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粮安天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粮安天下>>

13位ISBN编号：9787501788774

10位ISBN编号：750178877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尹成杰

页数：433

字数：4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粮安天下>>

前言

　　“但愿苍生俱饱暖”。
这是明朝杰出政治家和大诗人于谦的诗句。
它生动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五谷丰登、吃饱穿暖的向往和渴望，深切表达了诗人体恤众生、忧国忧民的
抱负和情操。
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实现这一美好夙愿而不懈努力和追求。
　　或许是因我多年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或许是我与“粮”字有着不解情缘，一读到这脍炙人口的
诗句，心中便燃起别样的心情：农业、粮食、收入和饱暖在脑际中萦绕盘旋，回忆、期盼、担忧和责
任在心绪中交织起伏。
在旧中国，战乱和灾荒不断，民众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食不果腹，何谈“苍生俱饱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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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粮安天下。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国不可一日无粮，家不可一日无米。
立足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强化粮食扶持政策、严格保护粮食生产资源、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和手中有
粮、心里不慌以及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粮食安全理念及格局。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理念，蕴含着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和斗争中形成的粮食安危意识，蕴含着党和政府
强农重粮的战略思想，蕴含着中国特色粮食储备流通格局。
    手中有粮，来自何方？
来自长期坚持粮食自给为主的方针，来自强农惠农政策，来自农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来自健全安
全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来自我国传统的农村农户储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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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全球粮食危机　　第四章　世界粮食危机的发生与影响　　4.1　粮食安全概念的提出与演
进　　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
要的足够食品。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当这个目标受到严重威胁时，即出现了粮食危机。
　　事实上，粮食安全问题虽然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但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和
国际社会所追求的核心政策目标，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直接动因是1972-1974年间暴发的世界范围
的粮食危机。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大会上对粮食安全做了上述精辟的定义。
　　20世纪70年代初，连续几年的恶劣气候和自然灾害导致世界粮食歉收，主要粮食生产和出口国的
粮食产量同时下降。
与此同时，前苏联一改过去国内粮食歉收就屠宰牲畜以降低粮食需求的做法，出人意料地进入了国际
粮食市场，大量购买粮食。
这些情况导致世界范围内粮食供求关系出现异常紧张状态，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
粮食危机。
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的粮食危机中，世界粮食库存锐减，世界粮食库存量与当年世界粮食消费量
的比值由18％降到了14％，粮食供不应求的矛盾促使粮价上涨2倍多。
在这次粮食危机中受害最大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根据第四次世界粮食普查，受粮食危机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儿童接近1/2处于营养不足状态，整个发展中
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5—8倍；一些最贫困的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由于
无钱购买粮食或得不到国际社会援助，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人口非正常死亡率急剧上升。
　　粮食危机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74年11月在罗马召开世界粮食大会，通过了《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足的世界
宣言》。
该宣言提出，“每个男子、妇女和儿童都有免于饥饿和营养不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消灭饥饿
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每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有援助能力的其他国家的共同目标”。
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还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国际约定》。
该约定认为，保证世界粮食安全是一项国际性的责任，并要求有关国家为保证世界随时供应足够的基
本食品，避免严重的粮食短缺，要保证稳步扩大粮食生产以减少产量和价格的波动。
该约定还要求各国政府采取保证世界粮食库存量最低安全水平的政策，也就是要坚守粮食库存量与消
费量比值不低于18％的安全线。
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粮食安全的新定义，其内容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
标应该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这个新的定义包含了三项具体目标：一是确保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二是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的供
给；三是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这个新定义得到世界的认同。
1996年11月在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安全内涵做了新的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
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及
食物爱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
”这一概念又在之前基础上加入了质量上的需求。
粮食安全概念的变化说明，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与不同时期的国际情况紧密相联，是一个动态的、
发展变化的国际性概念。
　　4.2　粮食危机实质是供给与价格问题　　洞察粮食危机概念与目标的背后，我们可以将世界粮食
问题最终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粮食生产和供给问题；二是粮食价格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粮食价格固然是由其本身的价值，即粮食生产过程中所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决
定，但在具体时空条件下也受粮食供求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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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际贸易体系中价格形成机制、粮食生产和出口国的政策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粮食价格
。
然而，从长期看，粮食危机实质是粮食生产和供应相对需求不足的问题。
只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保证粮食供给充足，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就不会发生。
反之，粮食危机不可避免。
　　关于世界粮食生产和供给问题，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各国都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农业开展了第一次“绿色革命”，农业科技进步加快，灌溉技术不断发展
，良种良法得到推广应用，农药、化肥、杀虫剂等农业投人品得到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同时，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提高农业生产者素质、改造传统农业为
主题的先进农业经济理论，一些国家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以上这些因素都使世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粮食危机之后，各国注重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世界粮食供给明显改善。
　　印度实施绿色革命发展战略，1966年从墨西哥引进高产小麦品种，同时增加化肥、灌溉、农机等
投入，促进了粮食生产发展。
1980年粮食产量从1966年的。
7235万吨增至15237万吨，由粮食进口国变为粮食出口国。
菲律宾结合水稻高产品种的推广，采取了增加投资、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于1966年实现了大米自
给。
在实行绿色革命的11个国家中，水稻单产20世纪80年代末比70年代初提高了63％，从而解决了19个发
展中国家粮食自给问题。
一些国家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
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它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
　　在此国际农业背景下，1986年世界银行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发表了题目为《贫困与饥饿——发展中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和选择》的报告。
世界银行在这篇报告中指出：“世界有丰富的食品，过去40年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快于空前未有的人
口增长。
世界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利用，那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只要他们有钱买得起，就可以进口。
而许多贫困国家和千百万贫困人口不能分享丰富的食品，他们的食品没有保障，主要是因为没有购买
力。
”换言之，由于农业绿色革命，世界各国都对世界粮食生产和供给能力充满信心，并自然地把消除粮
食危机的重点放在了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上。
正如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说，“普遍营养不足的根源往往不是粮食生产不足，而是
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
　　在20世纪80年代粮食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国际市场农产品的实际价格稳步下降。
从1950-1984年，国际市场农产品实际价格下降了9.84％，其中粮食价格降幅最大，下降了12.27％。
从1984-1995年，小麦价格持续下降。
在这一时期，除1994-1995年间，大米的价格也保持下降走势。
而在1984-1991年问，玉米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在持续下降。
总体上，这一时期世界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粮食生产增长的速度高于粮食需求增长的速度，世界粮食
实际价格稳步下降。
　　然而，这种粮食供给充足、粮价稳步走低的格局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第一次农业绿色革命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过分地使用化肥、农药和过度地使用土地造成土
壤日益贫瘠甚至退化，进而导致粮食增产乏力。
其次，由于人类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占用了大量耕地，另一方面污染了耕地
和淡水资源，温室效应也导致世界气候发生变化，农业自然灾害增多。
这些因素造成世界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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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世界粮食需求却出现快速增长态势。
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又发现高产粮食中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低，长期用作主食可能导
致营养不良、削弱人们抵御传染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
针对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高产品种粮食营养成分不足的问题，有的科学家提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
设想，即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如转基因技术等培养出产量更高、更富于营养的农作物。
然而，转基因技术被许多国家出于生物与基因安全的考虑加以抵制，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中普遍应
用转基因技术仍待时日。
　　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粮食市场供求关系悄然发生了转折，粮食由供求平衡逐步
转向供求偏紧。
随着粮食供求矛盾的不断积累，最终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暴发了波及世界的粮食危机。
尽管由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各国政府的快速反应以及现代人类社会庞大的运输能力，这次粮食危
机并没有造成大量人口饥荒，但它造成一些国家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比以往
更加深刻与持久。
从长期粮食供求来看，目前这种粮食供求偏紧的矛盾还将持续下去，维护粮食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政
府所关注的头等大事。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2亿左右。
这意味着世界必须在现有粮食产量的基础上，再增产50％的粮食，才能满足未来人类社会对粮食的需
求。
如果考虑工业、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对粮食消费越来越多的需求，粮食供给将面临严峻挑战。
总而言之，这次世界粮食危机又使全球回到20世纪70年代曾经面对的、现在又似乎有些陌生的老问题
，即我们如何才能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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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加大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
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全面稳定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基
础。
　　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
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
综合生产能力。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七届三中全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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