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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粮食收储供

应安全保障工程建设规划》。这是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首个国家

级专项规划。该规划提出了粮食安全保障的 5 大目标和 3 大粮食流出主通

道，并明确在今年年底前集中新建仓容 1000 亿斤。

规划还提到要建立库存粮食识别代码体系，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码

随粮走”的全过程监督追溯机制。实际上，中国食品加工尤其是粮食加工

产业对建立原料溯源体系的呼声已久。从种植、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

都做好管控，才有可能确保中国的食品安全。

■ 焦 建

又是一年夏粮收获时。丰收再成定局之际，如何做到

“颗粒归仓”，确保粮食安全，成为决策各方关注焦点。最

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发布《粮食收储

供应安全保障工程建设规划（2015-2020 年）》（下称“粮安

工程”），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在中国当下的粮食安全相关政策格局中，这是除激发

农民种粮积极性、确立种植面积底线等长期的工作重点之

外，中央部委层面首次如此系统性提及革新仓储、流通及

产销调节体系。

根 据 规 划，“ 粮 安 工 程”将 涉 及 的 主 要 内 容 包 括：建

设粮油仓储设施、打通粮食物流通道、完善应急供应体

系、保障粮油质量安全、强化粮情监测预警、促进粮食节

约减损等。

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主要为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农

户储备等三级储备。而国家所有储备粮库则分为三类，一

是世行贷款兴建粮库，库容 480 万吨；二是国债项目投资粮

库，总库容 5260 万吨；三是 2009-2014 年中央财政资金补

助各地和央企兴建粮库，库容 3480 万吨。

在此次“粮安工程”规划中，“到 2015 年底，中国国内新

增新建仓容 5000 万吨，维修改造‘危仓老库’比例达到 60%

堪称亮点。”一位粮食行业专家对记者分析称。

在过去的 11 年中，中国粮食的总产量一直递增，但全

国的仓容空间却没有相应增加。故此在 2014 年 6 月夏粮确

定丰收之际，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专门研讨粮食仓储问

题，并决定以东北地区和南方稻谷产区为重点，两年内新

建仓容 1000 亿斤。

对于实施“粮安工程”的必要性，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

晓在此前曾坦言：中国粮食产出后，每年仅在储藏、运输、

加工等环节造成的浪费总量便达到 700 亿斤以上，相当于

2013 年全国粮食生产总量的 5.8%。

其中，中国的农户存粮又占去全国粮食年总产量的近

半数，但由于农户的储存设施简陋，每年因发霉、虫蛀或遭老

鼠雀鸟啃食的粮食损失就达 400 亿斤以上。据记者此前在

江苏、山东等省的实地调查发现，全国农户储粮损失率为 8%

至 10%的水平，某些地区损失率甚至高达近 20%。

而且，当粮食进入物流环节后，全国粮食企业的各类

仓库中，有近 1800 亿斤的仓容空间都属于“危仓老库”之

列。很多粮食仓储设施虽然不是完全露天存粮，但在保温

隔热、防潮防雨、气密性等方面普遍不好，这就会直接导致

粮食的浪费。目前，中国的粮食物流方式也大多采用包粮

运输，在包装、卸载过程中造成抛洒、遗留的耗损较大。

此次“粮安工程”规划时间期限为 2015 至 2020 年，按照

愿景，未来粮食产后节约减损将取得明显成效。每年减少

粮食产后流通环节损失浪费 1300 万吨（260 亿斤）以上，损

失浪费率下降 40%以上，粮食消费更加科学合理，形成全社

会节粮减损长效机制。

与此同时，在落实相关项目投资方面，“粮安工程”通

知称，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未来粮食仓储设施等的

建设将被列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之一，根据中央和

地方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分别落实。三部委称，确需中央

投资支持的，结合中央投资安排的重点和原则统筹考虑，

优先支持粮食主产区粮食仓储设施及跨区域粮食现代物

流等重大项目。

“粮安工程”规划也明确提到了目前火热的 PPP 问题。

“能通过市场化解决的，要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放

宽和合理引导市场多元主体投资经营领域，逐步建立‘负

面清单’发布制度，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

外投资领域。”通知称。

此外，建立国家粮情监测预警系统机制也被提上日

程，“粮安工程”规划对此提出要求：整合现有粮食信息资

源，建成包括信息采集、警情分析、信息发布的粮情监测预

警体系，建立和完善库存粮食识别代码制度，推进“智慧粮

食”建设，增强国家调控市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据记者获悉，所谓库存粮食识别代码，是一种可以记

录粮食产地、收获年份、流通轨迹、粮食质量等信息的载

体，目前具有根码、当前码、二维码等识别型态，可根据粮

食所储存的每一个货位单独生成。而库存粮食识别代码

体系一旦普及，将有望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码随粮走”

的全过程监督追溯机制。一旦有粮食品质或安全问题爆

发，更易于追究缺失责任和问题环节。

“此一应用，将会对政府的粮食收购政策、库存监管、

质量管理、应急保障和统计调查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国家

粮食局一位相关负责人曾如此表示。

粮食安全重于泰山
中国三部委发布“粮安工程”

■ 本报记者 郝 昱

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营养指导委员会主办的 2015 首

届 中 国 优 质 麦 产 业 发 展 论 坛 于 6 月 10 日 在 河 北 隆 尧 举

行。会议就中国优质麦优势区域分布与特点、好麦与好

面、优质麦与食品安全、食品品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

泛讨论。会议主要探讨了“好小麦，出好面”的话题，并对

北方冬小麦区、北纬 37°优质小麦带等细分区域概念进行

了研讨。

求好麦 打造制面行业正效应

中国经济数据报告显示，2014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达到 60 多万亿元，仅食品行业就达到 10.98 万亿元。

中 国 食 品 工 业 协 会 营 养 指 导 委 员 会 常 务 副 会 长 兼

秘 书 长 杜 荷 认 为 ，未 来 食 品 行 业 市 场 的 整 体 形 势 是 向

好的。

杜荷介绍，食品行业的经济产出中，粮食生产占据了

较大比重。这也体现了中国农业的生产与发展特色：中国

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对于粮食的生产和需求在世

界上都占据前列。据统计，2014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60710 万吨，比上年增加 516 万吨，增长 0.9%。

根据专家分析，粮食产业是中国食品行业中的重头产

业，在未来也仍将是食品行业的重要支柱。对小麦、水稻

等粮食作物进行再加工的食品行业，在这样背景的保障

下，发展前景大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年度约 10.89 万亿元的食品工

业产值中，以小麦为原料的方便食品占重要比重。杜荷指

出，中国是小麦大国，但优质麦的缺口却很大，需要进口。

这说明中国的小麦生产与食品工业的需求之间主要是结

构矛盾。食品行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必须高度重视

原料供应的安全和品质，才能确保食品安全，提高食品品

质。比如乳品企业，经过沉痛教训后，现在也非常关注奶

源供应链和自有奶源基地建设。方便食品企业也应主动

将经营视角前移到种植领域，前移到小麦品种和优质产

区，主动关心和帮助小麦种植业的发展。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加工研究室主任、国家食物营

养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魏益民教授介绍了中国小麦种植加

工的情况。他认为，优质小麦的产能不足，已经成为制约

中国小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区域优势产区研究，并下达了“冀南小麦籽粒质量研究”

国家课题。

作为课题主持人，魏益民在论坛上就“冀南小麦籽粒

质量研究”课题进行了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相较于周边

小麦主产区，冀南小麦在稳定性等优质麦指标上有一些比

较优势。他还指出，重视食品原料质量，是食品企业的生

存之本。因此，优化品种、扩大优质麦的种植面积比例是

当务之急。

论坛上，专家均认为，小麦的优质化之路，主要靠“优

生”和“优育”。所谓优生，即育种，让小麦品种更适合食品

加工和现代消费的需要，包括形态、口感等；而优育，即选

择更适宜的种植区域，充分利用优势土壤、气候等条件，生

产更多的优质小麦。

河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研究所粮食加工研究室

主任张康逸博士指出，世界上有美洲、澳大利亚、中国三大

黄金小麦带；中国也有黄淮、长江中下游、大兴安岭等三大

黄金小麦带；冀南、豫北等属于黄淮黄金小麦带的核心

区。专家指出，中国小麦产区主要分为南方冬小麦区、北

方冬小麦区、北方春小麦区。相比而言，北方冬小麦区兼

有生长期长、每年只种一季等优势，因此，具有生产优质麦

的区域优势。但北方冬小麦区区域相对狭窄，主要包括河

北、河南和山东一部分，其中，地处华北平原的河北南部、

河南北部等广泛分布着黄河反复改道形成的冲积扇，土壤

肥沃富饶。

抓溯源 面制品品质需要保障

事实上，中国食品加工企业也认识到了优质面对食品

加工的重要意义。早在 2005 年，中国面制品龙头企业今麦

郎就率先启动了“今麦郎优质麦工程”，在地处北方冬小麦

区的河北隆尧黑龙港流域等地发展了万余亩“今麦郎农业

示范园”，到 2014 年止，推广优质麦场已达百万亩。今麦郎

为此安排了 24 位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示范园区的合作社、种

粮大户等的小麦生产。优质麦成为了今麦郎的核心竞争

力。今麦郎集团董事长范现国说：“面好，主要就靠这百万

亩优质麦。”

杜荷指出，优质麦的产业发展问题，看起来是农业问

题，但其实也是实体工业的问题。通过优质麦优质的原料

可以保证食品的质量及安全。

杜荷表示，以面制品行业为例，促进中国优质麦的生

产形成优质链，是提升面制品的专业价值、提高面制品的

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水平的重要过程。

中国是世界上小麦第一生产大国，也是小麦第一消

费大国。而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其小麦主

要销往中国。根据数量上的统计，中国的小麦生产基本

上可以满足国内的消费，之所以还要大量进口，是因为

中国优质麦有市场缺口，这说明中国小麦的种植生产与

食品加工之间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性。

杜荷认为，将中国的优质麦生产与面制品生产联系起

来，是推动中国面制品生产行业发展的关键。

此 外，专 家 表 示，建 立 优 质 麦 生 产 加 工 的 过 程 控 制

和全程可追溯体系，也有利于保障优质麦“ 从麦场到卖

场”。北京粮食科学研究院院长贾健斌还为优质麦——

优质面粉——优质挂面、方便面、面食主食——销售——

消费设计了完整的管控路径。贾建斌指出，粮食质量牵

扯到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在这些环节当中，土壤

本身的污染、水污染、环境的污染，甚至气候的变化，都

会使粮食产品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源头抓起，

每个环节都要治理。

《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

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粮食产品溯源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但它起码可以为

安全提供证据。

实际上，对于面制品源头的追溯绝不仅仅是对小麦

品 质 的 掌 控 ，还 要 提 高 农 民 的 现 代 化 意 识 。 范 现 国 认

为，一个好的产品，应该从农田做起，这是社会需要，食

品安全实际上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三农”问

题 。 通 过 对 原 料 价 格 的 提 升 ，带 动 农 民 种 好 粮 的 积 极

性，这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帮助农

民提升现代化意识，改变落后的种植习惯，引导农民用

工业化的思维来播种，形成与食品生产企业和市场需求

的 良 好 对 接 。 中 国 的 面 制 品 一 旦 有 了 现 代 化 农 业 的 坚

实基础，就会有大的发展。

面制品行业：把好“从麦场到卖场”每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