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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进口增加毋需过分担忧
进口规模扩大本身不是坏事，要具体分析情况。我国进口农产品并

未抢夺发展中国家的口粮，而是做大了全球农业发展的蛋糕。要控风险、

可替代、有备手，培育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王 琪作（新华社发）

大宗商品供需上扬预示经济回稳

刘志成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

口额 8555.3 亿元，同比增长 16.2%；出口额

3285.6 亿元，增长 8.9%。农产品进口和出

口均有增长，且进口规模和增速远高于出

口，成为当前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一大特征。

农 产 品 贸 易 是 国 际 贸 易 的 重 要 内

容。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速明显

高于出口。自 2004 年起，由长期顺差转为

逆差且呈扩大趋势。如今，我国是第一大

农产品进口国，进口品种覆盖大多数品

类，是粮食、棉花、肉类等的最大买家；也

是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蔬菜、水产等出

口较多。总体看，我国是第二大农产品贸

易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进口规模扩大本身不是坏事，要具体

分析情况。我国进口农产品有多种情况，

有的是国内生产不合适，有的是国外价格

低，有的是品种调剂余缺。进口增长，部

分因为我国农业资源短缺，例如进口大豆

是因为耕地有限，种植大豆单产低且资源

消耗大；部分因为存在竞争劣势产品，例

如进口奶类不是自身产能不够，而是对方

价格较低；还有部分因为需求日益多元

化，例如今年上半年我国自东盟进口的鲜

榴莲、菠萝分别增长 65%和 24.1%，这些特

色水果满足了消费者尝鲜需求。

适度进口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立足国内保供给并不矛

盾。近年来，我国在保障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国际资

源。值得注意的是，谷物进口只占农产品

进口的很小比例。对资源类农产品的进

口，相当于利用了国外的水土资源。我国

人多地少水缺，适度进口可以将宝贵的耕

地用于更重要的种植用途。对特色类农

产品的进口，满足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

要，国内消费者得到了实在的利益。

进口规模也与开放程度相关。我国

是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远

超世贸组织一般发展中成员，也超过很多

发达成员。我国农产品进口平均关税率

仅 15.2%，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取

消了农产品非关税措施和所有农产品的

出 口 补 贴 。 这 是 中 国 对 全 球 贸 易 的 贡

献。中国是 14 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很多

国家借农产品出口搭上了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快车。可见，我国进口农产品并

未抢夺发展中国家的口粮，而是做大了全

球农业发展的蛋糕。

围绕农产品进口，人们有多种担忧：有

的提到进口就觉得会受制于人，有的担忧

国外低价农产品冲击国内产业，还有的担

心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传导到国内。这些担

忧可以理解，确实要防止进口对国内相关

产业和农民收入的冲击。不过，入世 20 多

年来，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原因在于，一

是，我国进口的农产品虽占世界农产品贸

易市场的比例较大，却只占我国各类农产

品产量的较小比例；二是，国家注意保持市

场稳定和保护农民利益，相关产业迎难而

上、提档升级，形成了新的竞争力。

要警惕的是以下情况：由于能大规模

出口农产品的国家有限，加之中国进口量

大，使得进口来源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国

家，贸易合作伙伴局限于少数国际大粮

商。伴随国内消费结构变化，农业整体对

外依存度预计还会上升，把控农产品贸易

的难度在增加。然而，国际大宗农产品定

价权并不在中国手中，关键时候“买得贵”

问题需要警惕。同时，外部环境日趋复

杂，各国农产品贸易面临不确定性，极端

情况“买不到”问题也要考虑。

可见，要控风险、可替代、有备手，培育

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明确关键品种自给

水平，稳定国内产能和竞争力，该扩大产量

的要坚决扩大。进口规模、节奏、品种要适

度，使进口更好服务于国内稳产保供。实

施进口多元化战略，用足用好国际资源，

拓展进口来源地，布局替代品和替代市

场，避免对单一市场过度依赖。完善国际

农业市场监测体系，促进风险防控关口前

移，深度参

与 全 球 农

业 贸 易 治

理 。 加 快

培 育 国 际

大粮商，提

高 对 进 口

货 源 的 掌

控力，并向

仓 储 物 流

加 工 等 环

节延伸。

大宗商品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大

宗商品供求和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运行具有

高度相关性。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

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往往能够预示

经济运行的脉动，反映宏观经济的趋势性变

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

7 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为 102.3％，虽较上

月略有回落，但与二季度均值相比上升约 1个

百分点。据商务部监测，7 月最后一周中国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79 点，较上月底上涨

4.6%。这意味着上游企业信心逐步回暖，下

游企业需求持续恢复，供需双侧联动上扬，中

国经济稳中向好。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

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

策措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有力提振了市场

信心、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这种信心和活力

也传递到大宗商品市场，在能源、矿产、黑色

金属、有色金属、农产品等重点产品生产、销

售等指标上有了明显反映。

供给方面，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和流通企业

对后市预期乐观，生产供应热情升高。随着疫

情防控平稳转段，制约大宗商品生产流通的不

稳定因素逐渐消退，供应链快速修复，宏观经

济成为影响大宗商品生产和供应的关键变

量。年初以来，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平稳恢复态

势，叠加稳增长政策预期增强，各行业市场信

心持续恢复。受此影响，大宗商品生产和流通

企业积极情绪不断积累，上半年原煤、成品油、

粗钢、10 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9%、

17.3%、1.7%和 10.8%。重点企业供应热情回

升，反映出其对下游需求的乐观态度。

需求方面，大宗商品贸易商和制造业企

业受消费复苏和利润增长影响，订货积极性

提升。一是下游消费需求稳步恢复，汽车、家

电等大件消费快速增长带动上游原材料需求

增长。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8%，

其中基建投资增长 10.7%，有力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商品需求。三是制

造业企业利润明显恢复。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上半年利润均增长 10%以上。下游制造业

利润增长增强了相关企业投资扩产的信心，带动大宗商品需求回暖。

在供需两旺的市场形势下，重点商品价格朝着有利于经济平衡的

方向调整。近几年，受新冠疫情、俄乌局势等重大事件影响，主要大宗

商品价格经历大起大落。年初以来，主要大宗商品生产向常态回归，需

求持续恢复，市场逐步再平衡。从重点商品看，煤炭市场产业利润向下

游转移，上下游利润更加均衡；钢材价格、生猪价格在经历一段时期低

迷后近期也明显反弹，将带动企业利润回升。

展望后市，尽管短期价格波动在所难免，但供求稳步恢复已成大

势。推动大宗商品市场更好服务于宏观经济运行，仍然需要政府和市

场协同发力。一方面，要着眼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持续推动

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联动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完善仓

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畅通商品市场循环；另一方面，企业要把握宏观经

济大势，以稳为主，稳中求胜，合理安排生产经营节奏，用好期货、保险

等风险管理工具，防范市场风险。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公安部近日发布26条新措施，聚
焦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其中既有方
便百姓生活的细举措，也有服务国家
发展的大谋划。多项措施通过优化
制度，完善政策供给，为创新创业者
松绑减负，例如全面实施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探索旅馆业“一业一证”
改革等，从让群众多头办、来回跑，到

“一业一证”简化审批，让企业群众不
再为繁琐的材料审批程序所累。落
户政策放开放宽、身份证实现跨省通
办、为外籍人士来华提供签证便利
等，则充分发挥人口管理对于人口有
序流动的牵引作用，有助于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招才引智，以
更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激发更大
市场活力。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