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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农产品的库存变化与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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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全球贸易的改 善，世 界 范 围 内 的 农 产 品 库 存 状 况 逐 步 下 降，库 存 消 费 情 况

越来越体现出效率优先的原则。从具体产品来看，世 界 水 稻、小 麦、玉 米、棉 花、食 糖 五 种 大 宗 农 产 品 库 存 消 费 均

显示出了一致的内在规律。相对而言，中国农产品的巨大库存形成的“水坝效应”，不仅增加了国内财政补贴的压

力，同时也对国内市场带来了巨大隐患。对比国际国内农产品库存消费变化，对于国内现有的农产品市场支持政

策来说，适度降低支持水平，容忍粮食及部分大宗农产品的减产，维持农产品价格趋势中轴抬升，以市场化的方式

来化解市场化的矛盾，并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国内的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才是中国农

业在短期内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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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传统意义上，对于全球农产品价格而言，库存消费比是一个重要指标（苗齐、钟甫宁，２００６）。从食品角

度来看，由于农产品消费在任意一个连续时期内的变化相对较小，由此库存变化对价格与市场的影响更为

显著，对此，相关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诸如最优库存决定问题，库存消费比与价格变化问题，具体产品的

供应链布局问题等。那么，对于全球整个农产品库存，甚至整体资源性产品的库存，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

期，是否存在一种合理的逻辑来支配农产品市场变量，特别是库存的变化？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即便是大航海时代，对于当时既有国家而言，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

库存消费比在理论上都应当超过１，否则就意味着在青黄不接时期不同程度的饥荒；随着“绿色革命”及全

球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全球农业分工日趋专业与精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产需分离状况日趋显著，全

球库存消费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毫无疑问，在理论上，如果存在一个连续生产与消费的市场系统，
那么最优化库存一定为０。直观地比喻，例如居民家庭的生活用水，在没有自来水之前，每个家庭都必须

根据各自的实际生活状况保持一定的储水量，而使用自来水之后，储水量自然降为０。
对于上述的观察及逻辑思考，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可以表述的是：在一个比较静态的封闭经济系统中，

当期的农产品消费由当期的产出与上一期的库存决定，由于农产品及食品需求刚性的存在，使得价格对需

求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加之传统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必然对库存水平提出一定要求；扩展到工业品领域，
由于工业品需求的弹性抑制作用存在，使得价格作用能够更为有效地平衡市场，由此并不需要维持很高的

库存。这一理论框架即使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农经济时期仍然有效。
毫无疑问，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库存实际上由弹性与风险共同决定，当风险相对较大、价格弹性抑制作

用较小时，市场内生机制倾向于保留更高水平的库存。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于贸易平衡作用，使得库

存水平与贸易水平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经济系统的内生决定来看，库存在很大意义上是具体产品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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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结果，但是从经济实践来看，库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一系列政策、环境变量的

影响，属于一个外生变量。可以归纳的是：库存既是既往市场运行的必然结果，同时又会对预期市场产生

相关影响，意即库存与市场存在十分显著的反馈机制。

二、全球农产品库存变化

（一）水稻

相对而言，全球水稻市场一直保持相对平稳：（１）未受到如玉米、甘蔗等作物由于生物能源带来的波

动；（２）也没有受到诸如小麦等作物由于饲料报酬带来的影响，例如２０１３年出现的国内大量使用小麦替代

玉米的情况，从而改变小麦需求。由于需求结构并未受到很大影响，水稻的产需变动仍然由人口与生产效

率两种传统因素决定。整体来看，过去的５０多年，全球水稻的库存消费状况不断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如图１所示）：

　　数据来源：ＦＡＯ
第一阶段为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全球库存消费比从５％稳步增长到２０％。１９６０年全球水稻消费量为１．５６

亿吨，全球库存量为０．１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６．７％；１９８０年全球水稻消费量为２．７亿吨，全球库存量为０．５３
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１９．５％。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全球水稻的库存消费情况不断走向宽松。第二阶段为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全球水稻库存消费比始终维持在３５％的水平上下，以１９９０年为例，当年全球水稻产量为３．４３亿吨，库
存量为１．２７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３６．８％，这一时期全球水稻供求更为宽松，其主要原因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带来的产量增长。第三阶段为２０００年至今，全球水稻库存消费比快速回归并继续相对宽松。２０００年全球水

稻消费量为３．９亿吨，库存量为１．５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３７．３％，但是２００４年全球水稻消费量为４．１亿吨，库
存量大幅度下降到０．７亿吨，库存消费比降至１８．１％，大约相当于１９７７年全球水稻的库存消费水平，近年来

又呈现出稳步提升的局面。
（二）小麦

与水稻库存消费整体宽松的格局所不同的是，全球小麦库存消费状况存在较为显著的波动，并且趋势

中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情形。从消费属性来说，水稻主要作为口粮消费，且主要生产与消费集中在亚洲地

区；而小麦则是全球种植和消费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其全球贸易量远远超过水稻。此外，小麦可以通过

饲料配方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玉米形成替代，从而使得口粮与饲料粮之间的市场边界变得模糊，意
即：小麦市场库存消费比的显著波动有其自然属性。

具体来看，１９６０年至今，全球小麦库存消费比基本上维持在３０％的中轴上下波动（如图２所示）。其中，
库存消费比最高年份为１９６８年，当年小麦消费量为２．９８亿吨，库存量为１．２１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４０．７％；库
存消费比最低的年份为２００７年，当年小麦消费量为６．１５亿吨，库存量为１．３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２１．１％。
从波动规律来看，全球小麦库存消费比的变化大致每８年经历一次波峰波谷转换，可以直观地表述如下：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５—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３—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几乎每八年周期，全球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将经历一轮周期性波动。综合来看，１９６０年至今，全球小麦库存

消费比形成了以３０％为均值，１０％为波幅，８年为转换频率的周期性波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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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ＦＡＯ
（三）玉米

玉米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饲料作物，同时也是使用量最大的生物能源作物，其市场结构在过去的５０
多年中历经了数次重大调整，这一点有别于水稻、小麦两种口粮。从时间序列角度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大

的阶段（如图３所示）：第一阶段为１９６０－１９７３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增长使得玉

米库存消费比持续下降，直到１９７３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降到历史最低点，１９７３年全球玉米消费量为

３．２６亿吨，库存为０．３９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１１．８％；第二阶段为１９７３—１９８６年，全球玉米库存消费比不

断提升。得益于全球绿色革命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升，玉米产出大幅度增长，其产需结构不断走向宽松。

１９８６年全球玉米消费量为４．４６亿吨，库存为２．０５亿吨，库存消费比达到４６％的历史高点。第三阶段为

１９８６年至今，随着美国生物乙醇消费量的快速增长，全球玉米产需宽松的局面完结，并逐步走向紧平衡，
进入２０００年之后，全球玉米库存消费比基本上都维持在１５％左右，２０１３年全球玉米消费量为９．４亿吨，
库存为１．５８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１６．９％，这一水平大致与１９６６年相当。

　　数据来源：ＦＡＯ
通过玉米库存消费比的持续下降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在全球农业产出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考虑到全

球贸易对国内支持与市场准入的谈判筹码，对于玉米产出大国，以美国为例，其最优策略就是通过改变消

费结构来持续降低库存消费比，从而实现农业市场化目标———低库存消费比，高价格。这一点与水稻、小

麦市场有所不同，首先自然属性决定了这两种粮食在现阶段不能成为生物能源的来源，其次水稻、小麦的

种植区域分布也决定了个别国家很难对市场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棉花

与粮食作物不同，棉花的存储周期相对较长，受到下游棉纺织业及竞争产品，例如化纤等原料的影响，其
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更大。简单来说，棉花的需求弹性要高于粮食作物，这也决定了在一定程度上棉花的库存

消费的波动状况会大于粮食作物。从实际运行来看，如果不考虑２０１０年以来的棉花库存消费变化，那么在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年间，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基本上以４５％为中轴，１５％为波幅上下波动（如图４所示）。库存消费

比宽松年份如１９６０年，全球棉花消费量为５３６万吨，库存３２６万吨，库存消费比为６０％；再如１９８５年，全球棉

花总消费量为７５６万吨，库存４７６万吨，库存消费比为６３％。而库存较为紧张的年份如１９８０年，全球棉花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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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量为６５０万吨，库存２０６万吨，库存消费比为３２％。再如１９８９年，全球棉花消费量为８７１万吨，库存２５０万

吨，库存消费比为２９％。这一时期，棉花库存基本上是全球供求变化的市场反映。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２０１０年以来，全球棉花市场的库存消费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偏向。２０１３年全球棉花消费量为１０９１万

吨，库存量达到９６８万吨，库存消费比为８８％，呈现出大幅度提高的趋势。从短期来看，这一库存消费比

的突跃将全球棉花库存消费比的中轴拉高。但是根据１９６０－２０１０年的经验来看，棉花的库存消费比中轴

基本维持在４５％左右，因此从中期来看，当前这一过高的库存消费比一定会不断回归并对市场供求产生

较大影响。
（五）食糖

全球最主要的糖料作物是甘蔗，也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生物乙醇作物。随着全球甘蔗单产水平的

提升以及食糖消费的缓慢增长，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国家开始了糖料作物能源化的进程。与玉米能源化

相似的，随着生物乙醇对糖料消费结构的改变，也对全球食糖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实际运行来看，全

球食糖的库存消费变化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波动，但是与玉米库存消费的结构性变化所不同的是，食糖库

存消费比整体上仍然围绕着２５％的中轴线，以５％的幅度上下波动（如图５所示）。

　　数据来源：ＦＡＯ
１９６０年，全球食糖消费量为０．３７亿吨，库存量为０．１４亿吨，全球库存消费比为３８％，为最近５０年来的

历史高点。自１９６０年之后，全球食糖库存消费比高点一般为３０％，例如１９８３年，全球食糖消费量为０．９５亿

吨，库存量为０．２９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３１％；再如２００１年，全球食糖消费量为１．３亿吨，库存量为０．４亿吨，
库存消费比为３１％。而历史低点一般维持在２０％的水平，例如１９７４年，全球食糖消费量为０．８２亿吨，库存

量为０．１５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１８％。再如２０１０年，全球食糖消费量为１．５４亿吨，库存量为０．２９亿吨，库存

消费比为１９％。
上文列举的水稻、小麦、玉米、棉花、食糖五种全球性大宗农产品，通过对库存消费比的历史数据分析，

可以得出：（１）从整体上看，全球大宗农产品的库存在过去５０年中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其波动基本都呈

现出合理的规律性。（２）不同产品之间，由于自身属性、市场结构等差异，其库存消费状况存在显著不同，
例如水稻库存消费的整体宽松与玉米库存消费的整体紧张。（３）大宗农产品的趋势—波动规律具有明确

的政策含义，过高的库存消费状况最终将向趋势中轴回归，而库存消费的结构性偏转将意味着产品市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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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如果从全球大宗农产品的库存消费出发，存在的必然问题就是忽略国别的库存差

异，如上文所述，在全球水稻、小麦的库存消费变化中，中国因素起到很大作用。实际上，对于玉米、棉花、
食糖等大宗农产品而言，中国的市场与政策变化对全球库存消费都起到很大的影响。

三、中国因素

根据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

农产品生产国。由于长期以来的饥荒观念及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视，使得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
始终维持了较高的库存水平，从而形成了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在大宗农产品库存的二元结构，并带来了市

场之间的“水坝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有效切割，但是考虑到“水坝”容积以及相应的

补贴持续性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疏导，也会出现诸多问题（胡冰川，２０１５）。
（一）水稻

如果将全球水稻的库存消费情况拆分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那么将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从全球其他国

家的库存消费状况来看，水稻的库存消费状况大致维持在１５％的中轴线上，以５％的幅度上下波动；长期

以来，中国水稻的库存消费状况则一直维持在３０％以上（如图６所示）。特别是在１９７８年之后，随着中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水稻产量大幅度提升，在１９８５－２００２年间，中国水

稻的库存消费情况甚至一度在６０％之上①，伴随着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的持续减产才使得２００４年之后我国水

稻库存消费状况回到３０％的水平上，但是这一指标仍然高出全球平均水平不少。例如２０１３年，我国水稻

的库存消费比为３１．６％，同期其他国家水稻库存消费比为２０．２％，这也形成了全球水稻市场的二元结构。

　　数据来源：ＦＡＯ
从库存数量角度来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水稻库存总量峰值达到０．９６亿吨，占当时全球水稻总库

存量１．２亿吨的７７．９％。这一情况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逐步实现去库存化之后有所改观：２０１３年，全球水稻库

存量大约为１．１２亿吨，中国库存量为０．４６亿吨，占全球总库存量的４１．３％；全球其他国家库存量为０．６６亿

吨，占全球总库存量的５８．７％。根据当前的库存对比，中国水稻消费量占全球的３１％，而库存量占全球的５／

２，维持了非常高的规模。
（二）小麦

与水稻库存消费状况相类似的是，全球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基本上维持在２５％的趋势中轴上，以５％的幅

度上下波动；而中国的小麦库存消费比常年维持在５０％的趋势中轴上（如图７所示），并呈现出更大的波动幅

度。从历史来看，全球其他国家小麦库存消费比最高出现在１９６８年为４０．７％，除此之外的年份平均库存消

费比约为２５％，２０１３年，全球其他国家的小麦库存消费比为２２％。中国的小麦库存消费比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持

续上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峰为１９９９年，当年库存消费比为９４．１％，随后历经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的产

量下降，库存逐步降低至４０％的水平，２０１３年我国库存消费比为４５％。根据国内相关研究的推算，我国小麦

的实际库存消费水平要高于测算水平。从库存数量角度来看，１９９９年，中国小麦库存总量峰值达到１．０３亿

吨，占当时全球小麦总库存量２．１１亿吨的４８．９％。与水稻去库存化相类似的，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间小麦由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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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减产逐步实现去库存化。２０１３年，全球小麦库存量大约为１．８４亿吨，中国库存量为０．５８亿吨，占全球总

库存量的３１．４％；全球其他国家库存量为１．２６亿吨，占全球总库存量的６８．６％。根据当前的库存对比，中国

小麦消费量占全球的１８％，但是库存量占全球的３１．４％，体量十分庞大。

　　数据来源：ＦＡＯ
（三）玉米

在全球谷物的库存二元结构中，玉米的情况最为严重。从历史数据来看，１９８６年全球其他国家的玉

米消费量为３．８亿吨，库存量为１．５亿吨，库存消费比达到３８．３％的历史高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

其他国家玉米的库存消费比平均为１５％左右，波动幅度为５％，趋势波动日臻稳定；２０１３年，全球其他国

家玉米消费量为７．２亿吨，库存量为０．８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１１．９％。与水稻、小麦的库存消费比相一致

地，中国玉米的库存消费比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水平（如图８所示）。从历史数据来看，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中国的玉米库存消费状况大致与全球其他国家相当，但是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玉米的库存消费状况始

终远超全球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间，中国玉米库存消费比在多数年份高于１００％，其中

１９９６年库存消费比达到了１１１．６％的历史高位；即使在去库存化之后，中国玉米的库存消费状况也远高于

全球其他国家。２０１３年，我国玉米消费量为２．２亿吨，库存量为０．７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３３．４％。从库存

数量角度来看，１９９６年，中国玉米库存总量峰值达到１．２亿吨，占当时全球玉米总库存量１．７亿吨的７０．
９％。与水稻、小麦的库存消费比相一致地，我国玉米市场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间的间断性减产逐步实现去库

存化。２０１３年，全球玉米库存量大约为１．６亿吨，中国库存量为０．７亿吨，占全球总库存量的４５．６％；全

球其他国家库存量为０．９亿吨，占全球总库存量的５４．４％。根据当前的库存对比，中国玉米消费量占全

球的２３％，但是库存量占全球的４５．６％，由此可见，中国三大谷物的库存状况已经形成了与全球其他国家

库存切割的“水坝效应”。

　　数据来源：ＦＡＯ
（四）棉花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产国与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与棉纺织品出口国。与三大谷

物不同的是，我国棉花的库存消费并未形成明显的二元结构，从根本上讲，这与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观有

很大关系。由于棉花的经济作物属性，所以其市场化程度较高，从１９９８年放开国内棉花市场以来，中国政

府主要通过储备、进出口管理、质量管理来调控棉花市场，而价格则由市场供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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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棉花库存消费对比来看：全球其他国家的库存消费比相对比较稳定，围绕

５０％的趋势中轴呈现出１０％的波动，全球其他国家棉花库存消费比最高的年份为１９６５年，当前全球其他

国家的棉花消费量为５３６万吨，棉花库存量为３２６万吨，库存消费比为７０％，随后的几十年中，波动幅度

相对较小；２０１１年，全球其他国家棉花库存消费比达到６５％，为历史第二高点。从中国的历史数据来看，
国内棉花的库存消费比变化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前，除个别年份之外，我国棉花库存消费比一般维持在

２０％以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棉花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棉花库存消费波动日趋剧烈，库存消费比最低

点如２０１０年低至２３％，高点如２０１３年高至１６３％。毫无疑问，库存的剧烈变化对市场的预期影响将会很

大。从库存数量角度来看，２０１３年，中国 棉 花 库 存 总 量 峰 值 达 到５７８万 吨，占 全 球 总 库 存 量９６８万 吨 的

５９．８％，全球其他国家库存量为３８９万吨，占全球总库存量的４０．２％。根据当前的库存对比，中国棉花消

费量占全球的３２．５％，但是库存量占全球的５９．８％（如图９所示）。

　　数据来源：ＦＡＯ
（五）食糖

与棉花库存消费相类似，中国食糖库存消费状况与全球其他国家大致相当，主要原因在于：（１）食糖在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结构中不居主要地位，同时糖料作物种植及食糖加工区域集中，因此中国食糖市场化程

度很高；（２）中国食糖产量、贸易量在全球均不占主要地位，尽管中国食糖贸易采用配额管理，但是国内外

市场整合程度较高。从历史数据来看，全球其他国家食糖库存消费比基本上维持在２５％的趋势中轴，按

照５％的幅度上线波动；２０００年以来，全球其他国家食糖库存消费比最高的年份为２００１年，全年消费量为

１．２亿吨，库存量为０．４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３２％；最低年份为２０１０年，全年消费量为１．４亿吨，库存量为

０．３亿吨，库存消费比为１９％。相对而言，中国的食糖库存消费比变化非常大，与棉花不同的是，这一库存

消费比的剧烈变化来自于体量规模较小。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食糖库存消费比最低的年份为２００６年，最低

值为６％；最高年份为２０１３年，最高库存消费比为５２％。从库存数量角度来看，２０１３年，中国食糖库存总

量峰值达到８３５万吨，占全球总库存量４３３８万吨的１９．２％，全球其他国家库存量为３５０３万吨，占全球总

库存量的８０．８％。（见图１０）根据当前的库存对比，中国食糖消费量占全球的９．５％，但是库存量占全球

的１９．２％；尽管库存比例高于消费比例，但是总量占比并没有特别突出，这一点有别于粮食与棉花。

　　数据来源：Ｆ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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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整体来看：当前全球水稻库存的４０％、小麦库存的３０％、玉米库存的５０％、棉花库存

的６０％，食糖库存的２０％在中国，２０１４年的数据则更加严重。实际上，中国维持高库存只是市场切割的

必然结果：这一市场切割的目标在于粮食安全战略下为了保障供给，其手段在于对内使用最低收购价等一

系列价格政策，对外采取贸易管控措施。而市场切割之后的结果就是国内外库存差异形成了“水坝效应”，
显然“坝体”为国内的财政支持与边境管理措施，这一效应在短期内可以实现保障中国农民收益，提高农作

物产量的目标，但是如果水坝落差过大，则会对未来全球农产品市场形成十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如果

库存的内外落差继续加大，那么将使得国内外农产品价差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走私将更加猖獗，国内财政

补贴的持续性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当前全球经济仍然没有显示出强劲复苏的势头，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始

终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大宗农产品开始“放水”去库存化，那么势必进一步恶化全球大宗农产品

的供求。这也使得中国农产品市场政策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从历史数据的对比来看，当前的库存

消费情况并不算极端，如果能及早采取相关措施，也可以顺利实现去库存化的目标。

四、政策讨论与启示

（一）政策讨论

中国长期维持粮食及经济作物的高库存实际上并不经济，其经济损失可以主要理解为“粮食安全”观

念的代价。从政策逻辑出发，既有内在的思想根源，由于外部的环境压力，从历史经验来看，主要涉及三个

阶段：第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长期受到世界革命及“备战备荒”思想的影响，维持必要以上的库存

水平是重大的战略任务，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约束，我国的粮食及相关大宗农产品库存

水平并不高；而为了维持战备等库存，在少数年份甚至出现了重大的饥荒，成为一代中国人惨痛的历史回

忆，并成为长期影响中国粮食安全观念的重要因素。第二，改革开放至２００３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长
期制约中国农业的生产关系得以改革，生产力也随之获得解放，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工业化的

先导作用，早期的城镇化水平并不高，农业产出的提高不仅支持了居民食品消费增长，同时也形成了大量

的粮食储备。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间，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扩张，作物播种面积的持续萎缩带来的连续减产，

２００４年中国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小麦并带来了全球价格的上涨，由此引发了新的粮食安全讨论。第三，

２００４年至今，随着十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农业，耕地红线的确立、农业税的取消，一系列强农惠农

政策的推行，农业生产水平与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使得粮食及主要农作物产量不断增长，由于需求结构的

进一步多元化，使得产需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之农业支持政策带来的国内外价差，最终导致中国大宗

农产品库存形成了巨大的“水坝”。
根深蒂固的粮食安全思想与不稳定的贸易参与构成了我国农产品库存的思想根源与环境压力，这两

点实际上都与经济属性无关。维持这一庞大库存则涉及到大量的保管、贴息费用以及轮换过程产生的品

质损失，却是必须面临的经济问题。
（二）政策启示

从理论层面来看，在世界和平的大背景下，随着全球贸易的便利性提高，维持绝对安全数量的库存并

无实际意义，库存优化是理性选择。通过全球大宗农产品库存消费的历史数据，不难发现：除了中国之外，
全球谷物、棉花、食糖的库存消费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甚至可以更为积极地判断，未来全球大宗农

产品的库存消费水平将持续下降。从逻辑上讲，由于中国大宗农产品库存的“水坝效应”存在，导致了中国

农产品的高价格并压低了全球农产品的价格，意即中国为实现国内的市场支持目标支付的财政补贴在某

种意义上补贴了全球的粮食、棉花、食糖的消费者，这种补贴的外溢实际上是财政支持政策的效率损失。
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体系中，一个小国，例如日本，其国内的供求及库存状况根本无法影响全球市场；通

过上文数据，可以知道当前中国大宗农产品的库存总量几乎占到全球一半，因此势必对全球农产品贸易产

生重要影响。针对当前的市场实际，在全球贸易背景下，中国的策略优化实际上已经比较明朗，即短期内

保持必要的农产品减产。其目的在于：（１）通过减产信息的释放，提高全球农产品价格的中轴，使得国内去

库存化压力减轻，从而实现国内财政补贴的持续性。（２）通过大宗农产品的减产实现土地休养生息，并以

此为契机调整国内种植业结构与布局。根据当前贸易数据，２０１５年估计我国高粱、大麦进口将双双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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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万吨，在此背景下三大主粮的库存畸高，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幅员辽阔，在比较优势背景下优化作物

结构既符合国家经济利益，也服从国家战略利益，但是农业主粮化的经济后果是补贴不可持续、生产不可

持续；战略后果是彻底消灭了小品种农产品，对中国这样的人口与资源大国均是不能承受之重。
从１９６０至今的历史数据来看，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全球大宗农产品库存实际上呈现出稳定的规律性。

对比来看，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基础下的粮食安全战略带来了较大的库存消费状况异化，从实际意义上是

以中国纳税人补贴了全球其他国家的粮食消费者，但是也留下了深刻的市场问题，并对中国财政的可持续

性构成很大挑战。那么，从中国的政策对策来看，有必要适时作出一些转变，适度容忍粮食及部分大宗农

产品的减产，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市场化的矛盾，并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国内的农业生产结构，提

高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才是中国农业在短期内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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