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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中国开始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经济亦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但是，人口和经济的双增长，对粮食供给产生了较大的压力。
由任新平编著的《民国时期粮食安全研究》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民国时期粮食生产、消费、贸易、
物流、储备诸环节的考察，系统地分析当时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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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新平1970年生，河北省邯郸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粮食经济协会理事，河南省营销协会理
事。
200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经济系主任。
研究方向：粮食经济、现代物流等。
曾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项目30余项。
在《财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和《金融理论与实践》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了《
区域物流布局》、《粮食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著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时期粮食安全研究>>

书籍目录

1  导论
  1.1  背景与依据
  1.2  理论框架
  1.3  文献综述
  1.4  结构安排
2  民国时期的粮食生产
  2.1  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布
  2.2  粮食作物的产出状况
  2.3  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
  2.4  粮食生产水平
3  民国时期的粮食消费
  3.1  粮食消费概述
  3.2  口粮消费
  3.3  其他粮食消费
4  民国时期的粮食贸易
  4.1  粮食贸易
  4.2  粮食市场
  4.3  粮食价格
5  民国时期的粮食物流
  5.1  粮食的流量和流向
  5.2  粮食物流发展水平
  5.3  粮食物流成本分析
6  民国时期的粮食储备
  6.1  晚清传统粮食储备制度的衰败
  6.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6.3  粮食储备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7  民国时期的粮食安全
  7.1  粮食安全指标
  7.2  粮食安全风险
8  结论
  8.1  民国时期的粮食安全状况评价
  8.2  对当前粮食安全工作的启示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时期粮食安全研究>>

章节摘录

　　5.民国时期的粮食物流　　粮食物流虽然是一个现代的专业术语，但在中国及世界各地，粮食物
流活动早已有之，并且还将伴随人类社会更长的时间。
物流是指“物质资料从供给者向需要者的物理性移动，是创造时间性、场所性价值的经济活动。
①”众所周知，某项交易达成后，客商只是实现了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而实物由需求地到供给地的交
割，则需要由物流来承担。
因此，物流是交易的后续环节，是贸易活动得以顺畅进行的重要保证。
粮食物流就是粮食实体的位移过程。
狭义地讲，就是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最佳的运输路线、最便利的运输工具而进行的粮食实物移动的活
动，以达到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广义地讲，是指从生产、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到销售服务整个过程中实体运动以及在流通环节的
一切增值活动。
　　研究粮食物流，追本溯源，就是因粮食产、销区空间差异导致由供给地至需求地的实物移动。
根据供应地与需求地所属行政区划、运输距离远近等，可分为区域内粮食物流和跨区域粮食物流。
区域内粮食物流主要是伴随城乡粮食贸易而形成的粮食由农村向区域内城镇的供应物流，该过程一般
运输距离较近、物流环节较少，因此，除个别交通不便的偏远城镇外，粮食物流成本普遍较低、供应
时间较短，在此不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跨区域粮食物流，多为省区之间的粮食长途运输，它承担了粮食由产区向销区供应任务，对于实现产
销区之间粮食供需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两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由于沿长江及众多
支流之航运便利，较早地开始了区际间粮食物流活动。
据吴承明先生的研究，明代全国的粮食物流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参与的省份包括赣、皖、苏、浙、
闽，粮食输出地区仅有赣南和皖北，商品粮食总额年约1000万石，商品值银850万两，占各类商品总
值1110万两的76。
58％。
清代前期（1840年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物流范围开始扩大，其中：官商两项自江苏运米麦北
上年约600万石，奉天豆麦运抵上海年约1000万石，汉口米麦经汉水运陕西年约60万石，皖、赣米谷输
运苏、浙年约500万石，湘、川米谷经长江人江苏年约1000万石，江浙米经由上海转运福建数量不详①
。
据侯杨方统计，清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粮食物流量年约3160万石，商品总值银3160万两，占全国长途
运销粮食总值的88％左右②。
　　民国时期，由于陆路交通运输水平不高，粮食长距离运输主要以水运为主，因此依靠自然界的江
河水系，尤其在南方地区，粮食物流形成了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等主要的粮食物流系统。
在华北地区，则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铁路与若干河道，粮食物流系统还很不完善。
东北地区受益于丰富的铁路运输资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粮食陆路运输通道。
至于广大的西北、西南地区，则普遍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基本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
由此，我们将民国时期粮食物流分为长江中下游、华北平原、东南沿海、东北、西北、西南六个区域
。
其中，东北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遭日本占领，与内地联系逐渐减少；西北、西南地区粮食物流物
无论从规模还是范围上都还处于较低水平，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极其松懈；联系较为紧密的主要是长江
中下游、华北平原、东南沿海三大物流系统，粮食物流沟通渠道先为运河、近海，后为日益发展的铁
路。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重心向沿海地区的转移，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
人口出现较快增长，加之当地农民受世界市场影响进行了种植结构的调整，在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的同时降低了粮食产量，粮食供需缺la逐渐拉大，其中尤以人口众多的京、沪两市最为严重。
上述地区旺盛的粮食需求，形成了以米谷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粮食物流区和以小麦为主的华北粮食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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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同时还吸纳了大量的粮食进口。
受资料所限，下文简单分析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粮食物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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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粮食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第一需要，是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
在我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春秋初期的管仲就曾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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