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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 

原因、影响与应对
＊
 

粮食安全和粮食价格稳定对国家经济平稳运行、

人民生活至关重要。2022 年以来，全球出现新一轮粮

食价格上涨，联合国食品、谷物价格指数均创 1990 年

以来新高。展望未来，考虑到俄乌冲突、异常气候、

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负面影响将进一步发酵，预

计下半年粮食供需关系将更加紧张，全球小麦、大

米、粗粮均将出现产出消费缺口。这可能加大我国输

入性通胀压力，叠加未来猪肉价格的筑底回升，预计

下半年部分月份我国 CPI 涨幅或将突破“3”。由于我

国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进口依赖度高，且部分粮食进

口来源相对较为集中，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潜在威胁。

此外，我国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较

高，粮食价格波动还将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尤其

中低收入人群生活压力将加大。建议宏观政策积极应

对，重点关注未来物价走势，防范输入性通胀风险，

兼顾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平衡；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

系，优化粮食进口来源；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

高粮食生产效率和产量；重点保障中低收人群生活水

平。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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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影响与应对 

粮食安全和粮食价格稳定对国家经济平稳运行、人民生活至关重要。2022 年以来，

全球出现新一轮粮食价格上涨，联合国食品、谷物价格指数均创 1990年以来新高。展

望未来，考虑到俄乌冲突、异常气候、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负面影响将进一步发

酵，预计下半年粮食供需关系将更加紧张，全球小麦、大米、粗粮均将出现产出消费

缺口。这可能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叠加未来猪肉价格的筑底回升，预计下半年

部分月份我国 CPI涨幅或将突破“3”。由于我国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进口依赖度高，

且部分粮食进口来源相对较为集中，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潜在威胁。此外，我国居民食

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较高，粮食价格波动还将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尤

其中低收入人群生活压力将加大。建议宏观政策积极应对，重点关注未来物价走势，

防范输入性通胀风险，兼顾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平衡；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优化粮

食进口来源；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产量；重点保障中低收人

群生活水平。 

一、多因素推动全球粮食价格持续走高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新一轮粮食价格上涨。2022 年 5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的食品、谷物价格指数分别高达 157.36 和 173.41，均创 1990 年以来新高（图 1）。

同时，截至 2022 年 5 月底，大豆、小麦、玉米期货价格分别报 1741、1075 和 763.5

美分/蒲式耳，分别较年初上涨 25.27%、43.54%和 27.63%（图 2）。 

图 1：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谷物价格指数创历史新高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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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大豆、小麦、玉米期货价格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俄乌冲突给两国粮食生产、运输造成负面影响，玉米、小

麦等粮食供给明显受损 

俄罗斯、乌克兰均是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俄乌冲突对两国小麦、玉米等粮食供

给产生明显冲击，导致世界粮食市场出现一定缺口。根据 FAO 的数据，两国大麦、小

麦和玉米合计产量分别占约全球的 19%、14%和 6%（图 3）。一方面，战争冲突给乌克

兰春耕带来明显冲击。3、4、5月正值乌克兰农业春耕季节（图 4），且其小麦、玉米

的主产区与军事冲突区高度重合，军事冲突的影响导致乌克兰农作物播种面积明显下

降。另一方面，两国粮食供应链受到明显破坏。乌克兰粮食出口运输的黑海航运路线

受战争影响已经基本停滞，铁路等其他出口渠道则成本较高、运输效率偏低。冲突前

乌克兰的航运运输量可达到 500-600 万吨/月，而当前铁路运输量仅有 45-70 万吨/月。

并且，乌克兰已经宣布在战争持续期间限制燕麦、小米、小麦等农产品出口。此外，

美、欧等经济体对俄罗斯的制裁也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农产品的出口能力，加剧全球

粮食供需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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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小麦、玉米、大麦（左、中、右）的全球主要出口国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4：乌克兰农作物种植时间表  

 

资料来源：FAO，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美国、巴西等重要粮食产区遭遇气候灾害，加剧全球粮食

供需矛盾 

2020 年以来，“拉尼娜现象”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给全球气候带来明显扰动（图

5），也给多个主要粮食生产国造成了较严重的破坏，影响全球粮食供给、抬高粮食

价格。具体来看，2022 年春季以来北美中西部地区遭遇了大面积干旱，严重程度处于

历史较高水平（图 6）。据美国旱情监测数据，截至 2022 年 5 月底，全美干旱区域面

积占比达 58%，其中极度及异常干旱面积占比达 21%（图 7）。这对美国农产品种植带

来较大影响，全美约 20%的玉米、12%的大豆、26%的春小麦、52%的棉花处于干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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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22 年 4 月以来南美巴西也遭遇严重干旱气候威胁，对新季大豆和玉米种植带

来较大影响。 

图 5：“拉尼娜现象”给全球气候带来较大影响 

 

资料来源：U.S. Drought Monitor，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6：美国干旱程度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图 7：美国干旱地区占比 

 

资料来源：U.S. Drought Monitor，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全球化肥市场不确定性加大，化肥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农作

物生产成本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疫情后化肥价格的大幅上涨推高了农作物生产成本，进

而强化粮食价格上涨动力。一是疫情以来全球化肥市场面临供需紧平衡。随着疫后经

济复苏和各国粮食安全重视程度提升，2020/2021 年
1
全球化肥需求量同比增长 5%以上，

                                                                 
1 粮食年度时间指的是当年 4 月 1 日-次年 3 月 31 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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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近十年来最大增幅。但化肥产能扩张则受疫情持续、供应链恢复缓慢等因素制约，

导致疫后全球化肥出现供不应求。二是俄乌冲突进一步加速化肥供应收紧。俄罗斯是

全球化肥出口大国，氮肥、磷肥、钾肥出口占比均列世界前三，化肥贸易占全球约

13%。2021 年，俄罗斯生产的氮、磷、钾肥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10%、7%和 20%（图

8）。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这其中

就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化肥。同时，俄罗斯也主动实施化肥出口禁令，并不断延长禁

令时间。三是原油、天然气等是化肥的重要原材料，全球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导致

化肥价格水涨船高（图 9）。 

图 8：2021年俄罗斯氮、磷、钾肥（左、中、右）出口全球占比（%） 

 

资料来源：FAO，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9：化肥价格与能源价格走势趋同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此外，能源价格还通过替代效应渠道与农作物价格形成同频共振。玉米、豆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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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可以用于提炼生物燃料（图 10）。美国玉米消费的第一大用途就是用于提炼燃

料乙醇（图 11），我国玉米的工业消费用途也占了 30%左右（图 12）。2022 年 4 月

份，美国政府宣布扩大生物燃料销售以缓解油价上涨压力，这将消耗更多的玉米，从

而推升玉米价格进一步上涨。 

图 10：原油价格上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路径 

 

资料来源：中国植物油行业协会，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1：美国玉米的主要用途    图 12：中国玉米的主要用途 

   

资料来源：FAO，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四）全球粮食短缺担忧情绪不断发酵，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资本投机炒作升温 

粮食供给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全球粮食短缺担忧情绪不断发酵。一方面，全球新

一轮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越来越多国家出台限制农产品出口的相关政策，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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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了粮食供需格局紧张。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数据，截至 5月底全球

已有 20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令，包括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主要粮食

出口国（表 1）。这导致全球受限食品贸易份额（以卡路里衡量）已上涨至 17%，已达

到 2007-2008 年间全球食品和能源危机期间的水平。另一方面，粮食短缺的担忧情绪

强化了全球资本对粮食市场的投机炒作。粮食作为重要的大宗商品，也具有较强的金

融属性。今年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品种期货市场投机多头持

仓数量明显增多（图 13），推动粮食期货价格上涨，进而增强粮食现货价格上涨动力。 

表 1：俄乌冲突后全球农产品出口限制政策梳理 

禁令 

种类 
国家 品种 起始日 终止日 

全球市场份额 

（以卡路里计算） 

全球市场份额 

（以美元计算） 

实 

际 

封 

禁 

阿根廷 豆粕、豆油 03/13/2022 03/20/22 41.30% 39.91% 

匈牙利 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玉米、大豆 03/06/2022 05/15/22 0.00% 0.00% 

印度尼西亚 
棕榈油 01/01/2022 05/22/22 54.78% 53.13% 

棕榈油、棕榈仁油 04/28/2022 05/22/22 54.61% 51.68% 

哈萨克斯坦 

干草、青贮饲料、燕麦、黑麦 08/24/2021 02/23/22 0.16% 0.05% 

土豆 02/22/2022 04/30/22 2.74% 0.86% 

土豆、胡萝卜 01/22/2022 02/21/22 2.34% 0.13% 

葵花籽油 12/15/2021 05/31/22 0.60% 0.59% 

摩尔多瓦 小麦、糖、玉米 03/01/2022 04/30/22 0.34% 0.27% 

出口 

许可 

印度尼西亚 棕榈油、棕榈仁油 01/31/2022 06/07/22 54.61% 51.68% 

摩洛哥 番茄 03/12/2022 04/30/22 11.73% 15.50% 

出口税 印度尼西亚 棕榈油、棕榈仁油 03/18/2022 06/07/22 54.61% 51.68% 

实 

际 

封 

禁 

阿富汗 小麦 05/20/2022 12/31/22 0.00% 0.00% 

阿尔及利亚 面食、小麦及其制品、植物油 03/13/2022 12/31/22 0.26% 0.28% 

阿根廷 牛肉 01/01/2022 12/31/23 3.71% 5.53% 

布基纳法索 小米粉、玉米粉、高粱粉 02/23/2022 12/31/22 0.01% 0.01% 

喀麦隆 谷物、植物油 12/27/2021 12/31/22 0.00% 0.01% 

埃及 
植物油、砂砾、玉米 03/12/2022 06/12/22 0.08% 0.14% 

小麦、面粉、油、扁豆、意大利面、大豆 03/10/2022 06/10/22 0.65% 0.45% 

加纳 
玉米、大米 04/26/2022 10/20/22 0.00% 0.00% 

玉米、大豆 04/11/2022 10/20/22 0.00% 0.01% 

印度 
糖 06/01/2022 10/31/22 3.74% 4.36% 

小麦 05/13/2022 12/31/22 0.12% 0.15% 

伊朗 土豆、茄子、番茄、洋葱 04/27/2022 12/31/22 6.10% 2.26% 

哈萨克斯坦 

活牛、小牛 01/22/2022 07/21/22 0.15% 0.12% 

糖 05/23/2022 11/24/22 0.11% 0.11% 

葵花籽 12/15/2021 06/30/22 10.95% 3.98% 

小麦、小麦粉 04/19/2022 06/15/22 3.95% 3.18% 

科索沃 小麦、玉米、面粉、植物油、盐、糖 04/15/2022 12/31/22 0.00% 0.00% 

科威特 鸡肉 03/23/2022 12/31/22 0.03%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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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植物油 03/20/2022 12/31/22 0.02% 0.05% 

吉尔吉斯斯坦 

牛肉和饲料产品 03/25/2022 09/19/22 0.00% 0.00% 

小麦、梅斯林、面粉、植物油、糖、葵花

籽、鸡蛋、燕麦、大麦 
03/19/2022 09/19/22 0.00% 0.00% 

黎巴嫩 加工水果和蔬菜、谷物产品、糖、面包 03/18/2022 12/31/22 0.03% 0.06% 

马来西亚 鸡 06/01/2022 12/31/22 61.58% 15.78% 

巴基斯坦 粮 04/15/2022 12/31/22 1.92% 1.69% 

俄罗斯 

油菜籽 04/01/2022 08/31/22 1.79% 1.39% 

糖 03/14/2022 08/31/22 0.35% 0.36% 

葵花籽 04/01/2022 08/31/22 8.64% 5.29% 

小麦、梅斯林、黑麦、大麦、玉米、糖 03/14/2022 06/30/22 13.41% 13.11% 

塞尔维亚 小麦、玉米、面粉、油 03/10/2022 12/31/22 0.41% 0.38% 

突尼斯 水果、蔬菜 04/12/2022 12/31/22 0.19% 0.31% 

土耳其 

牛肉、羊肉、山羊肉 03/19/2022 12/31/22 0.02% 0.03% 

黄油 04/15/2022 12/31/22 0.39% 0.33% 

食用油 03/04/2022 12/31/22 2.25% 2.28% 

橄榄油 01/27/2022 12/31/22 4.25% 3.83% 

红扁豆和豆类 01/27/2022 12/31/22 2.07% 2.79% 

乌克兰 小麦、燕麦、小米、糖 03/09/2022 12/31/22 7.58% 5.86% 

出 

口 

许 

可 

阿根廷 牛肉 01/01/2022 12/31/23 3.35% 3.46% 

阿塞拜疆 
面粉及其制品、淀粉、小麦面筋、油籽和

其他种子、药、饲料 
03/19/2022 12/31/22 0.00% 0.00% 

白俄罗斯 
大米、全麦粉、黑麦粉、大麦、意大利面 03/25/2022 06/15/22 0.16% 0.05% 

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玉米、荞麦 04/13/2022 09/30/22 0.02% 0.02% 

俄罗斯 葵花籽油 04/15/2022 08/31/22 17.08% 18.24% 

土耳其 
谷物、油籽、食用油 03/04/2022 12/31/22 0.41% 0.77% 

禽肉、蛋类、蔬菜、水果 01/27/2022 12/31/22 2.79% 3.84% 

乌克兰 家禽、鸡蛋、葵花籽油、牛肉 03/06/2022 12/31/22 17.01% 10.27% 

出口税 

阿根廷 豆油、豆粕 03/19/2022 12/31/22 41.30% 39.91% 

俄罗斯 
葵花籽油、葵花籽粉 04/15/2022 12/31/22 12.45% 13.66% 

小麦、大麦、玉米 04/13/2022 12/31/22 13.49% 13.19% 

资料来源：IFPRI，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3：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玉米期货和期权多头持仓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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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全球粮食价格将进一步上涨 

（—）俄乌冲突、异常气候、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负面影响

将进一步发酵，全球粮食库存或将减少 

一是俄乌冲突不确定性依然较大。从粮食生产角度来看，乌克兰粮食产量收缩将

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集中体现出来。目前乌克兰春耕已接近尾声，据乌克兰农

业部数据，截至 2022 年 5 月下旬乌克兰春耕面积仅相当于去年春耕面积的 72.4%，预

计全年谷物播种、收获面积将大幅低于历史水平（图 14）。从粮食运输角度来看，每

年 8 月至 11 月和 10 月至次年 5 月分别是乌克兰玉米和小麦的集中出口期，黑海海域

港口运输届时能否恢复正常运输仍充满变数，从黑海海域出口的粮食占全球比重可能

会出现明显的萎缩（图 15）。 

二是“拉尼娜现象”仍将持续，全球农作物种植、生长或将进一步受到异常天气

的影响。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预测本次“拉尼娜现象”有 59%的概率将持续至 6-8

月，日本气象厅则预测本次“拉尼娜现象”有 60%的概率将持续至北方夏季结束。 

三是粮食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蔓延。2022 年以来，联合国多次报告全球粮食危机，

并警告称“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倾向于

优先保障本国粮食安全而减少出口，导致粮食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蔓延。

IFPRI 数据显示，俄乌冲突以来，颁布粮食出口禁令的国家数量已经超过 2020 年新冠

疫情暴发时期，并且不断接近 2008年粮食危机时期（图 16）。此外，IFPRI报告还指

出，“随着地区冲突的持续和粮食短缺，尤其是谷物和植物油的严重短缺，会导致更

多国家转向贸易限制”。未来粮食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蔓延，对世界粮食贸易格局

形成巨大挑战。根据 FAO 预计，2022/2023 年全球谷物贸易量约为 4.63 亿吨，将较

2021/2022 年降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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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乌克兰谷物播种及收获面积 

 

资料来源：APK Inform，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5：黑海海域出口的小麦（左）、玉米（右）占全球比重及预测 

 

资料来源：FAO，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6：俄乌冲突、新冠疫情与粮食危机期间粮食出口禁令国家数量 

 

资料来源：IFPRI，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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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粮食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小麦等主要粮食品种库存消费比已连续多年下

滑（图 17）。进一步地，考虑到俄乌冲突、异常气候、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负面

影响将进一步发酵，预计未来粮食供需关系将更加紧张。根据 FAO 预计，2022 年全球

谷物产量将减少 1.6 千万吨，为近年来首次出现。全球谷物库存消费比将从 2021/22

年的 30.5%降至 2022/23 年的 29.6%，为近八年来最低水平。分品种来看，2022/23 年

小麦、大米、粗粮的消费量均超过产量，三者均出现产消缺口。根据 FAO 预计，

2021/22 年小麦、大米、粗粮产量将分别较 2021/22 年下降 6、1.3 和 8.8 百万吨，库

存消费比将分别较 2021/22年下降 0.7、0.5 和 1.1 个百分点（表 2）。 

图 17：全球主要粮食品种库存消费比 

 

注：2022 年数据为《美国农业部月度供需报告（2022 年 5月）》预测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表 2：全球粮食生产、消费、库存情况 

 2020/21 2021/22 2022/23 

谷物 

产量(百万吨) 2776.9 2800.8 2784.5 

消费(百万吨) 2760.7 2791.6 2788.2 

库存(百万吨) 833.2 850.1 846.6 

库消比(%) 29.8 30.5 29.6 

小麦 

产量(百万吨) 776.7 776.8 770.8 

消费(百万吨) 762.4 771.7 768.6 

库存(百万吨) 291.4 296.5 297.8 

库消比(%) 37.8 38.6 37.9 

大米 产量(百万吨) 517.0  520.8 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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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百万吨) 510.5 521.0  522.0  

库存(百万吨) 191.4 192.4 191.6 

库消比(%) 36.7 36.9 36.4 

粗粮 

产量(百万吨) 1483.2 1503.1 1494.3 

消费(百万吨) 1487.8 1498.9 1497.7 

库存(百万吨) 350.4 361.2 357.3 

库消比(%) 23.4 24.1 23.0  

资料来源：FAO《2022 年 6 月全球粮食展望报告》，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货币因素对粮食价格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美联储货币政策

收紧对粮食价格的抑制作用有限 

从历史长周期走势来看，虽然货币因素会对粮食价格产生影响，但并不起决定性

作用，二者趋势一致性并不强（图 18）。粮食价格的变化趋势根本上仍是以供需关系

为推动力，市场流动性变化更多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影响主要表现为短期扰动。

本轮粮食价格大涨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供需关系失衡。因此，即使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短期可能会给粮食价格带来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考虑到未来粮食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

缓解，粮食价格上涨动力依然较强。 

图 18：全球谷物指数与美国 M2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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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粮价上涨将给我国经济运行、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一）粮价是百价之基，粮食价格上涨可能引起我国通胀压力上

升 

受疫情后能源、粮食等商品供需失衡以及前期全球货币宽松等因素影响，当前全

球通胀持续高位上涨。相对而言，中国通胀水平整体较为温和（图 19）。 

图 19：美欧中 CPI涨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但国际粮价上涨将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从直接影响来看，粮食是 CPI 中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对应 CPI结构中的“食品烟酒-粮食”子项目，约占 CPI权重的 2.9%

左右。根据进口依存度=进口量/（产量+进口量-出口量）测算，2021 年我国粮食进口

依存度为 19.5%左右。再结合进口价格指数变化情况，可计算出 2022 年一季度进口粮

食价格变化直接推动 CPI涨幅约 0.09个百分点。从间接影响来看，一方面，粮食作为

重要的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将推升大量农副产品和部分工业品成本，进而导致物价

水平的整体上行。另一方面，玉米、豆粕是主要的猪饲料，粮价上涨可能导致猪粮比

价继续震荡下行，加快猪肉产能去化、加快新一轮猪周期上升拐点的到来，给后续猪

肉价格造成上行压力。分情形预测，激进情况下若未来国际粮价继续上涨 20%左右，

直接传导下对我国 CPI 同比涨幅的抬升作用约为 0.38 个百分点，间接传导下则约为

1.06 个百分点；保守情形下若未来国际粮价保持当前水平高位震荡，直接传导下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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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CPI同比涨幅的抬升作用约为 0.23个百分点，间接传导下则约为 0.77个百分点。 

综合来看，在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供应链恢复缓慢等因素影响下，我

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明显增大，叠加未来猪肉价格的筑底回升，未来我国通胀将

面临“猪油粮共振”的严峻挑战，通胀水平将继续走高，下半年部分月份 CPI 涨幅或

将突破“3”。 

（二）我国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进口依赖度较高，粮食安全问题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整体上看，我国粮食储备充足、国内粮食价格波动较国际更为温和。目前我国粮

食储备率已经超过 80%，大大超过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 17%-18%的安全储备率水平。

2022 年 1-5 月，国内小麦、玉米和大豆期货价格分别上涨了 18.25%、15.36%和 7.66%，

明显低于国际粮价上涨幅度（图 20）。 

图 20：我国国内主要粮食价格波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但我国粮食供求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进口依赖度高，

成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具体来看，我国大豆进口依赖度超过 80%（图

21），国内大豆价格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外溢影响较明显。2021 年以来，国际大豆价格

与国内大豆价格的相关性高达 85%。玉米的进口依赖度虽然不高，但近年来国内产需

缺口有所扩大、库存消费比走低。2021 年，我国进口玉米 2835 万吨，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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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大豆的库存消费比仅 4.23（图 22）。稻谷进口依赖度较低，基本处于自给自

足状态，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影响较小，充当了重要的稳定剂作用，削弱了粮食价格

上涨对我国通胀的影响。 

图 21：我国主要粮食进口依赖度    图 22：我国主要粮食库存情况 

 

注：2022 年数据为中国汇易预测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此外，我国部分粮食进口来源相对较为集中，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粮食进口的不稳

定性以及国际市场波动的外溢影响。我国玉米进口主要来源于美国和乌克兰，二者占

比高达 99%（图 23）。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干旱天气等因素影响下，我国玉米进口

面临巨大挑战。我国大豆进口主要来自巴西和美国（图 24），小麦主要来自美国、加

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大麦主要来自于乌克兰、阿根廷、加拿大和法国。 

图 23：我国玉米主要进口来源国   图 24：我国大豆主要进口来源国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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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粮食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尤其中低收入人

群生活压力将加大 

粮食作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粮食价格上涨意味着生活支出上涨，

将会对人民生活水平造成一定的影响。从横向国际对比来看，我国居民食品消费支出

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较高（2021年为 28.63%），明显高于美国（6.5%）、英国（8.7%）

等发达国家。从纵向时间对比来看，疫情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普遍高于收入增

速，且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的占比不断提高。202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实际增速为 11.1%，明显高于人均收入实际增速（7.1%）。根据前程无忧

《2022 职场人消费信心报告》显示，近 3 年来有约 60%的家庭食品支出占比出现不同

程度提高。因此，需要对食品价格波动可能给我国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高度关注。其

中，由于中低收入人群中食品等刚性必需品支出占比较大，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将更加明显，更需要引起重视。 

图 25：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四、相关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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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品的保供稳价工作，适当增加关键商品国家储备数量。打击投机炒作行为，维护

粮食市场秩序。多措并举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库存管理，推

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订原材料长期供给协议，帮助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实现企业

内部挖潜力、降成本。做好市场预期管理，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大宣传政府稳增

长、控通胀的手段和决心。加强对流动性状况的监测和调控，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 

第二，宏观政策兼顾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平衡。当前，国内外经济运行呈现不同特

点，高通胀给美欧等经济体带来严峻挑战，我国则通胀相对温和，更多的是面临稳增

长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在防范输入性通胀风险的同时，依然要将政策

重点放在稳增长方面。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

步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建议提前下发明年专项债额度、提高财政赤字率或发行

特别国债，扩大再贷款的力度和覆盖范围，全力帮助企业纾困、稳定市场预期。 

第三，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优化粮食进口来源。积极构建以政府主导，加工、

贸易等企业和农民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实现政府储备和民间储备协

调发展。立足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保持和扩大农户的粮食储备规模，改善和提高农

户的存粮质量。优化粮食进口来源布局，从进口来源地、进口运输通道、贸易渠道等

方面进行调整，可考虑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合作，提高粮食进口的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鼓励、支持国内粮食企业“走出去”，开展粮食仓储、物流、加工、

贸易等国际合作。 

第四，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产量。加大农业研发投入，

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提高我国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落实种粮农民补贴政策，提

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

量与保护。有序开展夏粮收购工作，优化流程、规范秩序，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夏粮

收购的信贷支持。完善粮食流通、加工体系，加强农业供应链和价值链建设。 

第五，重点保障中低收人群生活水平。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低保制度

落实力度。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强化精准帮扶就业培训。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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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众，通过发放救助补贴等措施帮助其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