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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和国家安
全的关系–中国的
粮食供应管理
MINNEAPOLIS, MAY 5, 2011 — 今年二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宣布中国陷入“粮食危机，”原
因是百年不遇的干旱损伤了中国三分之一的麦田。这条消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每年产量约有1亿1千5百万吨，相当于国际小麦贸易额的总量。中国目前的
粮食进口量不高，但是，假如中国转向全球市场出高价购买粮食来缓解因干旱而引起的“粮食危
机”，粮价有可能急剧上升。

可是事实上， 即使在收成不好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也并不活跃，这要归功于中国大量
储备粮食以应危机的政策。中国视粮食安全为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粮食储备量属于国家
机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算，中国大约有5千5百万吨的储备粮，同时有关方面认为中国
还有3千万吨的私有储备粮。这些储备粮相当于中国正常年均收粮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因此，
即便遇到干旱或其他紧急情况，中国也有足够的粮食来应对。储备粮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际
市场动荡对中国市场的影响，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很有益处的。我们无法预测中国会不会
因超常进口粮食而致使全球粮食供应紊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能力远远超出没
有后备粮的国家。

古老传统

储存粮食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代，旧约中记载，约瑟夫忠告法老要储备多余的粮食来应
付饥荒。 而依据中国的历史记载，古代帝国储存粮食不仅是为了预防饥荒，而且也是为了能稳定
粮价和巩固民心。

中国一直都在储备粮食以及以它一些食物，比如肉类和食用油，相比之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
其他国家都已经放弃了这种明智的做法。三十年前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思想认为，农业产
品和食物与其它非生活必需消费应一视同仁，不可区别对待。大粮食企业并不喜欢储备粮的存
在， 他们用“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来掩饰他们的贪婪，声称储备粮的存在影响了市场效率并且会
导致市场扭曲。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美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而放弃了粮食储备和其他一些
管理方法。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对很多国家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抛售储备粮并且减少了对农民的
支持。当2007全球粮价上涨时，自由市场体系切断了这些食品进口国家的粮食命脉，直接导致转
年全球饥饿人口增加了1千万。

幸运的是储备粮的问题再次获得多方面的关注。今年五月法国20国集团（G-20）峰会将把储备
粮问题提上议程，与会者将讨论储备粮是否有助于解决全球饥饿人口增加问题。西非国家正在
考虑建立区域性储备粮，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米储存，同时金砖四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
在探索集体储备的可能性。然而经历了上次粮食危机的美国迄今为止还在抵制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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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状况还是极有可能被改变的。美国农业部本月初期报道，其玉米储存量跌到了15年来的最低点，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美国必将濒临严重玉
米短缺。一些主要的粮食出产国俄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已经遭遇了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产量降低，使得全球粮食供应进一步紧缩。

中国的食品体系远没有达到完美，而且有时候中国的需求也的确会冲击全球物价。 以大豆为例，尽管中国严格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政策，中国对大
豆的大量需求仍必须依赖进口满足。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商，使得大豆价格上涨，并导致拉丁美洲的大豆种植面积扩增。

中国拥有22%的世界人口而只有9%的耕地面积，其满足粮食需求，应付粮食危机的经验是值得他国借鉴的。

在过去的三年中，更多的证据指明全球粮食系统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稳定。面临这样一个动荡的粮食系统，其他国家应该认真考虑及借鉴中国“
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