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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限制大米出口，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粮食供需宽松格局，但在全球供需

错配、生产成本暴涨、通货膨胀加剧等各种因素叠加的背景下，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

食供需失衡。面对大米价格上涨的挑战，世界各国应通力合作，粮食出口国应该摒弃

粮食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自我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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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粮食市场的突发事件一个接

着一个。印度继 5 月份禁止小麦出口之后，

近日又宣布禁止碎米出口，并对未碾米、去

壳糙米、半精米和全精米等部分大米出口

征收 20%关税，9 月 9 日起生效。在黑海“粮

食走廊”重启、全球粮食危机稍有缓和之

际，印度此举再次搅动全球粮市，有可能引

发新一轮全球粮价上涨，进一步加剧全球

粮食危机。

印度大米出口在全球大米市场供应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是世界第

二 大 水 稻 生 产 国 、世 界 第 一 大 大 米 出 口

国，为全球 150 多个国家供应大米，大米出

口量占全球大米贸易量的 40%，超过了泰

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美国等 4 个国家大米

出口总和，2021 年印度大米出口量达到创

纪录的 2150 万吨。今年受极端干旱天气

影响，印度水稻播种面积大幅下降，水稻

减产预期强烈，国内大米价格大幅上涨，

通货膨胀加剧。印度限制大米出口，有利

于确保国内供应、平抑大米价格，但会进

一步加剧全球粮食供需失衡，助推大米价

格上涨，增加大米进口国的进口成本，使

得一些严重依赖印度大米进口的国家可

能面临额外通胀压力。

从供需看，近年来全球大米供需延续

宽松格局。今年受极端高温干旱和洪涝灾

害影响，水稻生产面临严峻挑战。除印度

外，我国南方水稻主产区受到持续高温干

旱影响，虽然早稻实现小幅增产，但中晚稻

面临减产风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水稻

因极端干旱天气播种面积大幅下降，收成

预计减半，大米出口量下降。巴基斯坦受

极端洪涝灾害影响，水稻生产遭受重挫。

有机构预计，今年全球水稻生产会小幅减

产。印度限制大米出口，不会从根本上改

变全球粮食供需宽松格局，但在全球供需

错配、生产成本暴涨、通货膨胀加剧等各种

因素叠加的背景下，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

食供需失衡。

我国是印度碎米最大买家，印度大米

出口禁令对我国大米市场影响可控。我国

水稻连续多年产大于需，库存充足，自给率

超过 100%，完全能够满足市场需要，进口

大米主要用于调剂需求。2021 年，我国大

米进口量达 496 万吨，仅占当年产量的 3%

左右。而且，我国大米进口主要来自印度、

越南、巴基斯坦、缅甸、泰国等国，进口来源

地分散，抗风险能力强。今年，受俄乌冲突

以及全球小麦、玉米价格高位波动影响，我

国玉米、小麦进口下降，大米价格低，进口

替代需求增加，其中碎米进口增加较多，主

要用于制作饲料和酒精。印度限制大米出

口，对我国一些饲料企业和工业企业有一

定影响，但对口粮影响极其有限。

与全球玉米、小麦价格持续高位剧烈

波动相比，近两年全球大米价格波动幅度

小，成为稳定粮食市场的最后稻草。目前，

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在水稻减产预期增强

的情况下，全球大米价格近几个月持续上

涨。泰国和越南 8 月底就提高全球大米价

格达成了共识，印度限制大米出口，助推全

球大米价格上涨。有人认为，今年上半年，

受俄乌冲突影响，小麦和玉米价格成为全

球粮价上涨的风暴中心，大米价格保持平

稳态势。下半年，大米价格上涨有可能成

为焦点。

面对大米价格上涨的挑战，世界各国应通

力合作，粮食出

口国应该摒弃

粮食贸易保护

主义，发达国家

应该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

升粮食自我保

障能力，共同努

力构建高效、开

放、公平的全球

粮食供应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

持续提高，我国家电保有量持续增加，已

超过 21 亿台。在家电行业出现趋势性转

换的情况下，结构升级成为新的增长点，

更新换代需求成为主导，高端产品推广与

普及是增长关键。如何引领家电消费新

潮流，更好满足消费多元化和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带来更优质的使用体验，成为一

道必答题。

从家电产品的需求来看，消费者更加

注重高端、新型、智能、绿色的家电产品，更

青睐高品质消费，这要求企业在产品的设

计、功能与品质上下功夫。以彩电为例，大

尺寸、高刷新率、具有游戏功能等特征的相

关产品更受追捧。京东家电统计数据显

示 ，2021 年 游 戏 电 视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450%，120Hz 的高刷新率电视销售呈现爆

发式增长。同时，绿色化也日益成为消费

者的新宠。比如，2022 年上半年，一级能

效的空调零售量占市场份额已达 76%。

从家电购买的渠道来看，线上渠道渐

成主流。2021 年，线上渠道零售额占整体

家 电 市 场 的 52.9% ，连 续 两 年 占 比 超 过

50%。消费者更偏爱功能集成、便利、智能

的家电产品，不再单纯追求产品最基本的

使用价值，而是期待所使用的产品有质量、

有信誉，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水槽

式和集成式洗碗机、集健康吸拖多功能于

一体的洗地机、可以减轻家务负担的扫地

机器人等产品的热销，表明其不但能够提

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还可以为消费者的

生活提供极大的便利。

从市场空间来看，由于一些大城市家

电普及率很高，总体市场增长有限，因此主

要的增量空间来源于家电普及率较低的三

线及以下的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数据显示，2021年，占人口 70%

的下沉市场家电零售规模达 2775 亿元，同比增长 8.9%，增幅远高于

整体市场，是家电市场中最具潜力的区域。除此之外，农村地区上

一轮家电下乡所购置的家电，大都已进入更新期，这也会对家电市

场起到拉动作用。可以发现，从下沉市场置换以及新增需求来看，

高性能、高品质、时尚感、智能化等特征成为市场关注的亮点。

有鉴于此，家电企业应从多方面发力，稳妥施策。

一要持续推动产品创新。从近几年家电市场发展来看，具有

便利性、功能复合、智能化程度高、绿色环保等特征的创新型产品，

如智能化家庭清洁类产品、便利化集成化厨电产品等增长率较

高。不断推出更符合老百姓使用需求的创新产品，成为题中应有

之义。二要主动满足不同偏好的消费者的需求。比如，对于不同

年龄、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地域、拥有不同住房面积的人群，对家电

需求有着较大差异，这就要求家电企业精研消费者需求，投入更多

资源进行科技研发，不断突破技术难题，推出更多优质产品。三要

关注新市场需求。例如，对于老年人市场，要开发出更为适用的产

品；对于农村市场，除了产品开发之外，还要在销售、配送、维修、回

收网点等方面加大投入。只有通过持续创新，才能以更大力度释

放家电消费潜力，推动家电市场持续健康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自今年6月1日起至8月末，车
辆购置税减征政策实施满三个月，
已有约 355.3 万辆车享受了减征政
策，累计减征车购税230.4亿元。享
受政策的车辆数、减征税额呈现逐
月增长态势，显示出政策逐步发力，
受益面稳步扩大。作为国民经济重
要支柱产业，汽车产业链条长、涉及
就业面广、拉动消费作用大。为稳
住宏观经济大盘，促进汽车市场发
展，我国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提
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
有效助力汽车市场回暖。下一步，
应继续落实好车购税减征等政策，
加大政策辅导力度，优化办理流程，
促进汽车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提
振消费。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