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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北大粮仓打造成“大厨房”
粮食全身都是宝。发展粮食加工业，能够为东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找到突破口，促进从“卖原粮”向“卖产品”转型，从“大粮仓”向“大厨房”

转型，从粮食生产大省向粮食产业强省转型。

陶小莫作

碳市场仍需扩容增品强制度

谭琦璐

东 北 粮 食 产 业 迎 来 发 展 新 机 遇 。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黑龙江考察时对粮

食产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黑龙江要当好

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打造食品和饲料

产业集群，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益。这为

黑龙江乃至东北粮食加工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

黑龙江、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三省一

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始终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加快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

下顶得上、靠得住。2022 年，东北三省一

区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26%以上。

其中，黑龙江总产量占全国的 11.3%，连

续 13 年居全国首位，具体到大豆，黑龙江

一省产量就达到 953.5 万吨，占全国总产

量的 47%以上，足见黑龙江在维护全国粮

食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但是，东北三省一区仍然面临粮食就

地转化能力低、粮食经济效益低以及“粮

财倒挂”等问题。东北积极推动粮食加工

业发展，有效推动了粮食加工转化增值，

但加工业总体规模小、产业结构不优、融

合层次不深、精深加工不足、加工转化率

不高等问题仍很突出，与东北粮食安全

“压舱石”地位不相匹配。2022 年，黑龙

江、内蒙古两地大豆丰产丰收，再次出现

“卖豆难”问题，影响农民种豆积极性。因

此，东北加快推进粮食加工业发展势在

必行。

发展粮食加工业，能够为东北粮食产

业高质量发展找到突破口，促进从“卖原

粮”向“卖产品”转型，从“大粮仓”向“大厨

房”转型，从粮食生产大省向粮食产业强

省转型。作为全国第一产粮大省，今年黑

龙江粮食加工业在高起点上再出发。不

久前发布的《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农产品加

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指出，预计到 2025 年，全省农产

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达到 4500 亿元，主要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5%，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黑龙江计划以玉米、大豆、水稻、

乳品、肉类五大加工产业为重点，打造玉

米加工以及大豆食品产业集聚区，发展绿

色有机稻米产业和乳制品加工集聚区，建

设肉牛加工、生猪加工、家禽加工产业集

聚区，促进加工产能向农产品主产区、优

势区和物流节点集聚。产业集群能够释

放乘数效应，提升粮食附加值，促进黑龙

江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

粮食生产具有弱质性，经济效益低，

产业发展常常面临“稻强米弱”等行业困

境。粮食全身都是宝，可以做口粮、饲料

原料，还可以做工业原料，比如玉米可以

加 工 出 3000 多 种 工 业 产 品 。 把 粮 食 变

成产品，提高粮食资源利用率和附加值，

还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企业作为科技成

果转化核心载体，可以提高科技成果落

地转化率，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

争力。例如，益海嘉里用一粒稻谷加工

出大米以及卵磷脂、米糠蜡、谷维素、米

硒粉等 20 多种产品，山东滨州中裕用一

粒小麦变身出 500 多种产品，河南想念

用一把面粉制作出 400 多种产品⋯⋯对

东北而言，粮食加工企业也要依靠科技

创新，发展粮食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实现

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把粮食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虽然实现了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

标，但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饲料粮

供给不足。东北发展粮食加工业必须服

务 于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战略，要在

保 障 口 粮

安全、饲料

粮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发

展，绝不能

以 牺 牲 粮

食 安 全 为

代 价 换 取

经济效益。

今年以来，随着接触型消费逐步回
暖，旅游景点、文博场馆、演出市场等时
常出现开售秒空、一票难求的现象。与
此同时，“黄牛”非法倒票现象逐渐活跃
起来。正规渠道求购不得，“黄牛票”却
溢出天价，这种倒卖行为是对消费者正
当权益的侵犯和对文旅市场良性发展
的破坏，对此，应下大力气加以整顿。
一些演出组织方和票务平台从制度设
计上发力，例如，通过贯彻“强实名制”
等措施，做到谁购票谁观看，从而打击

“黄牛”、维护市场秩序。还应强化技术
手段，有效判断用户下单请求是否真
实，形成事前监控预警、事中处置防控、
事后评估优化的治理体系。更要提供
更多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让文化产品
的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收到“治标”更

“治本”的效果。 （时 锋）

碳排放权交易是促进高效益、低成本减排

温室气体的一项基础性、关键性政策工具。我

国于 2021 年 7 月份启动全国性碳市场的线上交

易，碳市场正式由区域试点进入全面铺开阶

段。截至今年 7 月 19 日，率先纳入的 2162 家发

电企业的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 2.40 亿

吨，累计成交额超过 110 亿元。

运行两周年以来，全国碳市场健康平稳有

序，制度规则设计和可操作性全面提升，碳定价

功能初步形成，引导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加快绿

色低碳转型的作用逐步显现，省间交易也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本实现了

预期建设目标。不过，全国碳市场仍处于起步

阶段，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主要包括：交易主

体只有控排的发电企业，过于单一且同质性强；

交易品种几乎全部为现货，长期品种仍为空白；

履约驱动“潮汐效应”明显，超五成的成交量和

成交额集中在临近履约期，流动性低；金融机构

缺位，难以形成合理有效的碳定价机制；等等。

未来，要进一步强化全国碳市场对实现“双

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在

步调上，应合理把握松与紧、快与慢，循序渐进

推行各项政策，留足政策调整的空间。在方法

上，要强调统筹协调的系统观念，加强全国碳市

场与地方碳市场试点、碳市场相关政策与其他

减污降碳政策的衔接配合。在举措上，应以解

决交易主体、品种、方式等突出问题为重点，不

断向成熟市场的方向加以完善。

一是加快市场扩容。在行业扩容方面，生

态环境部已开展专项研究工作，条件基本成熟，

应在前期长期积累的企业碳排放数据核算、报

送与核查工作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其他行业的配

额分配方案，按照“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原

则，“十四五”期间纳入完毕石化、钢铁、有色、造

纸、化工、建材等其余高耗能行业。在主体扩容

方面，完善准入条件、适当降低门槛，使更多机

构、个人参与到全国碳市场中。鼓励金融机构

参与其中，优先纳入部分信用资质好、受严格监

管的机构参与碳配额和碳信用交易。

二是丰富品种手段。碳市场是一个典型权证市场，有较强的金融属

性，要进一步丰富能够体现信用、期限、流动性等转换功能的交易品种，健

全市场价格发现功能。鼓励金融机构对接控排企业多维度金融需求，创

新开发碳期权、碳借贷、碳基金、碳保险等产品，推动交易机构完善碳金融

衍生品及相关规则。此外，今年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重启信号

明确，作为一项自愿手段，要深入挖掘其对强制履约碳市场的补充作用。

三是健全制度保障。伴随全国碳市场的不断扩容和交易方式的逐步

多元，与之配套的制度机制建设也随之面临更高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暂行条例》发布在即，要紧密结合其中的新原则新要求，抓紧修订或颁

布统计核算、核查监管、交易披露等相关制度规范，着重完善促进碳金融

市场有序发展的技术规范、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文件条款。另外，应适

时出台覆盖更长时间周期的方案或规划，充分反映碳配额总量和基准值

等核心指标的变动趋势，给市场以明确预期。

四是统筹全国与地方。在当前全国碳市场与地方碳市场共存的阶段，

要体现两者在纳入行业、主体等方面的差异性，避免重复，并打通二者间的

交易渠道。要持续发挥地方试点的先行先试作用，在免费分配适度从紧控

制、配额有偿分配、向总量型碳市场转变等方面早于全国开展探索实践。

9 月 12 日上午，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暨全国优

强民营企业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山东省

济南市南郊宾馆蓝色大厅举行。大会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要精神，围绕“两个健康”主题，引

导广大民营企业准确把握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助力

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主题

是“坚定发展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举办先

进制造业发展、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民营企业助力上

合产融合作新生态、中国特色商会创新发展等 4 个平行专场

活动，组织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家、商会会长考察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起步区。

会上，发布了 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制造业 500

强、服务业 100 强榜单，并为民营企业代表颁发证书。

过去的一年，广大民营企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

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500 强是我国民营企业的杰出代

表、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生动展现了民营经济的综合实

力、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与会领导在会上发言，广大

民营企业要把握时代大势，坚定发展信心，深刻领会党中

央深化改革、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定决心，充分认

识我国市场巨大的优势和潜力，练好内功、稳健经营、守

信合规、创新发展。同时，要扛起历史责任，紧扣发展脉

搏，促进高水平开放和世界经济繁荣。希望各位企业家走

进齐鲁大地，把自身优势与山东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实现

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近年来，山东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激发民营经

济发展动力，民营企业展现出澎湃活力。民营企业已经成

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选择山东就是选

择机遇，投资山东就是投资未来。山东省将始终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持续打造更完善的政策环

境、更优良的信用环境、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更透明的法

治环境、更高效的政务环境，坚决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

强，努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广告

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暨

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力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