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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食物消费变化开展种养供需预测及结构调整，对坚守粮食安全底线、保障大食物供给总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在系统梳理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特征、种养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定量测算了与种养密切相关的口粮、饲料粮、粗饲料的需求

端 / 供给端数据，获得了供需平衡分析结果。针对性提出了调整方向：重点扩大蛋白饲料作物、油料作物和优质牧草种植，

稳定猪禽、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强化大食物观理念、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阐述了实现路径：优化种植结构和调整区域布

局，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建议，构建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

政策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构建粮食产业资源配置向产地倾斜的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调整口粮、饲料粮和饲

草种植政策和统计口径，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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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ducting supply-demand predic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dustries based on changes in 
food consumption is crucial for ensuring food security of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estimates the demand and supply data of 
staple grains, feed grains, and forage crop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dustries.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supply-
demand balance are obtained. Targeted adjustment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planting of protein feed crops, 
oil-bearing crops, and high-quality forage crops; stabilizing the produc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vigorously developing grass-
based animal husbandry; promoting an all-encompassing approach to food; and exploring multiple sources of food. The study also 
elaborat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ptimizing planting structure by adjusting regional layout, developing circular agriculture 
that integrates crop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food supply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regard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To better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we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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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systems, allocat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toward production areas, establish a region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nd adjust policies and statistical standards for staple grain, feed grain, and forage crop production.
Keywords: changes in food consumption; supply and demand forecast of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dustry; planting and breed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food security

一、前言

在“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和“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指导下，我国

“粮袋子”更加丰满，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人均粮食产量增长至 483.5 kg（2022年）。与此同

时，居民在基本生活水平改善后，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更为迫切，相应消费需求正在由“吃得饱”“吃

得好”转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菜篮子”

“奶罐子”“肉盘子”更显丰富多样，较好保障了多

样化的食物消费需求[1]。为了适应居民食物消费需

求的变化，国家明确了“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的食物安

全新理念，将“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列为推动粮食产能继续增长的主要举措。在此

背景下，需要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国内有限资源，

优化调整种养结构，兼顾粮食产能持续提升、农产

品有效供给更为丰富。

根据食物消费预测量来识别未来种养供需平衡

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研究和制定种养结构调整

路径的基础及前提。目前，我国食物消费结构总体

特征及演变趋势方面的研究较多，形成了膳食结构

升级中口粮逐步减少、“肉蛋奶”等食物消费量增

加的基本结论[2,3]；在定量分析饲料粮供需现状的基

础上提出了大食物观下保障饲料粮供给安全的路径

与对策[4,5]。此外，为推进适宜消费需求的种养结构

调整，国家实施了“粮改饲”、大豆油料供给保障

工程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供给的结构性矛

盾[6]。然而，依据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科学把握饲

料粮、粗饲料的供需趋势，探究种养结构调整方向

与实现路径，依然是有待深化和细化的研究课题。

本文针对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基础上的种植业内

部结构优化、养殖业内部结构优化以及种养结合开

展研究。种植业品种仅考虑与种养业相关联的作物

结构，包括小麦、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油料

（以花生和油菜为主）、棉花（棉籽粕可提供蛋白饲

料），未考虑蔬菜、糖、林果等作物；养殖业以提

供“肉蛋奶”的大宗畜禽养殖品种（如猪、禽、肉

牛、奶牛、肉羊）和水产为主，未考虑占比较低的

驴、马、兔以及特种养殖品种。在这样的情境下，

采用2000—2020年食物消费数据、种植业与养殖业

数据，分析食物消费结构特征、种养结构发展态

势，测算 2025年和 2030年的口粮、饲料粮、粗饲

料需求量与供应量；据此设计种养结构调整路径，

以期为现代种养生产结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研

究提供参考。

二、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特征及种养结构发展

态势

（一）我国食物消费结构特征

在分析2000—2020年食物消费结构特征时，为

保障时间延续性，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家庭原粮

人均购买消费量、“肉蛋奶”和水产品的人均消费

量数据；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为净进口量占国内实

际消费量的比重，数据来源主要为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农业部等国际

机构公布的数据。整体来看，我国食物消费结构呈

现以下特征。

1. 家庭原粮人均购买消费量总体趋降，豆、薯

等杂粮消费有所增长

整体上，家庭原粮人均购买消费量有下降趋势，

从 2000年的 193.8 kg下降到 2019年的 130.1 kg，之

后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疫情的原因

又上涨至 141.2 kg。豆类和薯类等替代性、辅助性

口粮消费稳步增长，人均豆类消费量从 2013年的

7.5 kg上升到 2020年的 10 kg，人均薯类消费量从

2013年的 2.3 kg上升到 2020年的 3.1 kg。在主食消

费量总体趋降的同时，杂粮消费量呈上升趋势，说

明居民更为追求膳食结构的平衡性。

2. “肉蛋奶”的家庭消费总体趋增，品种替代

性特征明显

整体上，人均肉类家庭消费量有增长趋势，从

2013年的25.6 kg上升到2018年的29.5 kg，但2019—

2020年因非洲猪瘟、COVID-19疫情等不可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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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稍许下降。其中，猪肉人均消费量快速下降

（从2018年的22.8 kg下降到2020年的18.2 kg），而

禽肉和禽蛋、水产品人均消费量快速上涨（分别从

2018 年的 9 kg、9.7 kg、10.4 kg 上升到 2020 年的

12.7 kg、12.8 kg、13.9 kg），可见，猪肉、禽肉、

禽蛋、水产品之间的品种替代性特征明显。猪瘟、

COVID-19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对牛羊肉、奶类的消

费影响较小，相关消费量一直处于稳步增长中（牛

羊肉、奶类人均消费量分别从 2013 年的 2.4 kg、

11.7 kg上升到2020年的3.3 kg、13 kg）。

3. 畜产品对外依存度呈上升趋势

我国猪肉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

2015年以来的猪肉对外依存度均在 2%以上；但受

国内非洲猪瘟的影响，2020年的对外依存度提高

到 10.6%。牛肉 2012 年的对外依存度仅为 0.8%，

2020年的对外依存度达到22.3%。羊肉2013年以来

的对外依存度保持稳定（基本围绕 6%上下浮动），

2020年的对外依存度为 6.9%。禽肉基本自给，常

年对外依存度为 2.5%~3.2%，但 2020年受猪周期、

COVID-19疫情的影响上升到 4.9%。禽蛋一直处于

净出口状态，出口量稳定在 1×105 t/a。奶制品对外

依存度较高且呈攀升趋势，由 2014年的 24%上升

到2020年的34%。

（二）我国种养结构发展态势

1. 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增强，但品种的结构性矛

盾突出

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整体趋增，播种

面积从 2000 年的 1.084×108 hm2 扩大到 2020 年的

1.168×108 hm2，年均增速为 7.66%；粮食总产量从

2000 年的 4.622×108 t 上升到 2020 年的 6.695×108 t，

累计增长 44.85%。目前，我国粮食年产量已超过

6.8×108 t，但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稻谷、小麦两

大口粮品种供给明显过剩，饲料粮尤其是蛋白饲料

短缺问题凸显。养殖业对饲料粮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因农业生产结构滞后于消费需求结构而致饲料粮

长期供应不足，如玉米的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

持续增长，2020年、2021年玉米进口量突破配额分

别为1.13×107 t、2.835×107 t [7]。为满足食用植物油、

豆粕饲料的刚性需求，大豆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

（从 2000年的 36.26%上升到 2020年的 92%），进口

来源国相对集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旦

出现贸易风险而致进口受阻，大豆将成为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大风险源、制约畜产品供给的瓶颈类别[8]。

2. 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

不相适应的矛盾显现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居民对农

产品的需求转向多样化、优质化。我国农产品在营

养品质、安全品质上的表现有待增强，优质小麦、

专用玉米、绿色蔬菜、优质“肉蛋奶”供给不足，

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小麦为例，快速发展

的食品加工业对优质专用强筋、弱筋小麦的需求不

断增加，而国内较难激励农民生产优质专用小麦的

积极性、较难改变区域规模化种植的“单种、单

收、单储”格局，需以进口方式进行调剂[9]。此外，

我国畜产品需求增长，而畜产品消费向能量转化效

率更低的结构转变，高品质牛羊肉、奶类等农产品

的生产相比消费需求尚有差距；牛羊的养殖周期

长、养殖方式滞后，生产发展不能满足消费增长需

要，导致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3. 种养结构及布局未能发挥区域资源环境优势

我国粮食生产重心不断北移，加剧了粮食生产

与水土资源的空间错位现象。例如，华南地区的

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从 2000 年的 11.74% 下降到

2020年的7.64%，规模优势指数从2000年的2.91下

降到2020年的1.75；东北平原的稻谷产量占全国比

例从 2000年的 9.55%上升到 2020年的 18.92%，规

模优势指数从 2000 年的 0.644 上升至 2020 年的

1.797（见表1）[10]。在水资源方面，南北分布差异较

大：南方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的全国占比为81.2%，

而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亩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南

方的 1/6，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普遍超过了国际公认

的 40%警戒线（除松花江地区以外）[11]。北方许多

省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际

极度缺水标准（500 m3/人），如河南省作为全国农

业大省，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但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1/5。种养空

间不匹配还表现在作为重要能量饲料的玉米上。玉

米种植重心北移，而作为猪、禽养殖重点区的南方

呈饲料资源紧缺态势。例如，华南地区是我国粮食

主销区，但又是家禽养殖优势区（家禽优势指数高

于其他农区）。此外，畜牧业、种植业的发展融合

匹配度不足，整体上未能形成相互依存、紧密融合

的循环发展关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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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2030年的种养供需平衡分析

以《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3—2032）》中

2025年、2030年各类食物消费预测结果为基础，将

“肉蛋奶”、水产品等食物消费需求量转化为饲料

粮、粗饲料的需求量，完成了对包括口粮、饲料

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系统损耗在内的粮食和

粗饲料供需预测及平衡分析，可为种养结构调整路

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一）需求端预测结果

1. 粮食

口粮指城乡居民直接食用的粮食原粮，包括水

稻、小麦、玉米、杂粮等谷物以及豆类、薯类；水

稻、小麦为主要品种，其他杂粮、薯类、豆类为替

代性与辅助性口粮。依据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膳食

标准、当前居民食物消费现状及偏好，考虑膳食营

养、食物多样化需求等因素，适度增加薯类、豆类和

杂粮在口粮中的比例，获得口粮需求端预测结果，

2025年、2030年的口粮需求量分别为 3.455×108 t、

3.426×108 t。

饲料粮需求量由各类畜产品按照一定自给率下

的消费量乘以各类畜产品粮食转化系数（基于

《2020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主产

品产量”“耗粮数量”，考虑畜产品活体与酮体的转

换以及母畜消耗的饲料粮）计算而得。依据当前的

研究共识，采用了散养肉牛与肉羊、中规模生猪、

中规模奶牛、中规模肉鸡与中规模蛋鸡的饲养生产

标准，水产品的粮食转化系数统一为 49.13 kg（每

50 kg鱼的当量），水产饲料粮的需求量考虑水产养

殖占比与鱼类养殖占比按照 65%折算。工业用粮、

种子用粮、系统损耗合计定为粮食总需求量的

15%。

如表2和表3所示，预测的2025年、2030年粮

食总需求量分别为 8.562×108 t、8.681×108 t，其中

饲料粮需求量分别为 3.823×108 t、3.953×108 t，分

别占粮食总产量的44.65%、45.54%。

2. 粗饲料

在居民“肉蛋奶”等消费量快速增长的背景

下，反刍动物在对能量、蛋白等精饲料的需求增加

外，对牧草、干草、青贮、作物秸秆等粗饲料的需

求也不断增加。依据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测算的畜产

表2　畜产品消费量及饲料粮需求量（2025年）

类别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禽蛋

奶制品

水产品

母畜

合计

人均消费量/kg

40.86

7.35

4.15

18.85

18.89

41.64

21.80

—

—

需求总量/

×104 t

5757

1035

585

2655

2661

5867

3071

—

—

国内

自给率/%

95

80

95

100

100

70

76

—

—

需国内

生产量/×104 t

5469.15

828.00

557.75

2655.00

2661.00

4106.90

2333.96

—

—

饲料粮

转化系数

2.81

2.07

2.35

2.88

1.67

0.36

0.64

—

—

饲料粮

需求量/×104 t

15 368.31

1713.96

1306.01

7646.40

4443.87

1478.48

1493.73

4775.00

38 225.77

能量饲料

需求量/×104 t

12 294.65

1285.47

979.51

6117.12

3555.10

961.01

896.24

3820.00

29 909.10

蛋白饲料

需求量/×104 t

3073.66

428.49

326.50

1529.28

888.77

517.47

597.49

955.00

8316.66

注：人均各类畜产品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3—2032）》；国内自给率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

四五”时期猪肉、牛肉、羊肉、奶、禽肉和禽蛋、水产品的自给率要保持在95%、80%、95%、70%、100%、76%）。

表1　我国水稻种植规模优势指数变化情况

九大区

北方干旱半干旱区

东北平原区

云贵高原区

华南区

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

青藏高原区

黄土高原区

黄淮海平原区

时间/年

2000

0.009

0.644

1.593

2.912

0.999

8.273

0

0.004

0.031

2005

0.006

0.737

1.655

2.393

1.046

8.718

0

0.005

0.027

2010

0.006

1.203

1.362

2.242

0.941

8.759

0

0.003

0.034

2015

0.004

1.298

1.284

2.217

0.925

8.994

0

0.003

0.035

2020

0.006

1.797

0.944

1.748

0.802

9.445

0

0.002

0.037

注：九大区划分来源于《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

国统计年鉴”；规模优势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地区一种农作物的生产规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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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对粗饲料的需求标准，每吨牛奶、牛肉、羊肉产

品所需的粗饲料（以干物质计）分别为1.1 t、18.2 t、

16.8 t。如表4所示，预测的生产奶类、牛肉、羊肉

产品所需粗饲料总量，2025 年、2030 年分别为

2.892×108 t、3.088×108 t；每吨奶类、牛肉、羊肉所

需的优质牧草分别为0.9 t、9.2 t、7.6 t，占粗饲料的比

重分别为81.8%、50.5%、45.2%，则2025年、2030年

所需优质牧草量分别为1.554×108 t、1.672×108 t。

（二）供给端预测结果

1. 粮食

2025年、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粮

食作物的供给量采用《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3—

2032）》数据。对于粮食作物中的谷物，按照近10年

稻谷、小麦、玉米占谷物产量的均值（98.4%）进

行推算。薯类产量测量依据为：近 3 年产量保

持 1.5%的增长率，2023年后保持稳定。如表 5所

示，预测的 2025 年、2030 年粮食供给量分别为

7.092×108 t、7.508×108 t。

饲料粮的来源主要包括三部分：禾谷类，如玉

米、高粱；饼粕类，如饲用大豆榨油后的豆粕；糠

麸类，如居民口粮处理的副产品（小麦糠麸、米

糠）。还有少量糟渣类，如酒糟、豆腐渣、薯类粉

渣。取玉米、稻谷、小麦、薯类等其他粮食产量的

70%、10%、15%、30% 作为饲料粮量[13]；国产大

豆多为非转基因大豆，取10%作为饲料粮，大豆出

粕率为0.85；棉籽、花生、油菜籽等食用油出粕率

分别为 0.45、0.55、0.65；各类加总可得饲料粮的

表5　粮食生产能力估算

（单位：×104 t）

时间/年

2025

2030

谷物

65 285.57

68 273.37

稻谷

21 026

21 029

小麦

14 002

14 292

玉米

29 213

31 860

大豆

2400

3581

薯类

3230

3230

合计

70 915.57

75 084.37

表4　草畜产品粗饲料需求量预测值

（单位：×104 t）

品类

牛肉

羊肉

奶类（鲜食）

合计

2025年

需国内生产量

828.00

557.75

4106.90

5490.65

粗饲料总需求量

15 069.60

9336.60

4517.59

28 923.79

其中优质牧草

总需求量

7617.60

4223.70

3696.21

15 537.51

2030年

需国内生产量

866.40

588.05

4757.9

6212.35

粗饲料总需求量

15 768.48

9879.24

5233.69

30 881.41

其中优质牧草

总需求量

7970.88

4469.18

4282.11

16 722.17

表3　畜产品消费量及饲料粮需求量（2030年）

品类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禽蛋

奶制品

水产品

母畜

合计

人均消费量/kg

41.00

7.74

4.42

20.67

19.23

48.57

22.60

需求总量/

×104 t

5737

1083

619

2893

2691

6797

3163

国内

自给率/%

95

80

95

100

100

70

76

需国内

生产量/×104 t

5450.15

866.40

588.05

2893.00

2691.00

4757.90

2403.88

饲料粮

转化系数

2.81

2.07

2.35

2.88

1.67

0.36

0.64

饲料粮

需求量/×104 t

15 314.92

1793.45

1381.92

8331.84

4493.97

1712.84

1538.48

4963.00

39 530.42

能量饲料

需求量/×104 t

12 251.94

1345.09

1036.44

6665.47

3595.18

1113.35

923.09

3970.40

30 900.96

蛋白饲料

需求量/×104 t

3062.98

448.36

345.48

1666.37

898.79

599.50

615.39

992.60

8629.47

注：人均各类畜产品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3—2032）》；国内自给率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

四五”时期猪肉、牛肉、羊肉、奶、禽肉和禽蛋、水产品的自给率要保持在95%、80%、95%、70%、1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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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

根据预测的 2025年和 2030年稻谷、小麦、玉

米、大豆、薯类供给量，获得能量饲料供给量、大

豆豆粕供给量；2000—2020年棉籽粕、花生粕、油

菜籽粕占蛋白饲料的比例均值为93%，据此预测饼

粕类饲料总供给量。根据预测，2025年饲料粮供给

量为 2.893×108 t，含能量饲料 2.653×108 t、饼粕类

饲料2.403×107 t；2030年饲料粮供给量为3.10×108 t，

含能量饲料2.847×108 t、饼粕类饲料2.534×107 t。

2. 粗饲料

可饲料化利用的农作物秸秆主要有玉米秸秆、

小麦秸秆、水稻秸秆、豆类秸秆、薯类秸秆、花生

秸秆、油菜秸秆。全株青贮玉米为种植专用青饲玉

米（全量收获），故不纳入计算。根据《“十二五”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结合相关专家咨

询意见，将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率确定为 25%、

30%两档。经测算，按照25%的饲料化利用率，农

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量理论值为 1.9×108 t，其中玉

米秸秆饲料化利用量理论值为 9.454×107 t（占比为

49.76%）；若秸秆饲料化利用率提高至 30%，秸秆

饲料化利用量理论值将增长至 2.281×108 t，其中黄

淮海平原区、东北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应

理论值均超过4×107 t。

在优质牧草供给量方面，根据《“十四五”全

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2020年利用耕地（含草田

轮作、农闲田）种植优质饲草近 8×107亩（1 亩≈
666.7 m2），产量约为7.16×107 t（折合干重）；2025年

优质饲草产量的规划发展目标是 9.8×107 t；按照线

性增长预测，2030年优质饲草产量将为1.244×108 t。

（三）供需平衡分析

根据需求端预测的口粮需求量，2025年、2030年

分别为 3.455×108 t、3.426×108 t，而粮食供给量分

别为 7.092×108 t、7.508×108 t，说明口粮的保障度

较高；饲料粮分别缺口9.296×107 t、8.525×107 t，其

中蛋白饲料粮缺口分别为 5.914×107 t、6.095×107 t，

说明饲料粮缺口较大。

2025年、2030年的秸秆等其他粗饲料需求量分

别为 1.267×108 t、1.372×108 t，以秸秆饲料化利用

率 25%计，秸秆可利用量可以满足粗饲料的需求。

然而，优质牧草供应偏紧，全株青贮玉米、饲用燕

麦、多花黑麦草、苜蓿等的合计缺口，2025、2030年

分别为5.738×107 t、4.281×107 t。

四、种养结构调整方向与实现路径

鉴于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的紧密联系，基于种

养供需平衡分析结果，可将种养结构调整优化的目

标方向确定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食

物保障可靠”，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上重点

增加饲料粮、优质牧草供给。

（一）调整方向

1. 扩大蛋白饲料作物、油料作物、优质牧草

种植

饲料粮尤其是蛋白饲料粮、优质牧草较为紧

缺，构成了牛羊产业优质发展的制约因素。种植业

结构调整方向应聚焦于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

上，按照粮食使用功能来优化作物品种结构和区域

布局。巩固以玉米为代表的能量饲料粮保障水平，

加快大豆生产扩量提质，持续提高大豆自给率。扩

大花生、油菜等油料作物种植，既可增加食用油消

费供给，产生的菜籽粕、花生粕等副产品也可为畜

牧养殖提供蛋白饲料。根据牛羊产业布局及发展需

求，适度扩大全株青贮玉米、饲用燕麦、多花黑麦

草、苜蓿等优质饲草种植，提升饲用粮生产效率，

为畜牧业结构调整提供优质饲料保障。

2. 稳定猪禽生产，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

我国是猪肉、禽肉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人均猪

肉、禽肉消费量较高，而牛肉和羊肉占肉类总产量

的比重不足15%。随着居民对牛羊肉、牛奶消费的

需求增长，国内生产已无法满足需求，只能依靠扩

大进口来弥补供给缺口，如牛肉、羊肉、牛奶的对

外依存度几乎以每年 1~3个百分点的速度在递增。

因此，畜牧结构调整方向是稳定猪禽，重点发展肉

牛、肉羊、奶牛养殖，加快草食畜牧业发展速度；

优化养殖业空间布局，加快农区作物秸秆饲料化利

用，推进农牧融合、循环农业发展。

3. 强化大食物观理念，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按照农作物种植面积等值测算，2020年我国农

业资源总需求量为 3.95×109亩，而国内实际农作物

种植面积为 2.512×109亩，利用境外农业资源折合

1.438×109亩。在我国耕地资源有限的背景下，需要

向除耕地外的40多亿亩林地、近4×109亩草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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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海”拓展，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提升现

有设施农业水平，发展植物工厂、日光温室、集约

化畜禽养殖场，拓宽农业生产空间，多途径开发食

物来源。

（二）实现路径

1. 优化种植结构并调整区域布局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推行“粮改饲”、

玉米 / 大豆 / 油料复合或轮作种植、“三种三收”等

种植模式，尽量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优化土地资源

利用率。

以农产品质量提升为导向，统筹经济、资源、

环境、生态等要素的承载能力，分类确定区域发展

方向和重点，形成科学合理的生产和生态发展区域

布局。重点发展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优质水稻、黄

淮海地区优质专用小麦、东北和黄淮海地区专用玉

米及大豆等产业带，科学开发南方地区冬闲田种植

早熟油菜，扩大干旱 / 半干旱区、青藏高原区主要

油料作物系列品种的选育与推广范围，开展大豆、

花生、木本油料等油料作物的抗灾与节本增效新品

种鉴定 / 筛选 / 推广，实现粮油生产双丰收。

树立“种草即种粮、种草可增地、种草效益

高”的饲草产业发展定位，以节约饲料粮并提高土

地产出率。加大木本饲草料的开发利用力度，多途

径增加饲草供给。以河西走廊、北方农牧交错带、

河套灌区、黄河中下游及沿海盐碱滩涂区为主要区

域，建设一批饲草产业集群；在水库、湖泊水源

地，建立以饲料桑、菌草为主的多年生饲草产业

带。通过专业化的饲草运营，构建包括饲草生产、

畜禽养殖在内的利益共同体。

2. 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

因地制宜明确县域种养结合的主推模式，结合

土地承载能力分析种养平衡情况，合理确定种植和

养殖规模，推动畜禽粪污的低成本处置、就地就近

还田使用。开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关键控制点的研

究与示范，分析养殖粪污中抗生素、消毒剂、病原

微生物等对土壤微生物菌群、有机质分解、土壤性

状，对蔬菜等农作物生长、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

响。根据种植业要求，提出养殖场适用的技术方

案、操作规程，分析秸秆等农副资源中农药残留、

霉菌毒素等对动物健康状况、产品质量安全、产品

风味的影响，为农副资源高效饲料化利用提供方案。

按照“以养定种”而不是“以畜定草”的观念

来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在属于基本计划范围的良

田以外，根据测算的畜禽养殖规模，由种养户自行

决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种植品种与

比例。加快研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和装备，

推动建立畜禽粪污处理和粪肥利用台账。

3.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

国土资源拓展，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成为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发展方向，能够扩大粮饲结构

调整的操作空间。开展相关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研

究，按照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

渔、宜林则林的理念，全方位开发并高效利用国土

资源；发挥合成生物学等技术优势，以工厂化方式

生产高品质蛋白；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

渔”结合、植物 / 动物 / 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切实增加食物总量。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

应、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

和区域布局。

4. 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科学

设定国家级科研团队、省级科研院所、地市级农业

科研单位以及科技型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的职能定

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有组织的科研，构建

全国农业科技创新“一盘棋”新格局。着眼世界农

业科技前沿，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围绕种

源等“卡脖子”环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

进整机集成创制、关键零部件研发、智能农机装

备、应用深度拓展、农机 / 农艺融合等方面的创新

突破，构建可促进生态安全的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体

系。加大现代生物产业技术研发和投入力度，在农

业新应用方向取得突破，开辟食物供给的新来源和

新渠道。优化农业科技成果创制和转化应用的体制

机制，促进数字技术与现代农业全面融合。

五、对策建议

（一）构建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和技术支

撑体系

在“双循环”背景下，大食物观理念已经形

成，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需求迫切，需对以往

保障粮食安全过于偏重谷物生产供给的政策导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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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思和完善，也需将以往多侧重谷物技术研发向

种养有机结合、多元食物开发技术并重转移[13]，加

快构建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和技术支撑体

系。① 在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制定反

映大食物观理念的配套政策举措。② 建立大食物资

源库、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大数据平台，从供需两

端着手，提供调整优化食物品种所需的数据支撑。

③ 构建与大食物观理念相匹配的营养标准体系，定

期开展居民营养状况监测。④ 引导各类主体关注非

农业资源、人工合成淀粉、未来食品等新食物资源

的开发与制造，推动大食物观理念深入人心。⑤ 针

对多元化食物供给需要，开展技术研发和布局。

（二）构建粮食产业资源配置向产地倾斜的政策

体系

在支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中小微企业发

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引导粮食

大型或精深加工企业向粮食产地下沉、向园区集

中，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统筹布局建设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逐步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的政策体

系；推动粮食就地加工转化、就地增值增效，成为

县域和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撑产业。鼓励与粮食

相关的生产资料和设备（如农机装备、加工装备、

农药、化肥）生产企业，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布局产

能。将种业科技创新，农机、农艺、病虫害防治等

方向的科技创新，有利于减少粮食浪费和系统损

耗、提高粮食利用效率且面向粮食储存 / 加工 / 运输

的科技创新等资源，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布局，促成

粮食科技创新能力与生产优势相匹配。

（三）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我国农业总体上划分为九大区域，在推进区域

协调发展过程中，宜发挥制度体制优势、秉持差异

化原则，运用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做到区域布局

最优、产业结构最优、“三链同构”最优。一方面，

实行“粮食安全人人同责”制度，开展“粮汇交

易”等粮食产销新模式合作，探索建立粮食主销区

对主产区的横向补偿机制。另一方面，构建区域种

养产业发展联盟、企业合作联盟，探索形成粮食产

业增值利润在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合理分配办法，

从而构建利益共享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和最佳综合效益。

（四）调整口粮、饲料粮、饲草种植政策和统计

口径

多年来，国家为确保粮食安全，对各级政府压

实粮食安全责任，在农业政策上始终以粮食生产为

导向，在技术创新、耕地资源配置上更多以口粮生

产为主，只有消化不掉的多余口粮才转化为饲料粮。

这一惯性忽视了畜牧业作为重要农业产业对饲料粮

的特定需求。当前我国饲料用粮占比超过40%，实

际上形成了“粮经饲”统筹发展局面；为了顺应消

费需求而调整食物生产结构，养殖业将获得快速发

展，需要扩大饲料专用型玉米、全株青贮玉米、优

质饲草的种植。然而，政策层面对种植优质饲草的

支持不够，没有将其纳入粮食安全的面积范围，对

优质专用饲料、全株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新

品种以及栽培技术的研发创新支持不够，在统计上

甚至没有将优质饲草纳入范围。因此，需要将青贮

玉米、饲草等代替（减量）饲料粮的方式纳入粮食

安全责任制，依据“粮经饲”统筹发展的相关政策

纳入优质饲草统计数据，从而体现“种养加结合”、

推进农牧融合循环发展等要求，为确保粮食安全基

础上的食物安全提供充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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