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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价格走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朱 明

近年 来 全 球 粮食 价格飞 速 上

涨，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 年来已 上

涨 80%。2007 年 国 际 市 场 小 麦、 玉

米、大豆、大米平均价格同比分别上

升 58.2%、44.4%、45.9% 和 6.2%，所有

大宗粮食品种都创下了10年新高，进

入 2008 年，世界粮食市场仍然涨势不

止，仅今年头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

就上涨了9%，大米价格达到 19年来最

高，小麦价格创下 28 年来最高。

尽管此次世界范围的粮价上涨有

许多偶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如气候异

常、美元贬值、投机炒作、限制出口、

囤积居奇等，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人

们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长期忽视农

业生产、对自然资源滥用无度造成的

恶果。随着各国人民对肉类、乳品等

蛋白质需求提高和燃料乙醇需求提

高，世界粮食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

存在。

一、未来几年国际粮价难以

大幅回落，世界将进入高粮价

时代

近几年，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了

较快增长态势，较快的经济增速一方

面使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粮

食（主要是饲料用粮）消费的增加；另

一方面，也支撑能源高价位运行，带

动玉米、大豆等可作为生物能源原材

料的粮食作物消费的增加，这两方面

都会增加粮食的需求，使得粮价上升。

大量增加的工业需求打破了全球以往

的粮食平衡体系，使得粮食供给形势

更趋严峻。

（ 一）国际粮食供需矛盾将呈现长

期化趋势。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近

些年全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发

生，许多国家的粮食减产严重。世界

谷物种植面积、产量、消费量以及库

存数据显示，1998—2007年大多数年

份全球粮食总供给不能满足总需求。

在耕地面积变化很小、气候异常和成

本增加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的增长难

以满足需求增长，粮食库存呈现逐年

下降趋势，2007年全球粮食库存降

到 20多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农业部

报告显示，2008 年美国玉 米播种面

积为 8604 万英亩，比 2007年同期减

少 8.08%。全年世界大 豆总产预测为

2.2159 亿吨，同期消费预测为2.3520

亿吨，供不应求。国际粮食市场因供

给缺口扩大，使供需矛盾呈现长期化

趋势。因此，粮食价格将可能在一个

更高的价格区间内维持箱体波动。

（ 二）生物燃料的开发和生产将

消耗大量粮食，长期支撑世界粮价上

涨。2007年 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

签署了新能源法案，鼓励大规模生产

生物能源，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美

国新能源 法案规定，到 2012 年生物

柴油掺混量要求达到 10 亿加仑；到

2015 年乙醇玉米掺混量将增至 150 亿

加仑；到 2022年生物燃料掺混量将

增至 360 亿加仑。美国新能源政策预

示着到 2015 年美国必须使用近 56 亿

蒲式耳玉米来生产 150 亿加仑乙醇，

比 2006/2007年度乙醇行业的玉米用

量 21亿蒲式耳激增 260%。美国大规

模生产燃料乙醇导致国际玉米价格暴

涨，而其使用豆油生产生物柴油则直

接提升了国际市场豆油的价格；印尼

和马来西亚去年开始大量利用棕榈油

生产生物柴油造成去年棕榈油价格大

幅飙升；墨西哥等国利用甘蔗生产燃

料乙醇，造成国际食糖价格暴涨。生

物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将从长期上改变

国际粮食市场固有的价格波动周期，

长期支持粮食价格上涨；如果粮价下

跌，会刺激更多的粮食用于制造生物

燃料，从而增加需求，促使粮价回升。

（ 三）世界粮食库存严重偏低的状

况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由于粮食

价格上涨，许多国家释放储备粮以获

取暴利，这是导致全球粮食储备降到

历史最低点的根本原因，而粮食库存

的降低又进一步加大了人们对粮食供

应紧张的担忧，刺激粮价的进一步上

涨。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 30 年

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 53天，远低于

去年初 169天的水平；全球大米库存

约为 7500万吨，是 2000 年库存的一

半；全世界小麦库存量已经达到 30

年来最低。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计，尽

管 2008 年世界谷物产量将创纪录地

达到 21.01亿吨，但是预计库存仍然

将降至 1983 年以来的新低，仅为 4.2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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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将维持

高位运行。粮食生产需要消费大量的

化肥、石油等物资，而近几年的能源

与金属等原材料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上涨，相关生产资料的物价水平也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扬，造成粮食生

产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了粮食价格

的上涨。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

金属和其他商品价格处于高位运行的

可能性较大，这将会支撑粮食价格高

位运行。

二、国际粮价上涨对我国影

响有限，短期粮价大幅上涨可

能性较小

尽管目前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

但对国内的直接影响有限，因为中国

粮食自给率已经达到 95%，进口依存度

很低；而且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储备

充裕，粮食安全问题基本有保证，加

上政府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完

善、限制粮食出口政策逐步发挥作用，

短期内我国粮价大幅上涨的基础不存

在，而会保持相对平稳的走势。

（ 一）我国是谷物净出口国，国际

粮价上涨对我国影响有限。国际农产

品价格上涨对国内部分粮食品种价格

影响较大，但对粮食整体价格影响有

限。近年来，除大豆以外我国谷物进

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成为谷物净出

口国，我国谷物类粮食自2000年以来

的 8 年中，只有 2004 年存在净进口，

其他年份我国粮食贸易均是顺差，自

给率超过100%。目前，我国有些城市

的大米消费量还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保证本国的大米供应绰绰有余。国

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08 年 1月份国

际市场小麦、玉米、大 豆、大米价格

分别同比上升 98.2%、24.6%、79.1%、

20.2%，而同期的国内粮价仅仅上涨了

5.7%。不过，我国还是农产品进口国，

2007年农产品贸易赤字大约 50 亿美

元，进口的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大 豆等

少数几个品种上，国际市场粮价的风

吹草动必然也会影响到国内相关农产

品价格。如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较高，

国内大豆消费需求近 70%需要依靠进

口来满足，国际大豆价格几乎完全主

导了国内大豆价格走势，去年进口大

豆单价上涨了40%，国内食用油价格就

上涨了大约 30%。

（ 二）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储备充

裕。与全球粮食产量下降和储备减少

相比，我国连续 4 年粮食丰收，2007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50150万吨。今

年无论从播种面积还是从苗情看，只

要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基本能保持

粮食生产的稳定。与粮食增产相适

应，我国目前的粮食储备占当年粮食

消费总量的比例已超过了35%，高于联

合国粮农组织 17%—18%的粮食安全

线 1倍以上。我国现有 1.5 亿吨到 2亿

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

平多 1倍。自 1980 年至今，我国人均

粮食占有量在 300公斤至 4 00 公斤之

间浮动，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 248公

斤的最低安全标准。作为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政策，划下18 亿亩耕地的红线，就是

向世界表明中国将依靠自己的力量解

决13 亿人口的粮食问题。

（ 三）国家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支

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和完善。为保护

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市场粮价和价

格总水平，今年 2月 8日国家公 布 了

2008 年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近

日再次提高，两次累计稻谷最低收购

价提高 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格

提高 4%—7%。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又

采取了 10 项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

政策措施，在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三

农”支出达到 562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07 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农业投入

252.5 亿元，直接补贴给农民，调动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目前补贴政策已经

得到了有力执行，截至 3月末，年初安

排的 739 亿元投资已经下达 80%以上。

（ 四 ）限制粮食出口政策有利于增

加国内供应。近年来我国出口了过多

的粮食，打破了国内市场上粮食供求

的平衡，这既有企业的因素，也有政

策导向等方面的因素。2007年1—11月

我国谷物出口总量为 915万吨，而进口

谷物总量为 145万吨，11个月间净出口

谷物 770万吨。由于国内粮食价格过

快上涨，国家采取控制粮食出口、临

时价格干预等宏观调控措施，有利于

稳定国内价格预期。继 2007年 12月

20日取消粮食及其制粉出口退税后，

2008 年对小麦、玉 米、稻谷、大 米、

大豆等粮食和制粉等征收出口暂定关

税，税率 在 5%—25%不等，并对小麦

粉、玉米粉、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实行

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三、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粮食

价格将会维持震荡上升态势

尽管短期内我国粮食价格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较小，但由于工业化、城镇

化的加速推进，造成粮食供求的结构

性矛盾和生产成本上升，目前我国粮

食供求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正由过

去的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向供求总量偏

紧、品种结构矛盾日益突出转变。从未

来较长时期看，这些因素都不可能根

本逆转，从而未来几年我国粮食价格

总体上将会维持震荡上升态势。

（ 一）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粮食生

产成本包括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及土

地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

用地需求迅速增长及耕地面积急剧减

少，工业用地价格大幅上升，带动农

村土地价格加速上涨；同时，种粮比

较效益下降导致种粮机会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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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

业，家庭用工折价和农业雇工费用上

升，由此导致人工成本大幅上升。此

外，目前一些农业生产所需的农资价

格不断上涨，以一亩地计算，这些基

本生产物资的价格普遍上涨了 50%以

上，部分还超过一倍，农民收获100

斤粮食付出的成本已经超过 200元以

上，而绝大部分地区的粮食收购价格

还不足100元，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愿

意种田？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抵消了

粮价上涨以及惠农政策的好处，影响

农民种粮积极性。

（ 二）饲料粮问题凸显。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及城乡居民收入

明显提高，我国居民粮食消费需求出

现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食

用油、肉禽蛋奶和精加工食品消费需

求迅速增长，由此导致生产食用油的

油料作物和生产肉禽蛋奶的饲料粮需

求大幅增加。由于饲料用粮和工业用

粮主要为大豆和玉米，这一变化直接

导致大豆和玉米消费需求大幅增长。

2007/2008 年度，玉米消费需求较上

年度增长 3.6%，大豆消费需求较上年

度增长 5.7%，而稻谷的消费需求则出

现下降。

（ 三）弃田不耕现象普遍。近年来，

很多农村青壮劳动力都纷纷进城从事

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家中几乎就是妇

女和老幼守望，不少农村已经变成“空

心村”、“留守村”，很多农民甚至根本

不种田，在种田的买米吃的情况下，粮

价怎么能不贵？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

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凸现出来。

（ 四）耕地侵占严重。工业化、城

镇化步伐加快挤占了大量耕地，不少

乡镇地区大搞工业园和各种各样的经

济园建设，有的近郊沿公路两边都搞

房产楼盘开发，造成粮食耕种面积大

大减少。2003—2006 年，我国减少耕

地 6009.15 万亩，年均减少耕地 1000

万亩以上。按目前趋势，中央划定的

18 亿亩耕地红线很快就可能被突破，

到 2020年，耕地缺口将达到 1亿亩以

上。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粮食生产的

持续增长。

（ 五）生物燃料对粮食的需求规模

将会扩大。尽管从玉米获取乙醇的成

本高于汽油生产成本，如果没有财政

补贴，目前的油价上涨难以消化成本。

但是，如果石油价格继续较大幅度上

升，燃料乙醇的生产或许会变得有利

可图，对玉米等的加工需求也会随之

扩张。去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

促进玉米深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决定将玉米深加工规模控制在

玉米需求总量的 26%，以保障国家的

粮食安全，即使不突破这一限制性指

标，对玉米的需求规模也将远远超过

目前。

（作者单位 ：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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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价值思想的首创者

亚 里 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 年），出

生于希腊殖民地色雷斯，是古 希腊 博学多才

的思 想家，一生著 书 170 部，在政治 学、经

济学、逻 辑 学、历 史
、

地 理、动 植物、生 理

学、医学、文艺理论 等 方 面都 有很深的 造

诣。他对 经 济理论最卓越的贡献是在《 伦理

学》中第一次 系统地论述了价值思 想。

1 . 物品 的 两种 用途。亚 里 士 多德分 析

了物品 的 不 同用途，认为每种物品 都 有直接

使用和 交换两种用途。前者是物品 自身固有

属性，后 者则与分工 有关。对物品 双重属 性

的 认 识，后 来被亚 当 · 斯 密发 展 为物 品 具

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价值的思 想。

在 此基础 上，马克思提出商品 具 有使用价

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思想。

2 . 交换的产生。剩 余产品 的存在是 交

换产生的前提。但是，剩 余可 决 定的 只 是 交

换的产生，交换能 否持 续还取 决 于互 惠是否

实现。互 惠要求交换参与者能 够从交换中实

现自身利益。只 有互惠的交易才是平等的、有

效率的，因而 也是可持 续的，这是 交换 存在

的充分条件。实际 上，亚里士 多德的 互惠思

想是近代经济学中“交易剩余”思 想的 萌芽。

3 . 交换 原 则。现 在公认的 交换原 则

是 统 一性或等同性。古代思 想家对 等同性

的理解显示了价值理论发展 史的两条不 同线

索。一种 是将交换原 则理 解为效用的 等同，

即 交换参与者从交换中实现 相同的效用，这

是 互 惠的 本质要求。亚 里 士多德认为，稀少

的、较难获得的物品 更被人们 所向往，人们

对 它的 评价要高 于丰裕的、容易获得 的 物

品。这 实际 上体现了主观效用及效用递减

思 想。以 效 用相 等来理 解交换原则，从而 以

效 用 来理 解 交换价值成为主观价值论的 源

头。另一种是将交换原则理解为劳动 成本的

等同。中世纪 经院 学派学者阿尔伯 特 · 马格

努斯在 理 解亚 里士 多德《 伦理学》时提出：

等量的劳动费用只 有在各自的 生产努力可得

到其等价物时才能彼此交换，认为亚里士多

德 统一性的 基础 是劳 动 成 本。以 劳动成本

等同性来理解交换原则，从而以 生产费用理

解交换价值成为客观价值的 源头。

尽管 亚 里士 多德 没有明 确 等同性的具

体 含 义，但他对交换 等同性的 探索具有深

远的 历 史意 义。亚 里 士 多德 是第一个 真正

接触 到价值概念的 哲 学家，从他开始经过

中世纪 经院 学派的 分 析，以 及 重商主 义 时

代 思 想家们 的发展，到亚当 ·斯密最终 形

成近代的 价值理论。亚 里 士多德的 价值概

念虽然很粗疏，却是西 方 经 济学价值理论

的直接渊 源。  （金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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