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2018年粮食产量已经
突破13000亿斤，水稻、小麦、玉
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
以上。但当前，城乡居民粮食
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对优质
粮食需求持续增加，而国内优
质粮食供给不足，需要通过进
口来解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解决我
国粮食问题的必然选择——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是不争
的事实，2017年人均粮食占有
量达到889斤，超过世界平均水
平。但是，我国每年还要进口
超过1亿吨的粮食，大豆对外
依存度更是超过80%。多位专
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前我国口粮安全问题基本得到
解决，粮食安全的内涵发生深刻
变化，粮食供需存在结构性短
缺，粮食质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
情下，通过适度进口优化供给结
构，可以从更高层次上提升国家
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

口粮有保障 进口调余缺

人们都关心一个最简单也
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粮
食够不够吃？答案是肯定的：
够吃。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和
农业生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政
策支持、科技驱动、深化改革等
多种举措，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2018年粮食产量已经
突破13000亿斤，水稻、小麦、玉
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
以上。目前，国内粮食供需总体
宽松，库存充裕，粮食储备已经
大大超过世界粮农组织规定的
17%至18%的安全警戒线。我国
用全球10%的耕地、6%的淡水资

源生产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
20%的人口。过去几千年长期
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
成功解决，逐步实现了由“吃不
饱”向“吃得饱”，进而追求“吃得
好”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我国粮食够吃，为什
么还要大量进口呢？“这是因为
当前我国粮食供给已经由总量
不足转为结构性矛盾，结构性
短缺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国家粮
食安全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
进口来调剂余缺。”中国农业大
学农经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说。
一方面品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
出，谷物虽然保持较高自给水
平，稻谷连续多年产大于需，口
粮在数量上已经得到保障，但是
玉米已连续两年出现产需缺口，
大豆自给率不足20%；另一方面
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水平大幅度
提高，对优质粮食需求持续增
加，而国内优质粮食供给不足。
如小麦是我国居民的主要口
粮，国产小麦以中低筋品种为
主，蛋白质含量较低，制作高端
面包所需要的高筋小麦国内供
应不足，需要通过进口来解决。

适度进口粮食是我国新的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内
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确
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立
足国内、谷物基本自给的粮食
政策，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源禀
赋决定了依靠本国资源难以解
决全部的农产品和食品的需
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是解决我国粮食
问题的必然选择。

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

多年来，我国坚持推进贸

易全球化，坚持开放战略，通
过贸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农
产品资源，国际国内市场联动
不断增强。然而，粮食贸易受
到国际贸易摩擦等诸多不确
定因素影响，构建多元化进口
格局，是保障粮食供应最安全
有效的手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
年来，我国按照适度进口的要
求，积极发展粮食国际贸易，促
进我国粮食进口来源、渠道和
结构的多元化。我国大豆需求
快速增长，最近10年平均每年
增加650多万吨。2017年我国
大豆进口9500多万吨，2018年
进口8800多万吨，成为全球最
大的大豆进口国，年度进口量
占全球总量的60%左右。为了
保障大豆供应安全，我国不断
拓展大豆进口来源地，除了巴
西、阿根廷、美国等传统的进口
来源地之外，俄罗斯、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也成为我国
大豆重要进口来源地。

专家认为，要树立全球视
野，增强战略眼光，培育一批规
模大、实力强、效益好的国际大
粮商，引导粮食企业有序“走出
去”，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开展粮食生
产、加工、仓储、物流、装备制造
等跨国经营，逐步形成内外联
动、产销衔接、优势互补、相互
促进的发展格局，更好地保障
粮食安全。

中粮集团是我国第一大粮
油食品企业、世界第五大粮
商。近年来，为了顺应国内农
产品供需格局变化，中粮集团
立足全球视野满足市场需求，
通过国际化战略布局，在全球
最大的粮食产地南美、黑海等
地区，和拥有全球最大粮食需
求增量的亚洲新兴市场间建立

起稳定的粮食走廊。
中储粮是国内最大的农产

品储备集团，近两年主动调整
进口来源地，加大对巴西、阿根
廷、乌拉圭等南美国家大豆的
采购力度，并已形成稳定成熟
的多元化国际贸易渠道。中储
粮还加强了与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乌克兰、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种植和加工企业的接洽，探索
开辟新的贸易渠道的可行性。

专家同时认为，要加强粮
食进口管理，防止过度进口对
国内粮食产业造成危害。我
国对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谷
物进口实行配额管理，2019
年，我国小麦进口关税配额量
为 963.6万吨，玉米 720万吨，
大米532万吨。有关部门还应
加强粮食进出口的监测和管
理，严厉打击走私，规范市场秩
序，为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

推动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粮食贸易是保障粮食安全
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全球每
年的粮食贸易量不足我国一年
消费量的三分之二，如果我国
大量进口粮食将会对全球粮食
安全造成不小的挑战。李军认
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
国不可能把粮食安全完全寄托
在粮食贸易上，关键还是要在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
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满足国
内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

2015年以来，我国深入实
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
整优化种植结构，完善粮食价
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统筹
推进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能

力建设。目前，我国粮食产能
稳定，种植结构优化，粮食库
存充裕、供给充足、市场平稳，
进入粮食安全形势最好、保障
能力最强的历史时期。玉米
种植面积下降，优质水稻和小
麦种植面积增加。预计今年
大豆播种面积将超过 1.3亿
亩，产量突破1700万吨，提升
了国产大豆供给水平，为有效
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和风险
挑战增添了底气。

“粮食生产发展一定要对
接市场需求，高度重视粮食生
产和储备的数量、质量，及其
市场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通
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
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构
建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
体系。”李军说。粮食产业经
济涵盖由原粮到产品、产区到
销区、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
对粮食生产具有反哺激励和
反馈引导作用，对粮食消费具
有支撑培育和带动引领作用，
粮食产业经济越发达，抵御粮
食安全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粮
食产业经济发展，初步建立了
门类齐全的粮食产业体系，对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
作用。2017年起，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启动实施“优质粮
食工程”，实施“中国好粮油行
动计划”。“优质粮食工程”实施
两年多来结出累累硕果，全国
涌现出“吉林大米”“荆楚大地”
“广西香米”“齐鲁粮油”“天府
菜油”等一大批知名度和美誉
度很高的区域品牌。粮食加工
企业通过构建全产业链经营模
式，建立优质粮源基地。2018
年全国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优
质粮源基地达到6700多万亩。

（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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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预测增速下滑 中式快餐如何“谋变”？
中式快餐是餐饮行业的最

大赛道，一直以来，是餐饮创业
者进入最多、店铺数最多且高
速增长的品类。但现在这一情
况正在发生变化。有研究机构
预测，中国快餐市场在2019年
时增速将放缓至4%左右，未来
增速将不到十年前的1/3。中
式快餐集体遭遇危机，不管是
深耕多年的老品牌，还是年轻
的品牌都在求新求变。快餐
“谋变”，出路在哪？

7月2日，在“2019中国餐饮
营销力峰会暨中国餐饮（品类）
十大品牌颁奖盛典”上，“2019
年中国中式快餐十大品牌榜”
正式揭晓。

榜单发布方，红餐网指
出，餐饮市场消费主体由 70/
80后变为 90/00后之后，新消
费群体对中式快餐的需求也有
了很大的变化，从最初的“便
捷、吃饱”，到“便捷、吃好”，再
到“不仅要便捷、吃好，还讲求
性价比”。

此外，丰富的食物给消费
者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使得中
式快餐的处境很是尴尬。比如
越来越多地方小吃被挖掘，通
过丰富产品实现快餐化；与此
同时，快餐、休闲餐、正餐的界
限越来越模糊，正餐的“快餐
化”可以说是直接从快餐碗里
抢食。

而外卖的崛起也给了快餐
致命一击，线下流量被分流了
不少。很多正餐品牌为了获取
更多顾客，外卖“小份化”，推出
单人套餐、两人套餐等，价格和
快餐接近，但品质却好很多，快
餐竞争力堪忧。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18
年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
快餐的人居消费较前年上涨了
6.78%，但餐厅每平米营收和每
餐位营收都下降了2%左右，也
就是说快餐的利润空间正在收
窄，快速增加的各项成本支出
是罪魁祸首。

报告显示，餐饮行业人力、
房租、原材料成本都在增加，单

在2017年，快餐的房租成本支
出直接增加了6.5%，人力成本
和原材料成本也分别增长了
1.6%、2.5%。

虽说成本上涨是整个行业
的常态，但快餐本身是需要效
率和成本控制到足够好、足够
平衡，靠薄利多销生存的品类，
成本上涨无疑雪上加霜。

值得注意的是，从入围
《2019年中国中式快餐十大品
牌榜》的10个品牌而言，基本都
成立于2000年前后，从品牌生
命周期来说都已经步入中年
期，虽然标准化程度高、体系健
全，但部分品牌出现老化已经
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
中式快餐要谋“四变”，即第
一，聚焦主产品，极力打造主
打产品，突出品牌特色；第
二，改变经营模式，尝试以现
炒自助式快餐模式突围；第
三，提升外卖品质。中式快餐
在逐渐适应了外卖市场节奏
之后，也在根据产品特性调整
烹饪流程、优化包装配送等环
节，为消费者提供品质外卖；
第四，快餐零售化。一些快餐
品牌大众知名度高，线下打
开知名度之后，线上渠道扩
展就相对容易类似饺子、馄
饨、米线一类中式快餐，做零
售很合适。

我国每年粮食进口超亿吨 大豆对外依存度超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