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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11月初开始 居民生活中离不开的米 面 食用

油的价格不断上涨 许多居民明显感到了消费压力 部分居民感

到恐慌 实际上 国家粮食储备丰富 粮价的上涨只是短期市场

供求不平衡的结果 国家采取措施基本上控制了粮价 但此次粮

油价格的波动 却给我们留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 粮油价格上涨的原因

1.供给方面

(1)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 中储粮公司 )过度收

购是导致粮油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 我国粮食已经三年大丰收

为避免粮价下降而损害农民利益 中储粮公司依政府指令按保护

价 优惠价敞开收购粮食 粮食的 最低收购价 高出市场粮价

农民售粮踊跃 加之地方政府对 托市收购 赞赏有加 于是有

关部门决定 不再限制最低价收购的小麦总量 而是由中储粮公

司 敞开收购 结果 中储粮公司收购的小麦竟占到今年小麦

总产量的40%以上 正是由于小麦 最低收购价 高于市场预

期 最初大多数民营面粉厂商按兵不动 意在等中储粮公司停

止收购后再到市场购粮 但谁也想不到 由于中储粮公司掌握

了大部分粮源 市场上各民营粮商和加工商买不到粮食 不得

不抬价收购粮食 掌控托市收购大批粮食的中储粮公司未能及

时放量供应 小麦和面粉价格自然上涨 同时引发副食品价格

上涨 另外 粮油连动性使得粮食市场的风吹草动也加剧了油

料市场的动荡

(2)生产成本上升是导致粮油价格上涨的间接原因 国际石

油价格在高位徘徊了一年多的时间 推动了国内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的上涨 并最终导致粮油价格上涨 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保

持高价位 化肥 农药 农膜这些直接以石油为原料的农用生

产资料价格也上涨 进而会推动农产品价格上升 另外 石油

价格上涨也增加了交通费用 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粮油的运输

成本 并最终影响到粮油的市场价格 就油料市场看 食用油

价格波动主要受美国大豆期货价格上扬带动 加之国内大豆主

产区减产 从而造成短期的市场供不应求 粮油连动性使得粮

食市场的风吹草动也加剧了油料市场动荡

2.需求方面

(1)从消费用途看 口粮消费有所下降 饲料用粮 工业用

粮明显增加

(2)面粉等粮食加工企业提前进货以备节日之需 客观上也

造成价格上涨

(3)粮油作为生活必需品 人们对它依赖性强 粮油价格上

涨 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人们的需求增强

供给减少 需求增加 价格自然会一涨再涨

二 粮油价格长期走势的思考

此轮粮油价格上涨与2003年发生的那轮价格上涨的原因有

着本质的不同 上次的价格上涨是由于长期粮价低靡 农民种粮

积极性不高以及农民耕地得不到有效保护 最终导致粮食种植面

积大幅下降 而此轮粮油价格波动并非市场存量粮食供不应求

因为最近三年来我国粮食大丰收 粮食库存充裕 不存在缺粮

的风险 因此 由于中储粮公司收购过多而导致的粮油供求短

期失衡 完全可以由国家发挥临时存储粮对市场的调节作用而

得以控制

但是 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的物价上涨 却难以在短期内

得以解决 这必将推动粮食价格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出

稳步上涨的趋势 粮油是食品加工行业的基础生产资料 粮油价

格上涨会引发整个行业成本和收益的加速变化 并将快速传导到

整个产业链 尤以下游行业受影响最大 另外粮油也是居民的基

本消费品 粮油价格上涨也会提高居民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

由于以粮价为核心的食品类价格在CPI(消费物价指数 总水平中

的权重大约占三分之一 因而此番粮油价格上涨以及由此所导致

的食品行业价格的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增加 最终会推动CPI

上行 也就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增加 一般来讲 CPI

在 5% 以下属正常范围 超过 5% 则必须进行调整

2005年以来 由于国内投资旺盛 贷款总额上升较快 所

以央行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主要表现为年内进行了两

次加息 三次调高准备金率 如果未来的CPI上升 但仍在5%

以内 央行还会保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但主要以在公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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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粮油价格上涨的原因 粮油价格长期上涨的多方面影响 进一步分析了粮油价格波动应急预案上

的不完善 以及政府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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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卖出商业票据或再次提高准备金率为主 如果 CPI 上升超

过 5% 那么央行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它不会

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大影响 但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投

资行为带来影响

另外 虽然目前粮食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但产不足需的态势

依然存在 国家粮食安全仍存在隐忧:一是人均耕地资源不足

最新资料显示 2005年耕地保有量人均仅1.4亩 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 农业用水每

年缺口达300亿立方米;二是我国农村人口众多 地区间差异较

大 农户平均耕地仅7.3亩 只相当于美国的四百分之一 日本

的十分之一;三是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 粮食进口量的细

微变化就可能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 近年来 国际粮食贸

易基本趋于稳定 年均贸易量大体保持在4800亿斤 约为我国

粮食年度总产量的50% 左右 我国粮食进口国内需求量的 1%

就相当于国际粮食贸易量的 2% 从长远看 粮食生产受资

源 气候 技术 市场制约和种粮比较效益影响 产量大幅

度增长的难度很大 而随着人口增长 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

的快速发展 粮食消费量继续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 因而紧

平衡将是中长期我国粮食供求的常态

三 粮油价格波动应急预案的思考

2005年12月13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粮油供应工

作稳定粮食市场的通知 要求各地加强市场监管 坚决打击囤积

居奇 哄抬价格 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 维护正常的市场流通秩

序 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005

年12月16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各

级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加大协调力度 加强对食品 特别是粮

油食品安全信息的管理 正确引导舆论 防止炒作误导人民群众

心理预期 并及时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国家食药监管局要

求 各地须结合2006 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具体要

求 加大复查力度 针对当前突出的食品安全隐患 采取联合

行动 进行集中治理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

为 尤其要加大对 陈化粮 地沟油 工业盐 等非食用

原料的监管力度

2006年5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公布了

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调查报告 报告数据显示 经济危

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最为公众关注 近

期 党和政府不断强调和推动公共安全与社会管理的建设 并将

这一工作的地位不断提升 其日益清晰的思路和目标定位 表现

出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意识与不断进步的 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

执政与管理理念 但思路的明确和目标的确立 并不意味着大功

告成 目标的实现 有赖于社会实践的逐步推进 需要在具体工

作中付出艰苦的努力 方方面面都要为之尽力

虽然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了粮油价格上涨局面

的不利影响 但是此次粮油价格波动还是显示政府和有关部门在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预警机制上还存在不足 如果能在收

粮与放粮的环节上事先有所调查和分析 掌握供求变化可能造

成的不利影响 那么就会及早控制粮油价格波动的幅度 而不

会出现居民的忧虑和恐慌 因此 制定应急预案必须与风险分

析相结合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做好食品安全的风险调查和

分析工作 掌握供求变化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这样才能提高

预案的质量 不断完善预测预警机制 这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思考

表面上看 价格上涨是由于此前为保障农民收益以行政手段

加大了粮油储备 从而造成暂时的供应吃紧 但是从本质上来

看 农产品价值被低估也是此轮上涨的内在原因之一 多年以

来 我国粮食价格一直偏低 这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 农民问题

的核心之一在于收入过低 而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

低 再加上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上升 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在中央建设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 政府加强了

对 三农 问题的重视 我国粮食已经三年大丰收 为避免粮价

下降而损害农民利益 中储粮公司依政府指令按保护价 优惠价

收购粮食 但结果却过度收购造成了粮食暂时的供应吃紧 政府

的本意或出发点是好的 其政策也正确的 但是 往往执行起来

就走样 其主要原因是政策的影响性太大 以致于地方政府和相

关部门为了能够积极地响应政府政策 而不能耐心地从本质到内

容上全面地把政策吃透 只是从形式上盲目地 片面地去执行政

策 另一方面 政府的政策也只是确立了目标和明确了方向 而

并没有进行严谨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机制 不能对地方政府和相关

部门形成有形的约束力 两方面合起来 导致地方政府和相关部

门在执行政策上总是有很大的偏差 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政

府政策制定上实施细节的不明确和实施过程的软约束

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不仅仅确立目标和明确方向 而

且还能够耐心地去设计政策的实施机制 保证政策实施过程的

有效约束和监督 那么政策的实施结果自然会达到满意或是理

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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