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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历史性地突

破 6 亿吨大关，实现“十连增”。同时，

粮食价格也实现“十连涨”。

产量的“十连增”与价格的“十连

涨”看似矛盾，但一定程度上讲，产量

的“十连增”是价格的“十连涨”带来

的，如果没有价格的连续提高，粮食很

难实现连续增产。

受自然生产规律制约，农产品的供

应不能像工业品那样灵敏调节，农民往

往根据当前的价格信号决定生产，进而

影响下一周期的供求关系。当价格下降

较多时，农民收入下降，不愿意生产，

就会带来下一个周期产量的下降和价格

的大幅反弹，影响到 CPI和群众生活。

为缓解上述问题，各国政府一般都

采取主动的调控措施。2004 年以来，我

国建立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这为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那么，当产量“十连增”后，托市

收购政策需要退出吗？笔者并不赞同。

这是因为，我国的粮食供求关系依

然紧张。今年粮食实现“十连增”，但人

均粮食占有量仅为 890 斤，比 1998 年提

高不到 10%。而粮食需求量却快速增长。

农产品供求关系的缺口，使得我国

不得不扩大农产品进口。我国大豆、食

用植物油、棉花的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

20%、40%和 70%左右。而且，农产品供

求紧张的格局目前尚难从根本上改变。

从 国 外 经 验 看 ， 在 工 业 化 中 期 以

后，逐步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乡村，有两种手段可以选择。一种是直

接的价格支持；另一种是直接补贴，即

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生产和价格仍发

生波动，但通过直接补贴保护农民利益。

这两种办法各有优劣，各自适应不

同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价格支

持政策作用直接、见效迅速，是工业化

城市化中期、财政能力相对较低时期采

取的办法。当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

成，农业就业人口和产值的比重大幅下

降之后，才逐步向直接补贴转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 2014 年重

点任务，第一项就是“粮食安全”。因

此，我们决不能把保障安全的希望寄托

在进口上，要从粮食安全的高度重新审

视粮食价格问题，将托市政策坚定地执

行下去。

此外，我们同样不能因政策效应递

减而否定托市政策的意义。实际上，最

低收购价政策并没有动摇市场决定价格

的本质。今后，应当着重在“托”字上

做文章，玉米、棉花、大豆的临时收储

政策或可考虑逐步淡出，但对稻谷、小

麦这些基本口粮，则应继续发挥政策

“兜底”作用，确保“托得住”。

托 住 底托 住 底 放 开 手放 开 手
竹韵玮

10年来，粮食托市收

购政策在保护农民利益和

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在托市政策的支持

下，我国粮食价格持续多

年上涨，粮价调控空间逐

渐收窄，政策效应也在递

减。因此，专家建议，要激

发粮食市场活力，就需要

重构粮食价格的市场机

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

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粮 价 何 时 走 出“ 政 策 市 ”
本报记者 刘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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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日 灯 会 闹 元 宵节 日 灯 会 闹 元 宵

2 月 12 日，市民在灯会现场欣赏花灯。当日，北

京崇外地区举办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600 多盏由

社区居民利用节能环保材料制作的彩灯将现场装点

一新，大家赏花灯、猜灯谜，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2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
2014 年国家将继续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
低收购价格政策，并适当提高最低收购
价格水平。

眼下秋粮收购正酣。保障农民增
收，托市收购政策起到重要作用。但这
项政策也引起一些争议。为保护农民利
益与积极性而制定的“托底”政策是否
应该退出？其在当下是否还能发挥设计
之初的积极意义？

退出影响粮食安全

托 市 政 策 在 确 保 粮 食 安
全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不
能 仅 凭 其 政 策 效 应 递 减 就 盲
目倡导退出

每到秋粮收购高峰期，粮食主产区
粮食集中上市，都会重复阶段性和区域
性供过于求的态势，市场价格弱势运
行。在托市收购政策的刺激下，农民售
粮积极性普遍高涨。吉林德惠市朱城子
镇哈拉哈村家庭农场主周延武告诉记
者，每年新粮上市，粮食价格都会下
降。托市政策实施后，价格则会反弹。
今年他种了 4000 多亩玉米，产量达到
350多万斤，估计能卖 300多万元。

托市收购政策与我国粮食市场改革
进程紧密相关。2004 年我国全面放开粮
食市场后，粮价走低，挫伤了农民积极
性。为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对主要粮油
品种实行政策性收购，包括稻谷和小麦
最低收购价政策，以及玉米、棉花、大

豆和油菜籽的临时收储政策。此后，我
国多次启动粮食托市收购。截至 2012
年，国家政策性粮油收购的品种覆盖所
有储备品种。

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由于
我国种植还是以一家一户分散种植为
主，粮食种植成本不断上升，大大抵消
了国家价格支持政策带来的好处，农民
种粮收益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主要粮食
品种几乎没有利润，这无疑影响农民的
积极性。而且，在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的
大背景下，托市收购政策导致粮食加工
企业利润空间缩小，经营普遍困难。这
也使得一部分人开始质疑，托市收购政
策是否该退出历史舞台，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专家认为，倡导托市政策退出历史
舞台是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过度解读。
粮食不同于其他商品，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重要物资。保障粮食供应和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事关稳定大局。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粮食库消比
远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 17%至
18%这一最低安全标准。充裕的粮食储
备 是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的 基 础 。 据 统 计 ，
2005 年至 2012 年，国有粮食企业以托
市收购和临储收购形式收购农民余粮
3.57 亿吨，通过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公开
拍 卖 政 策 性 粮 食 3.2 亿 吨 ， 既 避 免 了

“谷贱伤农”和“米贱伤民”，又有效抵
御住了国际粮食危机的传导性冲击。

10 年的实践证明，托市政策在确保
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能仅凭其政策效应递减就否定其意
义，盲目倡导退出。

完善粮价市场机制

专 家 认 为 ， 应 着 力 完 善
托 市 收 购 政 策 ， 抓 住 市 场 这
个“牛鼻子”，重构粮食价格
市场机制

但随着托市收购价格的持续提高，
我国粮食价格远远高于国际粮食价格，
使我国成为全球粮食市场的价格高地。
国内外粮价倒挂，刺激粮食大量进口。
我国粮食行业由此陷入粮食连年丰收，
国家储备越来越多，粮食进口越来越多
的“怪圈”。

统计显示，近 3 年，我国粮食进口
量 持 续 攀 升 ， 3 大 主 粮 进 口 量 快 速 增
长，净进口常态化趋势已经形成。根据
农业部市场司的资料，2013 年 1 至 11
月，3 大主粮净进口 1192.1 万吨。专家
认为，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刚性需求
迅猛增长带来的供不足需这个基本因素
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外谷物
价格差距。粮食加工企业为了降低成
本，宁愿选择国外优质廉价的粮食。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随着托
市收购价格的逐渐提高，粮食流通企业
和加工企业入市谨慎，以中储粮为代表
的国有粮食收购主体逐渐成为粮食收购
的中坚力量，导致国有粮库库存压力巨
大。截至 2012 年末，中储粮系统仅有直
属库点 338 个，有效仓容、罐容约 5200
万吨，而历年托市收购平均量为 4500万
吨，2009 年高达 9876 万吨。过量的粮
食库存导致国家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
下，也导致粮食资源的浪费。

针对储备与进口陷入两难的现象，
又有人提出质疑，托市收购政策是否是
导致市场失灵的元凶？

让我们来看一看托市收购政策设计
之初的理想状态——放开粮食市场，粮
食收购主体可以敞开收购。即在市场粮
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时，启动最低收购
价。而正常情况下的粮食收购价格仍然
取决于粮食供求关系，由市场机制形成。

应当承认的是，托市政策实行多年
来，政策市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挤压
了市场的调节空间。但这并不是政策实行
的本义，只是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偏离。

对此，专家表示，完善托市收购政策，最
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下一
步应着力完善托市收购政策，抓住市场这
个“牛鼻子”，重构粮食价格市场机制。

试行目标价格补贴

目 标 价 格 补 贴 政 策 不 仅
有 利 于 提 高 种 粮 农 民 积 极
性 ， 而 且 有 利 于 粮 食 行 业 摆
脱困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的发展需要
政府的保护。各发达国家都实行农产品
保护价格政策，如欧盟各国实行的“妥
协价格”，美国实行的“抵贷价格”，目
的都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我国粮食托
市收购的核心也是保护农民利益。

近两年来，托市收购政策扭曲了市场
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导致粮棉油价格出现
只涨不跌的现象。托市收购政策改革势在
必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高级分析师陈
艳军认为，在粮食市场上，政策性收购
只是一小部分，粮食交易还应以市场为
主。在粮食收购中，应该改变目前的价
格支持政策，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其实，早在 2008年公布的 《国家粮
食 安 全 中 长 期 规 划 纲 要 （2008-2020
年）》就提出，探索研究目标价格补贴制
度。这为托市收购政策调整指明了方向。

所谓目标价格补贴，就是国家根据
生产成本加上合理利润，每年年初公布
粮食目标价格。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
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
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目标价格补贴
政策有利于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但
是，目标价格补贴操作难度较大，一定
要慎重推行，可以在一些区域先行试点。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探索
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
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
度。今年将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
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探索粮食、
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

这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政府已经
在着手调整托市政策。专家认为，从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内，我国稻谷、小麦还将实行
托市收购。

库消比，即库存消费比，是本期期
末库存与本期消费量的比值。这是联
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衡量粮食安全水
平的一项指标，库存消费比下降表示供
小于求，上升则表示供给充足。但是，
过高或者过低都意味着粮食安全可能
存在风险。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规定，粮食
库存与消费量的比例达到17%至18%被

称为粮食安全线，即一个国家粮食的库
存量大体上等于一年消费量的 17%至
18%，这是比较正常的；低于14%为粮食
安全紧急状态；低于10%将可能引发粮
食危机，进而推升粮食价格攀高。目前，
我国粮食库消比高于17%至18%这一安
全线，粮食库存充裕，粮食安全有充分
保障。

（本报记者 徐 胥整理）

库 消 比

本 报 北 京 2 月 12 日
讯 记者冯其予 祝君壁报
道：中国民航局 12 日在北京
正式向中国石化颁发了 1 号
生物航煤技术标准规定项目
批准书（CTSOA），这标志着
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国产 1 号
生物航煤正式获得适航批
准，中国石化的生物航煤产
品已完全具备产业化的条
件，我国生物航煤也因此正
式迈入产业化和商业化阶
段。

我国生物航煤业

实 现 零 突 破

生物航煤是以可再生资
源为原料生产的航空煤油，
原料主要包括椰子油、亚麻
油、餐饮废油、动物脂肪等。
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
比，在全生命周期中具有很
好的降低二氧化碳和颗粒污
染物排放的作用。

据了解，2012 年 2 月 28
日，民航局正式受理了中石
化的适航审定申请，成立了
包括适航、发动机等专业的
专家组成的审查组，开始了
适航审定工作。按照国际通
行惯例，审查组以不低于国
际技术标准制定了中国特色
的 技 术 标 准 规 定 CT-
SO-2C701，作 为 本 次 审 查

的审定基础，审查包括设计、生产两个部分。
通过本次审定，中国民航局探索了一套新的生物

航煤的管理办法，对指导航空生物燃料等替代燃料在
民航行业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对工业部门来说，这
意味着中国生物航煤行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中
国石化由此成为国内首家拥有自主生物航煤生产技术
且具有批量生产能力的企业，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
握生物航煤自主研发生产技术的企业之一。

继续加强航油适航审定建设

下一步，民航局还将继续完善替代燃料等航油管
理规章和程序，逐步推进航空煤油和航空汽油的设计
生产适航审定，进一步加强航油适航审定能力建设，重
点加强民航航油航化适航审定中心组织机构建设，健
全适航审定队伍，完善适航审定体系和生物航煤适航
验证平台，鼓励市场对外开放，开拓新的局面。

目前，我国已成为年消费量近 2000 万吨的航空
燃料消费大国。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0 年，生
物航煤将达到航油总量的 30%。下一步，中国石化
将加快拓展生物航煤原料来源，为航空业减排增效
提供可靠的油品解决方案。中国石化将与各航空公
司继续深入合作，共同推进生物航煤的商业飞行，发
挥其在二氧化碳和颗粒物减排上的功效。

为多行业企业带来商机

专家认为，生物航煤获得商业化应用的“门票”，将
引导航空煤油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促进整个生物燃料
产业的发展。

受制于比传统航煤高得多的原料成本，生物航煤
的大规模商业化尚有待时日，但其中的商机仍然巨
大。业界认为，我国生物航空燃料技术已具备工业化
能力，目前需要的是降低成本，实现商业销售。而原料
成本决定着整个产品的价格。

生物燃料的种植、收集，以及初步处理的产业化，
将是生物燃料大规模商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用餐饮废油生产生物航煤和
生物柴油的能力，为“地沟油”资源回收利用探索出一
条绿色之路。据估计，目前国内废弃油脂的总资源量
接近 1000 万吨。业内人士指出，如果餐饮废油的收
取上能够建立适当的补偿机制，餐饮废油回收产业链
将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带来新的商机。

中国民航局颁发中国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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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生物航煤适航证件

﹃
地沟油

﹄
可望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