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粮
价的上涨所引发的民众对于中国粮食
供给的担心，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高级
经济师刘冬竹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
国粮食供应有保障，价格上涨难持续。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恐慌心态导致国际粮价上涨，加之社
会流动性资金充裕，国内粮食价格也
出现明显上涨。2020 年 10 月，国内
主产区籼稻平均价格同比上涨 10% 左
右，粳稻上涨 6% 左右，小麦上涨 5%
左右。原粮成本上升，米面等成品粮
价格也有所上涨，但涨幅相对较小。
10 月份国内主产区籼米平均出厂价格
同比上涨 5%左右，粳米上涨 1%左右，
面粉基本持平。
　　同期，越南大米出口价格同比
上涨 37%，美国小麦出口价格上涨
14%，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 10 月谷
物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6.5%。
　　刘冬竹认为，2020 年，我国粮食
种植面积稳定，夏粮实现增产，秋粮
收获接近尾声，丰收已成定局，既满
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消费需求，
也有效保障了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
件的军需民食。
　　刘冬竹指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
充实、储备充足、供给充裕，小麦稻
谷两大口粮品种库存处于历史高位，
可满足全国一年以上消费需求，预计
小麦和稻谷价格将保持在合理区间波
动。11 月份后，随着主产区玉米上市
量的增加，临储玉米持续出库，以及
进口玉米及替代品陆续到港，玉米市
场供应完全有保障，价格继续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不大。

玉米后期继续大幅上涨可能
性不大

　　刘冬竹分析说，10 月以来，国内
新玉米上市价格高开高走，同比上涨
30% 左右。但国内玉米价格上涨，是
主动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促进玉米消
费的结果，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是正
常合理的。后期继续大幅上涨的可能
性不大，主要原因有四方面：
　　一是 9 月份东北发生的台风灾害
对产量影响有限，台风前玉米产量基
本形成，今年玉米仍是丰收年景，后
期玉米上市量将集中增加。

　　二是华北地区小麦与玉米价格出
现倒挂，迫使部分饲料企业使用小麦
替代玉米。近期最低收购价小麦成交
量明显好转，正是由于饲料企业采购
量增加，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玉米价
格上涨。
　　三是前期成交的临储玉米和一次
性储备玉米仍在继续出库供应市场。
　　四是玉米及替代谷物进口数量明
显增加。今年 1-9 月我国进口玉米和
高粱、大麦等替代品已达 1773 万吨，
同比增加 617 万吨。据美国农业部发
布的数据，目前我国企业已采购 2020
年度美国新季玉米超过 1000 万吨。
2020年度高粱进口有望达到600万吨，
同比增加 230 万吨。
　　刘冬竹建议，农民朋友卖粮时，
尽量做到均衡有序售粮。既不能盲目
捂粮惜售，也不能扎堆售粮，避免集
中售粮价格下跌，未出售的粮食要离
地通风，上楼子、上栈子，避免霉变
坏粮、造成损失。

稻价进入高位继续上行阻力
大

　　刘冬竹介绍说，目前中晚稻集中
上市，市场购销活跃，市场化收购占
主导，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其中，
黑龙江粳稻上市价格在 1.3 ～ 1.32
元 / 斤，同比基本持平，从上市初期
看，收购和价格平稳运行。11 月初
粳米全国平均出厂价 2.09 元 / 斤，
比上年同期高 3 分钱。南方中晚籼稻
上市后价格高开高走，开秤价集中在
1.28 ～ 1.31 元 / 斤，同比高开 7 分
到 1 毛钱；11 月初，中晚籼稻收购价
在 1.4 ～ 1.45 元 / 斤，比上年同期
高 1 毛 4 到 2 毛钱。中晚籼米全国平
均出厂价 2.13 元 / 斤，比上年同期
高 9分钱。
　　刘冬竹认为，稻谷高开高走的主
要原因：一是受疫情、灾情、舆情等
多重因素影响，引发上涨预期积累发
酵，持粮主体捂粮惜售心态较重。二
是储备企业和加工企业等市场主体采
购新粮积极，计划收购量大，提价收
购意愿强烈。
　　刘冬竹强调，从后期看，随着稻
价进入高位，继续上行的阻力大。主
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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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供需基本面不支持稻价持续
上涨，市场风险正逐步累积。近年来
我国稻谷供给充裕，阶段性过剩特征
明显，在供需宽松的基本面下，目前
稻价已超过国家拍卖稻谷出库价，由
于稻谷库存充裕，供给压力后置，市
场风险不断积聚。
　　二是在稻强米弱背景下，收购主
体提价收购意愿普遍降低，稻价上行
阻力加大。
　　三是 11 月 6 日国家重启 2018-
2019 年最低收购价中晚籼稻竞价销
售，政策性稻谷投放后，将会改变持
粮主体惜售心理。
　　刘冬竹表示，总体看，今年稻谷
丰收已成定局，目前稻价处于合理区
间，其恢复性上涨，有利于减少稻谷
库存压力，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

小麦供应有保障 后期价格将
保持平稳走势

　　刘冬竹介绍说，今年小麦上市以
来，受疫情影响，市场多元主体看涨
后市，出于备灾考虑，农户自留粮增
加，售粮积极性不高，贸易商囤粮意
愿较强，市场流通粮源偏紧，再受玉
米价格上涨带动，小麦价格明显高于
上年。
　　据监测，11 月初华北地区普通
小麦平均进厂价 1.25 元 / 斤，比开
秤价涨了 1毛钱，比上年同期高 5分
钱，小麦粉全国平均出厂价 1.58 元
/ 斤，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属正常
波动区间。
　　刘冬竹强调，目前我国小麦库存
处于历史高位，可满足一年以上口粮

消费需求，市场供应完全有保障。目
前小麦每周投放量已增至 400 万吨，
市场供给充裕，后期小麦价格将保持
平稳走势。
　　另外，2021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
每斤提高 1分钱，释放出国家重农抓
粮信号，有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预计下年度小麦种植面积稳中有增，
为来年继续丰收奠定了基础。

国产大豆大量上市后价格将
有所回落

　　针对大豆市场，刘冬竹分析说，
近年来，我国农业种植结构不断调整
优化，加上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国内
大豆种植面积连续 5年增加。国家粮
油信息中心预计，2020 年我国大豆
播种面积 1.47 亿亩，同比增加 700
万亩。尽管今年东北地区遭遇三次台
风，但对大豆产量影响不大。2019
年全国大豆产量 1810 万吨，创历史
新高。预计今年大豆产量1910万吨，
再创历史最高水平，与2015年相比，
已累计增加 600 多万吨，增幅超过
50%。
　　刘冬竹指出，今年国产新大豆价
格高开高走，黑龙江大豆开秤价格
2.0 ～ 2.1 元 / 斤，同比上涨了 3毛
到 3毛 5分。11 月初，黑龙江油用
大豆价格涨至 2.2 ～ 2.25 元 / 斤，
食用大豆价格 2.4 ～ 2.45 元 / 斤。
预计后期国产大豆大量上市后，价格
将有所回落。国产大豆主要直接食用、
加工豆制品和大豆蛋白，少量用于生
产豆油。今年我国大豆再获丰收，国
内食用大豆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虽然我国每年从国外大量进口粮
食，但是国内的储备仍然很丰富，
从白皮书的相关数据来看，有效容
错率已经很大，按照每人每天一斤
消耗估算，可以保证全国任何地方
都颗粒无收吃 2 年到 3 年，一般情
况下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