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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初，国家粮食局首次提出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的理念，并作出“积极推动现代粮食流通
产业发展”的部署。
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就是要建立健全以粮食储备为骨干、国有粮食企业为主渠道、粮食应急供应
系统为保障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以城乡集贸市场和超市等零售市场为基础、粮食批发市场为骨干、
粮食期货市场为先导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粮食市场体系；以优势企业为龙头、现代粮食物流
和加工业为依托、现代科技为支撑的粮食产业化体系；强化以粮食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库存监管为主
线、以质量安全为重点的面向全社会的粮食流通行政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就是不断用现代发展理念、现代物质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式、
现代组织制度和现代经营形式，改造和提升传统粮食流通产业，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和调控效率，提高
粮食流通产业市场竞争能力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一、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的重大意义　　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是粮食部门全面贯彻党的十
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对于发展粮食经济，提高粮食产业竞争力，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是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轨道，粮食购销市场全
面放开，粮食流通体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
的粮食流通体制基本确立的条件下，粮食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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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命题提出后，各地粮食局对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和
理论研究。
本书收录了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河南、吉林、山西、陕西、北京、广西、贵州、青海等省(区、
市)粮食局关于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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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小麦的国际比较分析　　我国是小麦传统进口国，随着近几年小麦生产的发展，小麦供需
已平衡有余，进口主要以品种调剂为主。
从国际市场看，小麦是世界第一大作物，是国际粮食贸易的主体品种，占谷物贸易总量的45％左右。
小麦生产以发达国家为主，供给能力比较强。
国内受气候条件影响，优质品种跟不上，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小麦可适量进口调剂，尤其是优质小麦的进口，以满足我国食品加工和消费的需要。
由于我国进口的主要是优质专用小麦，为我国小麦生产的短缺品种，并且其针对的细分市场不同，所
以小麦进口对国内小麦生产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反而有利于调剂品种，保证我国粮食市场的供求平
衡。
2007年我国自产小麦10930万吨，进口小麦10万吨，进口小麦所占份额很小。
　　（三）玉米的国际比较分析　　玉米是增产潜力最大的粮食作物，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
玉米总产增长了1．3倍，为整个粮食产量增幅的2倍。
北方是玉米的主产区。
正是因为玉米产量大幅度增长，改变了历史上“南粮北调”的局面，出现了“北粮南运”的新格局，
并开始出口玉米。
东北玉米出口日、韩等国，具有地缘和价格优势；而南方玉米主销区既调入北方玉米，又可相机进口
，回旋余地更大。
玉米既是“饲料之王”，又是用途最广的工业用粮。
可以预计，随着养殖业与加工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玉米净出口国的格局可能会有所改变。
作为玉米生产第二大省的山东，已从玉米调出省变为调入省；作为玉米生产第一大省的吉林，将以玉
米加工业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列为第三个支柱产业，正在大力开发玉米深加工，包括绿色能源--燃料
乙醇的开发；黑龙江省也在大力发展玉米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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