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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

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关乎粮食安全，关乎物价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既要严格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要求，做好粮食收购市场监管，也要加强

境外资金监管，警惕国际投机资本借机炒作粮价，还要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

协同保障。此外，还要保持粮食安全战略定力，做好夏收、夏管、夏播工作。

王 琪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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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因小麦价格高位波动频繁，

一些投机商意欲通过囤积粮食、操纵粮食

价格等行为搅动粮食市场。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办公室近日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粮油收购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严

肃查处粮食收购垄断或者操纵价格等违法

违规行为，释放出“零容忍”“强监管”的鲜

明信号，这对于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全球粮食

资本化趋势日益明显，投机资本炒作对当

前全球粮价上涨具有一定的影响。作为

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我国粮食市场

已成为一些投机资本追逐的热点，大量资

本进入粮食市场，不停炒作粮价，放大供

需缺口，扰乱市场秩序，导致粮价异常波

动。今年新麦上市之前出现的跨区收割

机短缺等现象背后，不排除有投机资本通

过炒作推高小麦价格的因素。

伴随近两年的疫情持续、极端天气频

发、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国际资本

借机疯狂炒作粮价的话题，导致全球粮食

市 场 持 续 动 荡 ，国 际 粮 价 持 续 走 高 。 其

中，投机资本借俄乌冲突炒作粮食供需短

缺、乌克兰小麦减产以及印度禁止小麦出

口等话题，恶化市场预期，制造全球粮食

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玉米、小麦、食用

油价格飙升，现在已经延伸至大米。与玉

米、小麦价格大幅上涨相比，全球大米价

格一直保持稳定，被认为是防止世界粮食

危机恶化的主要粮食。但近期也有媒体

报道，印度、越南、泰国等国有意禁止大米

出口。这几个国家是全球重要的大米出

口国，如果其禁止大米出口，那么可能引

发全球大米价格震荡。

投机炒作粮价是国际投机资本获取暴

利的重要手段。四大跨国粮商控制着全球

80%的粮食交易，通过控制种子、化肥、粮源

操纵全球粮食价格。当前全球粮食价格飞

涨，一些国家买不到或者买不起粮食，一些

国家因为粮食进口成本大幅增加而背上沉

重的财政负担，但四大跨国粮商却通过粮

价上涨收割全球财富，获取巨额暴利。

供需缺口是投机资本炒作粮价的基

础。我国是小麦生产大国，近年来随着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小麦连年丰收，

库存充足，自给率达到 100%，实现了口粮

绝 对 安 全 ，少 量 进 口 主 要 是 用 来 调 剂 余

缺。从常规来看，国内小麦价格没有炒作

的基础，但粮食品种之间具有替代性，在比

价关系合理的情况下，小麦可以替代玉米

做饲料。近年来我国玉米产需缺口较大，

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大量小麦替代玉米做

饲料，今年玉米供需紧张问题得到缓解，小

麦替代性减弱。今年，全球小麦价格高位

波动，国内市场预期较强，小麦价格自然就

成为投机资本炒作的对象。

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关乎粮食安全，关乎

物价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加强

市场预期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投机资本

炒作粮食价格。要严格落实《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要求，做好粮食收购市场监管，严厉打

击囤积居奇、操纵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让

恶意囤粮者有所忌惮。要加强境外资金监

管，警惕国际投机资本借机炒作粮价。要强

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统筹做好夏粮

收购和生产、加工、储备、销售等各环节工

作，形成粮食市场保供稳市合力。更为重要

的 是 ，要 保 持

粮食安全战略

定 力 ，做 好 夏

收、夏管、夏播

工 作 ，全 力 夺

取 夏 粮 丰 收 ，

为全年粮食丰

收打下坚实的

基 础 ，牢 牢 把

住粮食安全主

动权。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2021年

互联网财产保险发展分析报告》显示，2021

年互联网财产保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862亿

元，同比增长 8%，较财产险行业整体保费增

速高出7个百分点。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渗

透率由 2020年的 5.9%上升至 6.3%。这表明

即使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互联

网财产保险依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互联网

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互联网财产保险迅速走

进人们的视野。互联网财产保险凭借其便

捷性、易触达等优势，有效满足了广大民众

多元化的财产保障需求，在保障民众财产安

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稳定

器”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退货运费险、

航空综合险、车险等产品，互联网财产保险

能够为大众在消费、出行等方面提供多样化

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互联网财产保险使

金融服务触手可及，将保险产品的销售、服

务范围扩展到小微企业、欠发达地区和低收

入人群等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覆盖和服务的

领域，体现了较强的普惠性特点。

客观地说，在我国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

诞生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发展不规范的

问题较为突出。销售误导、强制搭售、费用

虚高、违规经营和用户信息泄露等问题层出

不穷，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导致行业

信誉度大大下降。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

年银保监会接到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同比

增长 88.59%，是 2016年投诉量的 7倍。其中

涉及财产保险的投诉居高不下，是产生保险

纠纷的重要来源之一。为此，监管部门密集

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文件，对包括互联网财产

保险在内的互联网保险业务进行了治理。

2021年 2月，《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正式实施。同年 9月，银保

监会等部门又专门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监管

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就互联网财险业务的定义、准入条

件、经营区域等方面征求意见。

随着规制的逐渐完善，互联网财产保险的各项业务开始步入规范

发展的道路。行业经营更加规范化，专业中介机构保费占比上升。

2021年，专业中介渠道累计保费收入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相比较而

言，保险公司自营平台累计保费收入同比下滑1个百分点；而过去依赖

度较高的营销宣传引流累计保费收入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当然，在

打击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乱象的同时，也一度使得行业增长出现下

降。从单月保费收入来看，2021年下半年呈现明显的低谷期和调整

期，历经近3个月的调整和整顿。但完善的规制对于互联网财产保险

业务来讲是一种长期的利好。事实上，经历短暂调整后，市场就出现回

暖，2021年年底开始，互联网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逐步回升。

当前，尽管面对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但我国的互联网财

产保险也面临很大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互联网仍是众多财产保险

公司的着力点，前景十分广阔。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参加财产保险的

比例依然很低，但这也意味着行业发展的空间十分巨大。特别是随

着规范制度的不断完善，行业的信誉度将持续提高，这将为互联网财

产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
院研究员）

近日，工信部召开提振工业经

济电视电话会议，明确提出以更大

力度抓好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确保二季度工业经济合理增长，

提出适度超前部署 5G、工业互联网

等一系列措施，全力提振工业经

济。工业经济作为影响经济运行的

关键因素，至关重要。一些工业企

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利润分化加

剧，亟需优化升级。一方面，要将保

链稳链作为重中之重，聚焦重点企

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切实解决

人员返岗、产品供应等问题；另一方

面，应把帮扶中小企业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抓细抓实各项任务，帮中

小企业纾困解难。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