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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央储备 确保粮食安全
编者按 粮食安全关系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

全 ，中 央 粮 食 储 备 制 度 是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的 战 略 基

石。粮食储备工作政策性较

强 ，为 了 帮 助 广 大 读 者 清 晰

了 解 粮 食 储 备 的 有 关 政 策 ，

普及知识、解疑释惑，在 2015

年 度 秋 粮 收 购 即 将 启 动 之

际 ，本 报 邀 请 中 储 粮 总 公 司

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建立
中央储备粮制度是确保我国粮食安
全的大战略。近年来，中央确定了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
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
新战略，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维护粮
食安全，不仅要有耕地红线、水资源
红线，也要有粮食储备红线。

中 央 储 备 稳 市 恤 农 备 荒

2004 年以来，我国在全面放
开粮食市场的同时，逐步建立了
以托市临储政策、进出口调控等
为主要内容的粮价调控体系，对
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发
挥了重要作用。中储粮受国务院
委托作为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
政策的执行主体，会同有关方面
组织开展政策性粮油收购。

作 为 粮 食 宏 观 调 控 主 力 军 ，
中储粮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一 是 稳 市 。
2005-2014 年，中储粮累计完成
托市和临储粮收购 5.6 亿吨，政策
性销售 4.1 亿吨。国际粮价年度几
次波幅超过 40%，而国内原粮价
格涨幅保持年均 10%左右的温和
水平，成功应对国际粮食危机冲
击，促进了我国宏观大局稳定。
二是恤农。中储粮连续 10 年执行
国家保护性收储政策，有效防止
了“谷贱伤农”，引导农民收入稳
步 增 加 ， 保 护 了 农 民 种 粮 积 极
性。三是备荒。通过实行“高抛
低吸”“以丰补歉”的反周期运
作，中储粮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
和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粮食工作面临一些
新挑战，突出表现为粮价“天花
板”、生产成本“地板”、农业补贴

“黄线”、资源环境“红灯”等四大
约束。国内粮食供应充足，但市场
需求疲弱，价格持续倒挂，市场主
体入市积极性不高，政策性粮食收
储规模大幅增加、库存保管压力
大。对此，中储粮坚定不移把“确
保储备粮油数量真实、质量良好，
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
作为中心任务，坚决把保百姓饭碗
的粮食管住管好。当前，中储粮负
责管理的中央事权粮食达到历史
最高位，有能力在国家调控需要
时保供应、稳价格。

过去几年来，中储粮应急保供
稳市能力在应急救灾中已经经受了
多次检验。比如，应对汶川、舟
曲、雅安、鲁甸等地震灾害和部分
地区旱灾中，迅速安排储备粮投放
和应急加工，保证了灾后粮食供应
和市场稳定。再如，近年来部分直
属库在执行国家抛售指令、平抑市
场过程中，出现过大面积库存“清
零”情况。清零是对粮食数量、质
量和企业执行力最好的检验，中储
粮均圆满完成了国家任务。

垂 直 管 理 确 保 粮 食 质 量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中储粮采
取委托收储体制，委托收储库点由
中储粮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部
门、农发行省级分行“共同定点、
共同组织验收、共同对收购粮食的
数量质量和库存管理及销售出库负
责、共同落实好最低收购价和临时
收储政策”。中储粮作为合同甲方
与地方企业签署委托收购和储存合
同。目前，87%的最低收购价和临
时收储粮油分散储存在 11000 多
个地方和民营企业。

国家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政策明
确规定了委托收储库点的基本资质
条件，包括粮食收购资格、工商登
记、农发行开户、自有仓容、仓房
条件、设施配备、人员等基本条件
以及企业管理水平和信用等级较
高、3 年内在收储销售出库等方面
无违规违纪行为。委托收储库点由
中储粮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和农发行省级分行共同确定，
并向社会公布。

之所以“最低保护价”只是兜
底而不是大包大揽，因为“最低保
护价”是给种粮农民的一个最低保
障，避免谷贱伤农引起粮食生产大
的波动。它是以保障市场机制充分
发挥作用为前提，是“余量”收
购，而不是代替市场收购。

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委托收储
库点收购所需贷款由中储粮直属库
统一向农业发展银行承贷，并根据
收购情况和入库进度及时预付给委
托收储库点，保证收购资金供
应。委托收储库点与直属
库补贴标准相同，中储粮
按季足额将补贴拨付。

为确保出库的粮
食让社会放心，中储

粮 一 是 建 立 粮 食 的 “ 垂 直 管 理
线”，组建三级“粮食执法”队
伍，由总公司直接组织库存检查。
严格限定“两个确保”指标底线，
并以“零容忍”的制度严肃查处违
规行为。二是全力推进入库粮食质
量数量检验全覆盖、智能化管理全
覆盖、绿色科技储粮全覆盖、现代
化仓储基础设施全覆盖，使中储粮
成为全国粮食行业标兵。

全 年 收 购 让 农 民 得 实 惠

中储粮每年粮食收购涉及多
个品种，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
时间贯穿全年。其中，托市、临
储 收 购 国 家 规 定 了 具 体 执 行 时
间：小麦托市收购从 5 月下旬到 9
月末；早籼稻托市收购从 7 月中
旬到 9 月末；南方 8 省中晚稻托市
收购从 9 月中旬到次年 1 月末，东
北 3 省粳稻收购从 10 月上旬到次
年 2 月末；玉米临储收购从 11 月
到 次 年 4 月 末 。 在 执 行 时 间 内 ，
当 市 场 价 格 高 于 最 低 收 购 价 格
时，按国家规定停止托市收购。
中储粮轮换收购比托市、临储收
购时间段更长。可以说，不论酷
暑、严寒，中储粮员工都在服务

“三农”的第一线。
为方便农民卖粮，中储粮合

理 安 排 收 储 库 点 ， 方 便 农 民 卖
粮，确保不出现农民“卖粮难”。
同 时 ， 强 化 政 策 执 行 监 督 。 严
格 执 行 国 家 收 储 质 价 政 策 ， 保
障农民得实惠。此外，中储粮实
行收购“一站式”服务和延伸服
务，向粮食经纪人和种粮大户提
供 粮 食 保 管 方 面 的 人 员 、 技
术 、 设 施 设 备 等 服 务 ， 帮
助 农 民 对 粮 食 进 行 整
理 ， 满 足 农 民 卖 毛
粮 、 地 头 粮 需
求，最大限度
帮助农民
增收。

把保百姓饭碗的储备粮管好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潘笑天

编辑同志：
我是黑龙江省农垦

的一名读者，近日，我开
车从黑河到哈尔滨，沿途
400多公里路上，到处一
片金黄，水稻、玉米、大豆
等作物都已经进入收获
期。我们黑龙江又将迎
来一个丰收年。

现在，我们黑龙江很
多地方都有地方粮食企
业和个人建的烘干塔，有
的烘干塔经营者在为农

民烘干粮食的同时，还收
购贮存一部分粮食。说
是为中央储备粮库收购
并代为保管。许多农民
想卖秋粮。但又有顾虑,
不知道这些粮库与中储
粮是啥关系。

粮食收购、储备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
作用。但是目前，我们
普通百姓对国家有关粮
食收购、储备政策并不

了解，中储粮是个什么
性质的企业？中储粮如
何组织收购并确保粮食
储备质量？这些委托收
储库点是如何选择的？
中储粮直属库与委托库
是什么关系？相信不少
读者与我一样有诸多疑
问，希望《经济日报》能
够就粮食储备的相关政
策进行解答。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北安分局 杜 川

2000年以前中央储备粮分级
管理于各级地方企业手中，政企不
分，责任不清，导致“储备粮数量不
实、质量不保、调动困难、巨额亏损
挂账”等问题。2000 年，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储粮总公司，对
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政企分
开，建立企业化市场化运作新机
制。中储粮成立 15 年来，实现了
改革初衷。中央储备粮宜存率从
2000 年以前的不到 60%，到中储
粮 成 立 后 保 持 在 95% 以 上 。
2005-2014 年，中储粮累计完成
最低收购价和临储粮收购近 6 亿
吨，有效促进了粮食十一连增和农
民持续增收。

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是什么关系？

我国实行以中央储备为主、地方储备为补充的分级储

备 体 制 。 中 央 储 备 粮 权 属 于 中 央 ， 由 中 储 粮 具 体 负 责 运

营；地方储备粮权归地方政府。中央储备主要调节全国粮

食供求和产销区平衡，地方储备主要服务区域粮食市场稳

定。

中央储备粮与国家托市临储粮有何区别？

一是中央储备粮长期存在、长期运营，托市临储粮是

2005 年以后为调节当期市场启动的政策性收购。中央储备粮

和托市临储粮的粮权都归中央。二是中央储备粮主要储存在

全国 346 个中储粮直属库；托市临储粮采取中储粮为执行主

体、主要靠委托收储的体制，85%以上储存在全国 1.1 万个地

方粮食企业手中，由中储粮、地方粮食行政部门、农发行共

同对这部分粮食的数量、质量、库存管理及销售出库等负

责。三是中央储备粮业务实行中央财政对中储粮定额包干，

企业市场运作、自负盈亏；托市临储粮实行中央财政兜底，

政府定价、国家拍卖销售。

中储粮直属库与委托库是什么关系？

国家最低收购价和临储政策规定，中储粮分公司、省级粮

食行政部门、农发行省级分行共同确定委托收储库点。中储粮

直属库与委托库签订委托收购和储存合同，地方粮食行政部

门、农发行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签章。直属库与委托库双方

没有隶属关系，只有民事合同关系。

进口粮与中央储备是什么关系？

我国粮食安全基本政策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 对 安 全 ”。 中 央 储 备 以 保 谷 物 安 全 、 口 粮 安 全 为 工 作 重

点。2014 年我国小麦、稻谷、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 98%以

上。国家对小麦、玉米、大米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和国

营贸易为主管理，进口的谷物主要用于国内市场调剂。中

央储备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绝大部分

为国内生产的粮食品种。近年来中储粮也执行了一些进口

粮油转国家储备任务，对特殊品种粮食实施单独储存、定

向销售政策。

陈粮和陈化粮是一回事吗？

陈粮是指非当年新生产的粮食，而陈化粮则是指储存品

质明显下降、不宜直接作为口粮食用的粮食。中储粮早在

2003 年就彻底消灭了中央储备库存中的陈化粮。而陈粮的社

会化流通是常态。新粮由于为当年生产，比较受欢迎，但有

些粮食品种有后熟期，新粮品质不如陈粮，比如小麦要经过

后熟期后才更好吃，所以面粉厂都会用存放了一定时间的小

麦来生产。近年来，由于中储粮全面推广了科技储粮、绿色

储粮技术，出库的陈粮都是符合国家质量指标要求的好粮。

如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储粮顺义直属库就成为奥运专供面

粉原料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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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设立中储粮

为何要有市场经营

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对
中储粮注入了企业化运作、市场
化经营的内核，这是新旧储备体
制的根本区别。一是国家规定中
储粮公司每年负责对 30%左右
的中央储备粮进行轮换，中央财
政对总公司定额包干，企业市场
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轮
换既是储备粮推陈储新的手段，
也是面向市场的购销经营行为。
二是中储粮轮换以“应轮必轮”
为前提，既实现动态推陈储新，
又避免储备粮经营管理无底线的
亏损挂账。三是近两年由于国内
外稻谷价格倒挂、新陈价差拉
大，中储粮基本没有增加财政额
外补贴，而且实现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

如何做到不打“白条”

过去10年间，中储粮向农民
支付资金上万亿元，仅2014年政
策性收购量就超过 1 亿吨，资金
支付几千亿元，没有发生“打白
条”问题。这与上世纪90年代地
方企业挪用收购资金、普遍“打
白条”的乱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储粮代表国
家开展政策性收购，国家收购资
金充足，供应保障到位，不会出
现没钱支付的局面。另一方面，
收购资金专款专用，中储粮大力
推进网银结算、统一支付，农发
行实行 7×12 小时工作制，保证
粮款及时打到售粮人的账户，从
根本上阻断了委托收储库点挪用
收购资金的可能。同时，中储粮
把严格执行国家政策作为“底
线”，强化了监督管理。

“十三五”时期的目标

中储粮“十三五”时期将着
力打造让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金
字招牌”。一是集团管控穿透系
统“人财物”，全面实施“三条
垂直管理线”。二是智能化粮库
和科技储粮全覆盖。粮食数量、
品质、服务都达到最好水平。三
是粮食数量质量监督自成体系。
建立完善管用的监督风控体系，
确保粮安、人安、钱安。四是专
业化公司成为发展新引擎，继续
发挥油脂公司、物流公司作为发
展新引擎作用。五是人才培养培
训体系为企业提供坚强支撑。

关 于 粮 食 储 备 的 那 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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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北柏乡国家粮食储备库占地 500 亩，仓容量 45 万吨，是全国同级库中最大的

粮库。图为粮食收购现场。 赵志东摄
②图为中储粮的浅园仓。

③9月 21日，山西原平市下小原平村村民收获成熟的玉米。 吉建平摄
④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国税局工作人员向农民宣传国家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

本报记者 苏大鹏摄
⑤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姜家畈村村民在稻田收割稻谷。 张国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