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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导言

构建新型农食系统　保障粮食与营养安全

青　平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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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

汇期,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保障粮食安全与营养安全是关乎人类经济发展

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基础性和战略性问题.２０２０年全世界有７．２０~８．１１亿人口面临

饥饿,与２０１９年相比增加了１．６１亿;从食物营养的角度来看,２０２０年有近２３．７亿人面

临营养不良,且在短短一年内就增加了３．２亿人[１].中国隐性饥饿人口数量也达到了３
亿[２],且在气候变化、食物结构升级、经济减速的多重作用下,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情

况呈现日益复杂的局面,对我国粮食系统和国民营养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指出要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健康中国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积

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农食系统

(agriＧfoodsystem)在保障粮食与营养安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气候变化、食物

结构升级、经济减速背景下,农食系统亟待转型,从狭义的粮食安全转变为广义的食物

安全和营养安全.为此,本期特组织“粮食与营养安全”专栏,对粮食与营养安全体系相

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农食系统转型,从而为新时代营养健康导向的

农食系统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迪.
专栏共选用了５篇文章.侯明慧等的«中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心理契约:结构、破裂

及其对网络负面口碑的影响»一文中指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还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居民的营养健康水平.对此,该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

心理契约破裂对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负面口碑的影响以及企业响应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结果表明,不同的心理契约破裂类型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网络负面口碑,而积极的企

业响应弱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文章认为,在面对食品安全事件时,食品企业要主

动履行社会责任,并且积极响应食品安全事件以减少负面网络口碑,从而降低食品安全

事件的负面影响.
李俊茹等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一文,基于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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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主要粮食价格及中国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借助带有随机波动性的 TVPＧ
VAR模型,研究了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粮食价格的时变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价格受

地缘政治风险冲击较大且持续存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大豆价格,粳稻价格受冲击较

小;不同粮食价格在不同时期对地缘政治风险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此外,恐怖主义、
地区冲突和国家间紧张局势所处时期的地缘政治风险对粮食市场具有不同程度的冲

击.粮食价格是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对粮食价格的

不利影响.
高洪洋等的«我国政府粮食储备区域布局:现状、影响及优化路径»认为,我国粮食

安全形势持续向好,政府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但仍然存在政府粮食储备区域布局

与居民消费布局不契合的问题,这会导致粮食产区向销区“倒补贴”、销区“搭便车”现象

频发以及时段性集中运输矛盾突出等深刻影响.应该通过完善政府粮食储备宏观调控

机制、建立粮食储备产销区资金保障机制、构建粮食储备产销区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建立

产销区完善的粮食流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粮食储备调控粮食市场、稳定粮食价格

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我国粮食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胡欣然等的«中国大豆产业应对国际风险因素的对策模拟研究»利用全球农产品局

部均衡模型方法,定量模拟评估了提高中国大豆单产、加强与阿根廷和俄罗斯大豆合作

等三项对策可能带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三项对策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全球大

豆供给,降低世界价格,同时,可分散进口风险,促进大豆进口多元化,形成更稳定和可

持续的大豆进口贸易格局.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应加大国内大豆研发技术投入,提

高单产,提升自给率;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背量下,同主产国合作提高其应对自然风险

的能力,保障稳定的大豆供给;同时,拓宽进口来源,加强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的农

业合作,增加国际市场供给,实现大豆进口多元化,分散风险.如此才能保障我国大豆

产业的稳定发展,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的实现.
周海文等的«“三量齐增”困境下除草剂使用对粮食生产效率提升研究»基于农业诱

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分析认为,在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失和质量下滑严重、农药化肥零增长

以及政策支持空间受限的背景下,除草剂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

现:农户使用除草剂能够显著提高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必须科学客观认识和重

视除草剂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提高农户科学使用除草剂技能,加强除草剂产品质量

监督,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我国农食系统存在的问题与农食系统转型的可能

方向与未来展望.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探索粮食与营养安全体系转型的概念与内涵,构

建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能有效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国民营养健康的新型农食系统,重

点在于:
一是立足于“地”,发展低碳、可持续和营养型农业,促进“农业Ｇ食物Ｇ营养”的有机

融合.
(１)发展低碳甚至零碳绿色农业,缓解生态、资源约束压力.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和

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５和１/４,其中耕地资源仅能满足全国６５％的粮

食需求,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成为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尽管“１８亿亩红线”的

２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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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使得我国耕地面积保护取得显著成效[３],但水质污染、农药化肥等造成的生态污染

仍然对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４].推进新型农食系统转型的重点在于发展低碳绿色农

业,切实实现农食系统与资源环境能力的良性协调.
(２)发展高质量食物供给体系,提高应对气候、人口、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冲击的能

力.研究表明,气候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作物产量实现[５],而对于农作物产

量的变化预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价格与流通.高质量的社会发展促进了人

们的饮食向多元化、营养健康衍变[６],进一步反推说明建立一个营养健康的高质量农食

系统对于满足现代人口需求是十分迫切的.据«２０２０年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估计,新

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１．３亿饥饿人口.如何增强粮食生产和供给的韧性,构建和发展有

韧性的新型农食系统,将成为提高气候、人口、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重要

因素[７].
(３)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推动我国“农业Ｇ食物安全Ｇ营养”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

发展营养导向型农业需以市场为导向[８],构建集营养健康、安全和可持续于一体的新型

农食系统,在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同时,兼具食物安全与营养安全以及营养健康价值的融

合.以营养促农业,以农业保安全.
二是聚焦于“人”,以政策和制度引导消费,实现粮食与营养安全.
(１)政策引导消费转型升级.以价格机制促进绿色消费,以税收手段规范不健康食

品的消费,以激励政策引导营养健康食品的消费,尤其要以理性宣传、适当鼓励的形式

推动营养健康的新型食品消费.
(２)减少食物损失与食物浪费.据估计,全球每年粮食浪费约占１/３,数量达１３亿

吨[９].在中国每年仅餐饮食物浪费量就达到了１７００万~１８００万吨,这相当于浪费了

３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人的口粮[１０].食物浪费问题对资源环境、食物安全甚至居民健康效应

均有负面的影响[１１].结合宣传与激励措施,实现收获、存储、加工、运输等不同产业价值

链环节与主体的减损,成为减少食物损失与食物浪费的有效举措.
(３)改变消费与营养摄入结构不平衡问题.我国同时面临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的

多重负担主要表现在微量营养素缺乏、膳食能量摄入不足或过剩(如超重和肥胖).研

究表明,全球每年因营养不良造成约为３．５万亿美元(约为５％)的 GDP损失,因隐形饥

饿和微量元素缺乏造成的GDP损失接近２％~３％,其中亚洲的GDP损失则接近１１％;
因肥胖造成的全球每年 GDP损失约为２万亿美元,占比２％.预计２０２５年超重或肥胖

人口将消耗中国９％的国内生产总值[１２].因此未来相关政策应着眼于优化膳食结构,
平衡消费与营养摄入比例,增强居民尤其脆弱群体的营养保障.

三是着眼于“技”,利用新兴技术开发新型食品,增加农食系统的韧性.
(１)培育营养型农作物品种,推动高附加值农业发展.首先在技术层面,“以技养

技”推动营养导向型农业技术创新,鼓励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次在运行

管理层面,采用５G等技术建立大数据平台,促进农业生产系统各主体的协同发展;再者

在理念层面,通过在食品产业价值链中纳入营养诉求,推动价值链不同环节的技术升

级;最后在措施层面,通过育种手段培育富含微量营养素的作物营养强化品种.
(２)基于技术进步拓展食品来源.紧密融合新技术革命与农业生产,通过新基建技

３第６期　 青　平:构建新型农食系统　保障粮食与营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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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现智能移动终端与农业生产环节的实时监测与数据更新.特别注重以合成生物

学、人工智能等技术生产营养健康、安全美味的人造食品.以人造肉为例,到２０３０年,人
造肉有助于弥补我国可能达到的３８０４万吨的肉类缺口,与传统的饲养业相比,将节省

７５％的水,减少８７％的温室气体排放和９５％的占用土地面积[１３].
(３)开发海洋资源建设蓝色粮仓.“蓝色粮仓”战略缓解了耕地面积有限、陆地生态

污染严重对我国粮食增产的约束,满足了居民日益多元化需求的食品消费习惯转型,有

助于实现农业供给侧改革[１４Ｇ１５].研究表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海洋食物供给的动物性

蛋白质实现了３．３４％的年均增长率,２０１６年中国海洋供给的动物性蛋白质已超过了２６０
万吨[１６].“蓝色粮仓”战略有利于提供保障食物供给和优化膳食结构的海洋食物供给新

渠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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