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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系我国

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一、粮食安全的含义和主要影响因素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及其演变 

粮食安全的概念最初是在1972—1974年发生战后30年

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联合国于1974

年11月召开的世界粮食大会，将粮食安全定义为“为保证任

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

品”。1983年这一概念又修改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

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1992年国际

营养大会又把粮食安全定义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获

得安全营养的食品来维持健康能动的生活”。1996年11月第

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

又作了如下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

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

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粮食安全。” 

（二）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为国家粮食安全包括以下基本

内涵：确保粮食总量能够满足全国所有人的需要；确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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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有人在任何时候能够获得所需要的基本粮食；人们获

得的粮食，不仅在数量上满足，还要优质、安全(无污染)又

富于营养；人们获得的粮食不仅要满足吃饱，而且要满足其

积极、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 

（三）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包括有助于

更好地适应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的需要、有助于避免在粮食连续多年丰收后出现粮食生产

大滑坡、有助于处理好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关系、有

助于协调好当期和未来粮食安全。 

第一，有助于更好地适应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和满足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

总人口的不断增长，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购

买原粮数量、农村居民口粮消费总量都会不断增加，特别是

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城乡

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和间接消费的饲料粮数量迅速提高，再

加上种子用粮、工业用粮和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等不可避免的

损耗，粮食消费和消耗总量数量庞大。如此庞大的粮食消费

消耗规模，必须尽早谋划，才能做到主动。 

第二，有助于避免在粮食连续多年丰收后出现粮食生产

大滑坡。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较高。2017年，我国粮

食总产量达到6亿吨，粮食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粮食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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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粮食供给宽松。同时，国际粮食市场对我国进口也十

分有利。但是，过去经验表明，我国粮食生产明显滑坡往往

都出现在粮食增产后各地放松粮食生产。新形势下，面对国

际国内粮食供给形势，提出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保障粮食

安全，对于各地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指导意

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有助于处理好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关系。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建设不

可避免地要占用耕地。节约土地，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

路，是我国在基本国情下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 

第四，有助于协调好当期和未来粮食安全。在充分肯定

新时期粮食十连增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为此

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和农业生产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性。为

了增产粮食，各地普遍过多地施用了化肥，还有一些地方开

垦了山坡地。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

水平上去了，粮食自给率却下来了，这些地方的粮食等农产

品消费越来越依靠北粮南运。这种利用农业资源方式是不可

持续的，不仅威胁到我们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而且削弱了

农业生态功能，加剧了环境恶化。为长久计议，建议这些地

方也应该承担起粮食安全责任，加上适度进口等途径，缓解

粮食主产区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压力。 

二、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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