用量由!#3-&斤增加到"#"#年的$"3%-斤."#"!年受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饲用替代增加的
叠加影响+小麦的人均饲用量增加到*$3+!斤+同比增长,%3%%\ "表!#.

从人均制粉和饲用消费看+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之后+虽然小麦的人均口粮消费减少了+但是人均饲用消
费是增加的.且由于小麦在转化为肉蛋奶的过程中存在料肉比损耗+人均制粉和饲用的总消费量反而增加
了."#!%!"#"!年人均制粉和饲用的小麦总消费量从!&%3$!斤涨到!--3$!斤+复合年均增长率为&3&"\
"表!#.可见+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尽管小麦直接消费在减少+
但总消费仍会不断增加+需要比以往更多的粮食转化作为保障.

表+!,...(,.,+年小麦人均制粉和饲用消费
单位(斤

年份
人均制

粉消费

人均饲

用消费

人均制粉_
饲用消费

年份
人均制粉

消费

人均饲用

消费

人均制粉_
饲用消费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 !"&3%, *$3+! !--3$!

!!数据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和国家统计年鉴.

!"#"%!小麦口粮转饲用消费增加使得近期小麦库存随生猪养殖周期性波动

"###年以来+小麦库存在"##%年和"#!"年经历了两次谷底 "图$#.第一个谷底由生产量不足引起+第
二个谷底由小麦饲用消费增加引起."!世纪伊始+持续下滑的小麦生产量无法满足消费需求+负的节余量使
得小麦库存持续被消耗+"##%年库存降到谷底+且在总供给中的比重降到$#3+*\."##%年以后+小麦生产
量在价格支持政策的激励下快速增加+抑制进口的同时仍然能够满足需求+正的节余量使得小麦库存触底反
弹."#!!!"#!"年为生猪养殖周期亏损期后的盈利期+玉米价格随猪肉价格同步上涨+并反超小麦 "图&#.
每吨玉米在"#!!年和"#!"年分别比小麦高出!*%3!,元和!,$3-"元+玉米与小麦的比价超过!+导致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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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替代玉米用作饲料+饲用消费部分激增+约为"#!#年的"倍.在口粮消费平稳而饲用消费激增的背景
下+小麦生产量和进口量无法满足总的国内消费需求+两年快速消耗了小麦库存的!2$+使得"#!"年库存占
总需求量的比重降到谷底+为"+3*#\.小麦饲用消费大幅增加的情况在"#"!年再次发生+玉米与小麦比价
为!3#,+每吨玉米比小麦高出""-3-元+小麦转为饲用的冲动更强+同比增加""##万吨+库存消耗"#-#
万吨.该现象在"#""年有望得到抑制+受俄乌冲突和多重危机的叠加影响+以及维持小麦高价运行的内在
因素尚未消退+小麦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将大幅反超玉米+小麦饲用替代规模将大幅减少.同时+中国冬小麦
大丰收以及允许俄罗斯全境小麦进口的政策使总供给增多.供给增多而需求减少使得节余量增加+最终将带
来库存增加.由此可见+近期中国小麦库存的周期性波动是由生猪养殖周期性波动引起的+小麦库存应对了
养猪周期的盈利期对小麦饲用消费增加引发的危机.

图$!"###!"#"!年中国小麦的库存变化情况

图&!中国小麦和玉米单日价格

-*-!普遍使用的小麦品种自给率低估了国家保障小麦口粮绝对安全的能力%并加剧粮
饲结构失衡

!!自给率是评估小麦自给程度的重要指标0!%+"*R"+1.国内普遍使用的小麦自给率由生产量占国内消费 "包含
制粉消费'饲用消费'工业消费'种用量#的比值来表征+即小麦品种自给率.但由于 $口粮绝对安全%是
作为口粮部分的安全+所以衡量小麦口粮消费的自给率很有必要+用生产量占制粉消费的比值表征#.如图

%所示+小麦品种自给率显示小麦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在"##!!"##*年和"#!"!"#!&年+中国小麦品种
自给率低于!##\+无法完全自给.其中+"##"!"##&年由于小麦生产量不足+自给率低于,#\+最低时甚
至达到-"3+&\+存在较大供求风险."#!"年'"#!$年小麦的饲用量翻倍造成自给率分别降为-+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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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以上+就是完全自给/在,%\"!##\+属于基本自给/在,#\",%\+是可以接受
的粮食安全水平/一旦小于,#\+粮食供求的风险就会增大.



-,3#-\.即使在小麦品种自给率高于!##\的其他年份+也只是处于紧平衡状态.但是+小麦口粮消费自给
率介于!#%3*,\"!&*3-!\+生产量远超过国内口粮消费需求.小麦口粮消费自给率与品种自给率平均相差

$"3&"个百分点+这种差异由小麦饲用消费'工业消费和种用量引起.其中+小麦饲用消费是最主要原因+
因此玉米和小麦比价将影响两种自给率的差距.两种统计口径下的自给率差值和玉米小麦比价保持一致的演
变趋势印证了该观点+高值同时出现在"#!"年 "图*#+玉米和小麦比价高达!3#,+小麦口粮消费自给率与
品种自给率差值也高达&&3%%个百分点+创"!世纪以来最高点.综上可知+普遍使用的小麦品种自给率往
往低估了国家保障小麦口粮安全的能力.这种误判带来的后果是国家将在小麦口粮供给充足的情况下确保小
麦播种面积继续扩大或不减少.鉴于小麦和水稻空间分布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空间争夺现象不严重+而
国内大豆种植面积有限+扩大的小麦播种面积将会挤占玉米的种植空间.但是+实际需要的小麦口粮已完全
满足+增加的小麦产量在玉米小麦高比价的驱动下将转化为玉米的替代饲料.此外+小麦中的淀粉和脂肪含
量低于玉米+猪的料肉比用小麦时低于玉米+单位面积耕地种植小麦转化的肉类低于玉米+最终导致有限耕
地资源在口粮和饲料粮间的错配+进一步加剧当前口粮过剩与饲料粮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图%!"##!!"#"!年小麦品种自给率和小麦口
粮消费自给率情况 !!!!!!

图*!"##!!"#"!年小麦自给率差值
及玉米小麦比价 !!!

%!���������S ¡¢£cVW

/*+!多措并举降低国内小麦生产成本

!!居高不下的小麦生产成本扼杀了中国小麦的国际竞争力并阻碍了小麦生产的产业化进程+亟须通过机械
化'智能化'技术化和组织化的措施降低生产成本.劳动成本的降低主要通过机械替代实现+尤其是对季节
性劳动的替代.中国小麦耕'种'收环节的机械化水平均达到,#\以上0"-1.受限于小而分散的生产经营规
模和松散的组织化水平+灌溉和施肥药等环节的机械水平较低0",1+推广无人机和大型水肥一体化灌溉等设施
可以提高灌溉和施肥施药环节的机械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就土地成本来说+应着力减少规模经营带来土
地成本显化对收益的侵蚀.加强补贴针对性+按照 $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加大对土地转入户的种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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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此外+改变土地流转补贴中补贴规模由各地方流转补贴的总金额和规模户数判定的实操办法+并依据规
模报酬递减规律制定更科学的流转规模补贴范围0$#1+以避免诱使规模经营主体为获取流转补贴而盲目扩大经
营规模+造成规模不经济和效益损失.中国小麦化肥和农药投入产出低于欧盟'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
等国家+亟须多措并举实现农药和化肥的减量行动.开展具有抗病虫 "特别是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研发
能实现节肥和节药的目标/充分利用测土配方施肥'遥感对农作物长势和墒情的精准识别'用量精准控制等
智能化技术+提高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和施用区域的精准度+进而提高农药和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充分发挥村
集体'合作社和服务站等组织在农资采购中的规模议价优势+通过减少中间交易环节和获取优惠价格降低农
药'化肥等农资费用+削弱农资涨价对粮食补贴的抵消效应.多项措施有助于增强抵御俄乌冲突爆发后化肥
和能源国际价格波动向国内生产和运输环节传导风险的能力.

/*,!推进中国专用品种小麦的供给以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需在生产端和销售端共同发力+增加专用小麦供给以解决普通小麦过量而专用小麦短缺的品种结构矛
盾+实现在不增加国内小麦种植面积的前提下减少国家对优质小麦的进口量.在生产端+应持续加大优质专
用小麦种子研发力度+推动专用小麦培育及种植技术深化+培育适合市场需求的专用小麦以满足国内需求/
改变国内不同优质小麦分散'混杂种植模式+按不同的生态区划定种植区域+推动专用小麦成片种植以有效
保证品种稳定性.在销售端+推动可执行的专用小麦认证标准和收购标准+推动专用小麦优价补贴和收购+
拉开价格差距+消除农户种植专用小麦的心理风险+引导农户种植专用小麦/建议中储粮预留专库用做弱筋
小麦和强筋小麦等专用小麦的收储+避免其在保存过程中发生变质和霉变+随时满足面粉加工企业仓储容量
之外的需求+化解国内小麦 $高库存%和 $高进口%的矛盾/面粉加工厂还应积极与规模经营主体形成订单
农业.

/*)!促进小麦种植区域的种植结构向饲料粮调整

针对当前小麦口粮转饲用消费的增加+在饲料粮有优势的区域调整小麦为饲料粮种植+以优化粮饲供需
结构+实现在不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前提下减少国家对大豆和玉米等饲料粮的进口.在单季种植区域+综合
比较小麦生产潜力和饲料粮生产潜力+在饲料粮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调整小麦为饲料粮+减少小麦的同时增
加饲料粮供给.在双季种植区域+小麦往往是作为补充作物种植的.冬小麦因其能越冬和早熟的特性+能够
在不影响下一茬种植的同时完成一季生产.在这一情况下+若想调整小麦为饲料作物+需要通过生物育种等
技术研究出生育期短'成熟期早的饲料粮品种+通过一年两季饲料粮来取代小麦和饲料粮两季种植模式.

/*-!纠正口粮绝对安全政策中自给率统计口径的误区

当前的口粮绝对安全政策强调小麦作为口粮消费要绝对安全.但是+普遍使用的自给率没有对小麦的消
费功能进行分类+将口粮消费'饲用消费'工业消费和种用消费构成的国内总消费自给率 "亦称品种自给
率#替代了口粮消费自给率+低估了小麦作为口粮消费的实际自给率.口粮绝对安全政策的衡量指标应当将
普遍使用的小麦品种自给率替换为小麦口粮消费自给率+科学评估当前小麦作为口粮消费部分的自给水平.
一方面+避免低估小麦口粮保障能力造成的小麦种植面积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高库存问题/另一方面+在
当前耕地资源紧约束的情况下为饲料粮种植扩张让渡部分耕地资源+缓解当前口粮过剩和饲料粮不足的
矛盾.

参考文献

0!1朱晶+李天祥+臧星月3高水平开放下我国粮食安全的非传统挑战及政策转型 0T13农业经济问题+"#"!"!#("+R&#3
!*$!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3郾10（总 534）



0"1李显戈+周应恒3世界粮食危机期间国际粮价格向国内传导的分析 0T13统计与决策+"#!%"!-#(!&-R!%#3
0$1刘友金+李玮瑾3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塑与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应对 0T13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R+#3
0&1韩一军+韩亭辉3 $十四五%时期我国小麦增产潜力分析与实现路径 0T13农业经济问题+"#"!"+#($-R&*3
0%1姜长云+李显戈+董欢3关于我国粮食安全与粮食政策问题的思考(基于谷物自给率与日'韩相关经验的借鉴 0T13宏观

经济研究+"#!&"$#($R!#+"$3
0*1李浩然+穆月英3中国小麦进口贸易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 0T13中国农学通报+"#"#+$* "*#(

!$"R!$,3
0+1孙致陆3贸易开放背景下国际小麦贸易市场势力实证分析 0T13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R!&+!*,3
0-1王健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粮食进口优化研究 0T13农村经济+"#!+"!##(*-R+$3
0,1郝晓燕+李雪3基于 $口粮绝对安全%的小麦和稻谷多元化进口策略分析 0T13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R+-3
0!#1朱晶+张庆萍3中国利用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小麦市场分析 0T13农业经济问题+"#!&+$% "&#(&"R%#+!!!3
0!!1张益+郝晓燕+韩一军3我国小麦产业链纵向价格传导及市场整合分析 0T13经济问题+"#!- "!#(*%R+#3
0!"1张益+孙小龙+韩一军3社会网络'节水意识对小麦生产节水技术采用的影响(基于冀鲁豫的农户调查数据 0T13农业

技术经济+"#!,"!!#(!"+R!$*3
0!$1刘泽莹+韩一军3种麦农户行为选择(来自价格'政策和非农就业的综合响应检验 0T13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R+!+!+"3
0!&1段鹏3国际国内小麦价格传导分析(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0T13价格月刊+"#!* ""#($!R$&3
0!%1杨明智+裴源生+李旭东3中国粮食自给率研究(粮食'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分析 0T13自然资源学报+"#!,+$& "&#(

--!R--,3
0!*1周国长3历史记忆与俄乌有关!,$"!!,$$年大饥荒的论争 0T13西伯利亚研究+"#!,+&*"$#(*%R+#3
0!+1李先德+孙致陆+赵玉菡3全球粮食安全及其治理(发展进程'现实挑战和转型策略 0T13中国农村经济+"#"""*#(

"R""3
0!-1庞昌伟+范新宇3 $俄乌冲突%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和对策 0T13北方论丛+"#"""*#(&&R%%3
0!,1王明利+鄢朝辉3俄乌冲突对世界及我国食物安全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0T13经济纵横+"#"""+#("+,+R!#*3
0"#1左凤荣3俄乌冲突助燃俄欧 $斗气%0T13当代世界+"#"""!#(&-R&,3
0"!1毛学峰+刘靖+朱信凯3中国粮食结构与粮食安全(基于粮食流通贸易的视角 0T13管理世界+"#!%"$#(+*R-%3
0""1朱信凯+孔哲礼+李慧3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基于出口强度与市场范围视角的考察 0T13国际

贸易问题+"#"#"$#(%*R+#3
0"$1曹冲+陈俭+丁晨晨+等3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中隐含虚拟耕地资源 $尾效%对比研究 0T13中国农业资源与区

划+"#"#+&!"$#("#R"*3
0"&1郝晓燕+李雪3基于 $口粮绝对安全%的小麦和稻谷多元化进口策略分析 0T13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R+-3
0"%1杜志雄+高鸣+韩磊3供给侧进口端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 0T13中国农村经济+"#"!"!#(!%R$#3
0"*1辛翔飞+刘锐+王济民3破除自给率越高粮食越安全的迷误 0T13农业经济问题+"#"#"!##(!,R$!3
0"+1倪国华+王赛男+金燕红3提高 $自给率%还是提升 $主导权%&(基于政策模拟的粮食贸易体系研究 0T13管理世界+

"#""+$-"&#(*%R-"3
0"-1刘长全+王术坤+李婷婷3小农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特征与差异 0T13经济与管理+"#""+$*"&#(!R-3
0",1卢昱嘉+韩一军+陈秧分3中国小麦生产机械投入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个小麦主产省的实证 0T13中国农学通

报+"#!,+$%"$%#(!%+R!*&3
0$#1栾健+韩一军3农地规模经营能否实现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趋同& 0T13中国土地科学+"#"#+$&",#(%-R**3

+15(8>?<0.C015#=;;:?J*@4?:/5)./C2:<00.015'2.9?2!15?0D=>>23)1?:/?/A)1:/?);
%.85;0:<-?4@50?/A015)1?225/E5;I?<5A:/015(/054/?2):4<=2?0:./

/M(?7LI?7L!';24cE7K6?
&9;04?<0((Q6FB@@?ERSG5E?76A97KD?AII5E7@<?I@IQ6@P@I6<?A5?@G@KEA6J=PUQ6EIC59JBAI?97E7JA?5ABDEI?97
I9IQ6U95DJ79I97DPIQ59BLQIQ6UQ6EI@BCCDPAQE?7?I@6DK+=BIED@9IQ59BLQ9IQ65UEP@@BAQE@6765LPE7J

!+$!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3郾10（总 534）



K65I?D?W653;DIQ9BLQIQ6.Q?7E-@UQ6EI@BCCDP?@@BKK?A?67I+?I?@@I?DD?76V?IE=DP?<CEAI6J=PIQ6I?LQI@BCCDP
E7J5?@?7LC5?A6@9KUQ6EI?7IQ6?7I657EI?97ED<E5G6I+D6EJ?7LI9IQ6K?7EDC65K95<E7A69KIQ6@9E5?7LC5?A6E7J
C5?A6KDBAIBEI?97@IQEIJ6V?EI6K59<IQ6@BCCDPE7JJ6<E7JKB7JE<67IED@3X9UI9EJ[B@IE7J9CI?<?W6IQ6J9R
<6@I?AUQ6EI@BCCDP@I5BAIB56QE@=6A9<6IQ6G6PI9Q6JL6IQ66:I657EDA5?@?@3;IC56@67I+IQ6D9U76IC59K?I
9KUQ6EI?7.Q?7EQE@Q?7J656J?7JB@I5?ED9C65EI?97E7J?7A56E@6IQ65?@G9KE=E7J97?7LEL5?ABDIB563(Q6<?@R
<EIAQ=6IU667@BCCDPE7JJ6<E7J9KUQ6EIVE5?6I?6@QE@ELL5EVEI6JIQ6A97I5EJ?AI?979K$IQ566Q?LQ@%3(Q6
A97V65@?979KUQ6EI5EI?97@I9K66JA97@B<CI?97D6JI9E7?7A56E@6?7IQ6I9IEDC65AEC?IEA97@B<CI?97+E7JIQ6
@I9AGKDBAIBEI6JU?IQIQ6C?L=566J?7LAPAD6IQ59BLQIQ6C5?A6A9<CE5?@979KA957E7JUQ6EI3(Q6A9<<97DP
B@6J@6DKR@BKK?A?67AP5EI69KUQ6EIQE@B7J656@I?<EI6JIQ6A9B7I5P-@E=?D?IPI967@B56IQ6A97@B<CI?979K
UQ6EI5EI?97@E7JELL5EVEI6JIQ6@I5BAIB5ED?<=EDE7A69K6:A6@@5EI?97@E7J@Q95IEL69KK66JL5E?7@3MI?@B5R
L67II9IEG6<BDI?CD6<6E@B56@I956JBA6J9<6@I?AUQ6EIC59JBAI?97A9@I@+C59<9I6IQ6@BCCDP9K@C6A?ED?W6J
UQ6EIVE5?6I?6@?7.Q?7E+C59<9I6IQ6EJ[B@I<67I9KIQ6CDE7I?7L@I5BAIB56?7UQ6EICDE7I?7LE56E@I9K66J
L5E?7@+E7JA9556AI<?@A97A6CI?97@?7IQ6@IEI?@I?AEDAED?=659KUQ6EI@6DKR@BKK?A?67AP5EI6319E@I9KB5IQ6567R
QE7A6.Q?7E-@UQ6EI@6AB5?IPAECEA?IP+E7J6@IE=D?@QEK?56UEDDI9C56V67IA5?@6@@BAQE@@9E5?7L?7I657EI?97ED
L5E?7C5?A6@E7JK99J@Q95IEL6@K59<I5E7@<?II?7LI9IQ6J9<6@I?AL5E?7<E5G6I3
G53H.4A;(O99J16AB5?IP/N5?A6(5E7@<?@@?9786IU667M7I657EI?97EDE7J>9<6@I?A/O99JRK66J1I5BAIB56/

X?LQYBED?IPZE5?6I?6@/16DKR@BKK?A?67APFEI6

!责任编辑!张雪娇!卫晋津"

!-$!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3郾10（总 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