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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今世界粮食问题及中国东北粮食产量现状

BOABC监测到2018-2019年度全球粮食面积和产量出现下滑,

2019-2020 年显示回升。受到不利天气和市场价格偏低的影响，

欧洲、澳洲主要粮食生产国产量下降较为明显，全球农产品产

量发生显著变化，小麦、大麦产量尤为明显；另外，特朗普

对世界主要国家发起的贸易战也对世界总需求产生压制，也影响

全球的粮食生产。当前的全球谷物价格仍然呈现低水平，2019

年全球的生产恢复依旧困难。

从政策大趋势来看，要让我国的粮食价位回归市场定价，

同国际接轨。在我国加入WTO 后，加强国际贸易中的角色也是

势在必行，贸易壁垒没能帮助我国农业实现复兴，反而使得不

少农产品加工企业大面积进口农产品。比如大豆，由于国内大豆

价位偏高，使得大多数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加大进口国外大豆，

而至今不少豆农的大豆无法卖出。即便如此，国家还是会在粮食

价位下调的情况下，逐渐加大补贴力度。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还

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保证我国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策略不会变，

工业反哺农业的策略也已经提出了很久。

2  东北粮食出口所面临的贸易壁垒

2.1技术贸易壁垒

我国国内标准落后于国际标准，技术水平不及发达国家。在

农产品标准一些方面，还要针对解决农产品标准涵盖范围不全面、

标准指向不明确、标准要求较低等。特别要把检查重点放在具备

出口优势的农产品，更要做好食品添加剂的添加比例、有害微生

物、真菌毒素、农兽药、有害重金属残留等方面的标准制度完善

提高。面对这种技术贸易壁垒，作为我国粮食产量的主要承担者，

首先是加强技术研发，提高技术要求与标准，提高研究新作物能

力；其次是调整农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的转型升级。总而言之，打

破技术贸易壁垒最重要的就是促进我国向高端农业的转型升级，

这样就算西方国家提高技术要求，我们也能满足出口要求。

2.2绿色贸易壁垒

此“绿色贸易壁垒”是由我国学者提出，在国外被称为“环

境壁垒”，即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s,ETBs。是指在国际

贸易活动中，进口国以保护生态环境、保留自然资源和确保人类

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以达到限制或禁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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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地区是我国长期以来重要的商品粮生产、粮食调运、和商品粮储备基地，素有中国的粮食市场“粮食稳压器”之

称。可以说东北粮食的丰与欠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并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

的粮食价格波动和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尤其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开放融通的情况下。中国是粮食贸易大国, 在他国挑起的贸易战中

会受到某些大国的打压甚至破坏[1]。粮食能否安全地进出口及自由沟通, 影响着我国粮食与其他国家交易往来的协调发展。本文通过解

构我国东北粮食的进出口业的整体结构和规模, 通过分析东北各种出口粮在国际贸易中所遇到的贸易壁垒以及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以得到相

应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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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出口的商品进入的目的，这种贸易措施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

合法性。因此，我国农产品出口时常遭遇到绿色贸易壁垒也在情

理之中。目前国际上愈来愈关注生态环境的和自然资源的保护，

各国对于各种进口产品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公民对于农产品和进

口产品的食品标准问题也更加重视，这就令绿色贸易壁垒日益坚

固化。面对这种绿色贸易壁垒，东北粮食出口就需要做到高标准、

大力度的检测、杀菌等工作，使我们的作物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2.3关税壁垒

关税措施是国际贸易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贸易工具，各国征

收关税的目的一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为了保护本国

的产品和市场。因此适度征收关税是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也

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中国农产品产量出口粮巨大，其他

国家提高对中国商品粮的征税无疑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负担，国

家不得不把更多的钱花在关税上，甚至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国外

的出口，这时我们可以运用我国在WTO中的角色位置来合法地征

求我们应得的权利。

3  发展战略和对策

面对如今世界粮食生产以及我国东北粮食进出口现状，面对

各种贸易壁垒，提出发展战略和对策迫在眉睫。由于我国粮食产

地面积广，地域不同产出的粮食品质和类型也不同，针对这种情

况，我们要有一个系统的标准，农食产品的认证认可工作要落到

实处，具体应该与国际标准接轨，粮食分类和进出口标准也要与

国际相对一致。面对粮食生产散户，政府应出台关于粮食生产农

户的登记系统，加强认证认可互认工作。同时也要引进国外先进

的农业技术，日渐缩小与先进国家农业技术之间的差距，打破技

术贸易壁垒，争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对于关税壁垒和所谓的绿色

贸易壁垒，我们要尽早申请国际认证，抵制某些国家对我国的不

平等关税，用国际上的农食产品标准要求我国出口粮。要想让我

国粮食安全进出口贸易，就要结合国内外的多元化市场资源，了

解国际对于进出口粮的标准与控制。充分利用可视资源，也是对

出口贸易问题的一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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