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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粮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不错——

我国粮食生产供给完全有保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秋粮占全年粮食的比重达四分之三，能不能实现全年粮食丰收，关键看秋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丰收

有一定基础。一方面秋粮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秋粮长势总体不错。如果后期不发生重大灾害，全年还将是一个丰收

年。预计随着秋粮陆续丰收上市，我国粮食市场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理财产品提前强退

这样做合理吗
本报记者 彭 江

水泥价格小幅回升

压减产能还需加力
本报记者 吉蕾蕾

伴随着部分区域需求恢复，近期国内水泥市场迎来了一片
“涨”声。全国水泥价格小幅持续回升，水泥行业相关个股也
迎来了一轮上涨。

数字水泥网统计数据显示，8月17日至21日，全国水泥
市场价格较上周环比小幅上升0.4%。价格上涨地区主要是吉
林、黑龙江等，幅度为10元/吨至30元/吨。

“进入8月中旬，国内水泥市场需求环比呈现温和提升，
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部分地区仍受雨水和高温天气影
响，下游需求恢复不佳；华东、华南地区尽管也受阶段性雨水
天气影响，但企业发货基本保持正常水平。”中国水泥协会副
秘书长陈柏林告诉记者，“从水泥价格方面来看，大部分地区
以保持平稳为主，随着后期市场供需关系不断向好，水泥价格
也将以升势为主。”

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孔祥忠认为，多数地区水泥价格有
所上涨主要源于各地基建、投资、开工需求回暖，“在经历了
新冠肺炎疫情和雨季的双重影响之后，企业复工复产有序进
行，全国各地项目相继开工，带动水泥市场需求回升，促进了
价格的提升。”

对于今年水泥行业的营销表现和价格走势，孔祥忠认为，
利润水平有望与去年持平，“从价格来看，预计下半年水泥价
格还是会维持上涨趋势，将达到去年同期最好水平。”

尽管对行业前景比较乐观，但不少业内人士均表示，目前
水泥行业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崔星太表示，目前企业面临
着区域差别、产能置换等方面的影响，2020年水泥行业的走
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相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整个
行业还是会取得较好效益的。”

“根据《我国水泥消费量预测研究报告》，2015年至2025
年是我国水泥消费高峰平台期，其中2018年至2020年是水泥
熟料消费峰值期，之后消费量会逐年平缓下降。”孔祥忠认
为，在不出现重大经济变化的情况下，未来10年水泥消费将
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专家表示，目前水泥行业去产能任务依旧艰巨。水泥去
产能任务是长期的，但留给行业去产能的时间是有限的。目
前，去产能阻力来自多方面，包括了法律、经济、民生等
问题。

“产业政策的引导是行业去产能的关键。”孔祥忠表示，水
泥行业压减产能、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推进，要支持
市场化创新模式去产能。“如果新增产能不能控制，结构调整
优化不能持续，那么，只要出现需求较大幅度下滑，行业发展
将很快萎缩。”孔祥忠说。

近日，有不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收到了来自银
行等金融机构的通知，因所购理财产品不符合“资管新规”要
求，理财产品虽未到期也要被强制赎回。

对于金融机构提前赎回理财产品的做法，业内专家认为，
这不仅与资管新规要求相关，也和部分“老”理财产品成本收
益倒挂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甄新伟表示，日前人
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决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
年底，表明监管层明确了银行理财等资管业务合规化的最后
期限。

据悉，自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以来，银行业积极按监管
要求采取多种手段逐步压降存量理财产品，但效果不尽如人
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存续银行理财产品数量
为48503只，其中净值型产品占比仅为24.91%。按照最新监
管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存在进一步压降存量理财产品规模的
压力。

“我国资管市场规模庞大，部分难以回表的存量非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及未到期的存量股权类资产，均存在整改困难。尽
管过渡期已延长一年，但部分银行理财产品整改压力仍然较
大。”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金旗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范转型面临较大压力。为平稳推
动资管新规实施和资管业务规范转型，监管部门作出了延期决
定，这符合目前行业的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未来，我们将
按照监管要求，通过尝试发行私募专项产品、布局长期资金对
接等方式，压缩存量非标资产规模，稳步推动理财产品转型发
展。”金旗说。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个人理财产品被要
求提前赎回还与金融机构成本收益倒挂有关。目前，银行

“老”理财产品属于隐性刚兑，且不少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
超过了5%。但是，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过去“老”理财
产品资金成本过高，与当前收益可能出现倒挂，这对存量规
模较大的银行形成了压力，从而促使银行加速压降存量理财
产品规模。

甄新伟表示，在强退未到期“老”理财产品时，银行等金
融机构必须确保依法合规，不得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会设定提前终止条件和条款，如果触发
相应条件，银行可以提前终止理财产品。银行在符合理财产品
合同的情况下提前终止理财产品，应对客户进行充分告知，争
取客户理解，并充分保障客户合法权益。”董希淼说。

专家提醒投资者，要适应理财市场的新变化，保本型理财
产品终将全面退出理财市场。投资者应充分考量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平衡好风险与收益，理性选择适合自己投资能力的理
财产品。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多数
个体工商户面临客源减少、成本上升、资
金紧张等困难。对此，税务部门着眼个体
工商户的难点堵点痛点，以更直接的优惠
政策、更有效的帮扶措施，助力“小店经
济”重焕生机。

鸽渔轩餐厅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小榄
镇，是当地的人气餐厅。然而，在疫情冲
击下，餐厅一季度营业额不及往年同期的
两成，这让老板何全心里直发愁。在详细
了解餐厅实际困难后，税务部门主动为鸽
渔轩调低了全年定额。“调整定额后，餐厅
全年预计可减免约7.5万元税费，这对我
们来说是雪中送炭！”何全说。

不仅是餐饮行业，商贸行业也是受此
次疫情影响较为明显的行业之一。宁波市

宁海县丰瑞家具店老板王传灯说：“受疫情
影响，今年的销售额直线下降。销售上不
去，但每月的房租、工资等固定支出却没
有变，经营压力真的太大了。”

就在王传灯一筹莫展之际，当地税务
部门主动送政策上门。“小规模纳税人的征
收率由3%降到了1%，我们一共减免了2.1
万元的增值税，真金白银的帮扶，让我们
更有底气坚持下去。”得益于税费优惠政
策，丰瑞家具挺过最难的时候，并逐渐恢
复盈利，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03万元。

“为应对疫情，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及
时出台，帮助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近期
国家又明确延续实施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为市场主体
稳步复工复产提供了重要帮助。”中央财经

大学教授樊勇说。
何明在云南省牟定县老城区经营着一

家口腔诊所，因为技术过硬、价格公道，在当
地小有名气。受疫情影响，该诊所连续两个
多月无法正常营业，收入甚微。“多亏了阶段
性减免社保费政策，才缓解了我的燃眉之
急！8月份以前，我们诊所享受了企业三项
社保费减免1.76万元和医疗保险减半征收
单位部分的0.6万元优惠，这笔钱正好够把
这之前拖欠的药品款结了。”何明说。

“税银互动”也持续扩围，为个体工商
户引来资金活水。慈溪市新浦奇凯电器配
件厂是一家生产取暖器等电器配件的个体
工商户。受疫情影响，货款收回大都需要
延迟 1个月到 3个月，资金周转出现压
力。“没想到个体工商户也能顺利办下来信

用贷款，通过‘税银互动’平台真是省了
不少心。”该配件厂负责人励檀丰说，“税
务部门主动和建设银行对接，帮助我们顺
利申请到了‘云税贷’9.5万元。一拿到贷
款就立马支付了购买原材料的款项，心里
总算是踏实了”。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旭红认为，
在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
景下，税收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发挥着积极
作用。一方面，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切实
减轻了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负担；另一
方面，税收大数据等手段能及时跟踪其经
营生产状况，及时化解现实困难，帮助各
类主体了解政策、享受优惠，从而进一步
畅通良性循环。

减免税费、协助融资、优化服务——

税收全方位助力“小店经济”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洪涝灾害影响和
国际粮价震荡传导，近期我国粮食市场运行
出现阶段性波动，受到了全社会广泛关注。
在8月26日举行的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
上，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表
示，全国秋粮长势总体不错，粮食生产稳中
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当前，国内粮价缺乏
大幅上涨的条件，预计随着秋粮陆续丰收上
市，我国粮食市场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没必要对粮食供应焦虑

近来，农业农村部持续加强粮食价格监
测和市场供求形势跟踪分析。数据显示，当
前我国粮价稳中有涨，品种间走势有所分
化，不同环节价格波动有所差异。7月份，
稻谷、小麦、玉米3种粮食集贸市场均价为
每百斤122.4元，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
1.7%。其中，稻谷价格涨幅最小，小麦次
之，玉米价格涨幅较为明显，收购、批发环节
粮价涨幅偏大。

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消费相对刚性，
年度间一般不会大减也不会大增。唐珂表
示，今年受疫情影响，口粮居家消费增加，但
外出消费有所减少，在消费总量上变化不
大。同时，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玉
米饲用和深加工消费恢复势头良好，但实际
需求的增加量仍较为平稳。从前期走势看，
虽然出现部分消费者和贸易商囤粮现象，短
期造成了市场需求波动，但没有改变粮食消
费变化趋势。从后期走势看，我国粮食生产
供给完全有保障，以我为主确保粮价平稳运
行的基础较好，再加上国际上玉米、大豆等
多数大宗农产品供给充足、价格低位运行，
国内粮价缺乏大幅上涨的条件。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
下，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增
加，部分消费者出于防范风险的心理多买点
儿粮油，一些贸易商和农户出于看好后市的
预期适当多囤点儿粮食，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一定要避免跟风，既要防止因保管不善而
造成的浪费，也要防止出现后期价格波动下
跌带来的损失。”唐珂说，当前粮食储备充
足，粮油加工转化产能水平高，粮食市场调
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强，再加上发达的物流配
送体系，国内终端粮油产品市场供给充裕，
价格也保持基本平稳，消费者完全没有必要
过分焦虑甚至恐慌抢购。

今年依然有望是丰收年

全年粮食分三季，目前夏粮和早稻已获
丰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夏粮产量
2856亿斤，增产24.2亿斤；早稻产量546亿
斤，增产20.6亿斤。

值得注意的是，秋粮占全年粮食的比重
达四分之三，能不能实现全年粮食丰收，关
键看秋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
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尽管局部旱涝灾害较
重，但灾后生产恢复及时有效，秋粮长势总
体不错，粮食生产稳中向好的态势没有改
变。如果后期不发生重大灾害，全年还将是
一个丰收年。

“今年秋粮丰收有一定基础，这主要基
于两点判断：秋粮面积有所增加，长势总体
正常。”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
博说。

面积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初步预计，今

年秋粮面积12.84 亿亩，增加了500多万
亩。潘文博表示，面积增加主要是两方面因
素：一是春播期间雨水比较好，墒情好，有一
些过去偏旱的地块今年播种面积扩大了。
二是农民对后期粮价上涨有预期，扩大种植
面积有积极性。

在长势方面，作为秋粮大省，黑龙江、吉
林、山东、河南等省份的作物长势较好。分
区域看，秋粮大头在东北，目前东北玉米灌
浆不错，大豆已经鼓粒，水稻也已压穗，丰收
在望。黄淮海和西北地区的秋粮主要是玉
米，属于旱作农业区，没有受灾，长势不错。
西南、华南地区的秋粮主要是水稻，长势总
体正常。

“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
潘文博说，目前距秋粮丰收还有40天左右，
这段时间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
灾害多发易发期。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秋
旱、台风、早霜、寒露风、病虫害等关口。下
一步，将立足抗灾夺丰收，全力以赴夺取秋
粮好收成，确保今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
亿斤以上，实现小康之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夏收小麦市场化收购活跃

今年夏收小麦上市以后，一些种粮大户
有惜售囤粮的现象，小麦收购进度晚于去
年。那么，当前我国小麦购销形势如何，后
期价格是否会大幅上涨？对此，唐珂表示，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小麦供给问题，小麦价格
也不会持续上涨。

一方面，我国小麦连续多年丰产。
2015年以来产量稳定在1.3亿吨以上，可以
满足当年的消费量，产需呈基本平衡、丰年
有余的格局。

另一方面，小麦库存充足，目前的库存
量大体相当于一年的消费量，特别是政策性
粮食库存水平高，储备调节能力强。

此外，小麦价格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
近期，玉米价格上涨明显，部分饲料企业增
加了对小麦的采购，替代玉米作为饲料，从

而增强了市场看涨的预期，部分农户和贸易
商惜售的心理又进一步推高了价格。随着
玉米价格企稳，小麦价格继续上涨的可能性
不大。实际上，8月份以来，山东等地的小
麦价格已经止涨趋稳。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监测，截至8
月10日，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881亿斤，比
去年同期减少212亿斤。唐珂表示，小麦收
购量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但与近3年
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同时，今年主要是政策
性收购减少，市场化收购进度基本正常，这
表明市场上的粮源仍较为充裕，市场机制作

用也得到了更好发挥。特别是近年来优质
专用小麦不断发展，用于酿酒、制作糕点的
订单收购比例明显提升，优质优价特征日益
明显，市场化收购活跃，与国家政策性收购
形成了替代关系。

“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推进，农民的
市场意识在逐步增强，售粮节奏也更趋均
衡，在市场行情较好时，一些农民不急于售
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要提醒广
大农民朋友，特别是种粮大户，密切关注市
场行情，不要盲目跟风囤粮，把握好售粮的
时机，实现丰产又丰收。”唐珂说。

粮食进口一直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话
题之一，要正确看待粮食安全形势，有必
要分析清楚进口的品种和原因。

国际上粮食一般是指谷物，主要是
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而我国还
包括豆类和薯类。按照国际上的粮食口
径，2019 年我国谷物年度净进口量不到
1500万吨，仅占我国谷物总消费量的2%
左右。可以说，粮食进口不等于粮食缺
口。而且，进口的粮食主要是一些强筋
弱筋小麦、泰国香米等，用以调剂需求
结构，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需求。

总体来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
充 足 ， 稻 谷 、 小 麦 两 大 口 粮 自 给 率
100%，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可以
说我国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
全这一战略目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粮食总量平衡

下，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实际上，近
年来产需缺口大、需要大量进口的粮食品
种主要是大豆，2017 年进口量曾达到
9553 万吨的历史峰值。未来，我国大豆
进口仍将保持高位，通过加强国际经贸合
作、稳步拓展大豆进口来源，有效弥补国
内产需缺口、保障国内市场供给，是没有
问题的。

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粮食生产，提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方针。

“十四五”期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
弦会始终绷得紧紧的。随着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完全有信
心、有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并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保障大豆等油料供给，农产品市
场总体也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粮食进口不等于粮食缺口

□ 农 兴

8月26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新溪乡西江村粮农驾驶收割机收割中稻。据介绍，新余市渝水区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相关政
策措施，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增，全区水稻种植面积达73.52万亩。 廖海金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