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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粮价的“非农因素”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7月22日  董振国 王春雨 

热钱对中国农业的投资兴趣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不仅在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

场，购买力强；还有针对中国农业保护制度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性安排的“漏洞”。 

粮食市场似乎“风雨欲来”。 

我国夏粮今年获得丰收，但并没有因此阻止粮食价格可能会步步上涨的传言。  

这种传言更多的来自于国际市场，有多种错综复杂的信息交织在一起。 

《瞭望》新闻周刊在近期调研中梳理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全球粮食供求情况并未发生大的变

动，基本处于正常态势，影响粮食价格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供与求的关系

来看，粮食价格不应该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经理乔林选指出，到今年3月底，国际粮食库存为4.05亿吨，全年消费为21

亿吨，库存占消费总量的19.8%。国际粮农组织对国际粮食库存有个安全线指标，即库存占消费总量

的17%～18%以上，即为安全水平，目前这个比例仍高于安全线水平，因此大可不必过于恐慌。 

乔林选说：“美国最大券商美林证券发布报告称，小麦、稻米及玉米等谷物的全球库存只够满

足60天的需求。听起来仿佛粮食告急，实际上也是正常状态，也是在17%～18%安全线内。实际上，

全球每个季度都有新粮上市。” 

但另一方面，受美国次贷危机等影响，以股票、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快

速下跌，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更是出现暴跌。因为股票与房地产市场的下跌，全球范

围内规模巨大的热钱把投机重点转移到石油和粮食上来，从而导致石油和粮食这两项影响着人类衣

食住行的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全球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危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研究员梁建武说，目前世界粮食产量还是比较平稳的，

所谓粮食危机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恐慌，“价位被炒作上去了，并不是缺粮，不像上世纪70年代末的

粮食危机是粮食供应跟不上”。 

多位受访专家分析，今年国际粮食问题被炒得这么热，里面有很多“非农因素”。特别是欧美

国家和一些国际大企业，以生物能源等工业手段造成人为供应紧张，再通过金融工具和媒体工具加

以炒作，实现其政治经济利益目的。 

对于粮价的过度上涨，受访专家指出，近两三年来“粮食金融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此次国际粮价上涨是投机需求，是流动性过剩

和金融危机转移风险的需要，粮食成为被炒作的对象。 

乔林选也指出，媒体炒作的因素与人们的心理因素会呈现放大效应，人们心理越紧张，粮食价

格越高，价格越高，心理越紧张。而一些粮食主产国不但不投放粮食，反而大量囤积，造成恶性循

环，使国际粮价越推越高。 

国际热钱窥伺中国粮市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升值，国际热钱大量进入我国进行投机，在楼市、股市中“兴风作浪”，

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我国楼市、股市的低迷，加上我国对热钱采取了一定防范措施，热钱目前处于暂时的安静

期。受访专家分析，现在的热钱很大一部分存在于商业银行，一方面稳享银行加息带来的收益，同

时伺机进入新的投机领域。 

热钱总是在寻找价值被低估的领域，当他们感到某种商品价值有巨大上升空间时，就会在低点

进入。并通过各种操控手段将价格抬高，从中获取暴利，并在价格回落着及时逃出，把包袱和损失

留给别人。 

大宗产品也是热钱的偏爱，石油、铁矿石、贵金属等都曾被热钱炒作。在我国，这些大宗产品

的价格已经在高位，炒作的空间很小，而目前价格仍处低位的大宗产品就是粮食。 

去年以来，国际粮价暴涨，而中国因为有充足的库存，并切断了与国际市场的通道，而保持稳

定。与国际高企的粮价相比，中国粮食已形成了一个价格洼地。正是这种洼地，让国际投机资本看

到了机会。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粮食生产量最大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热钱追

逐的对象。多位受访专家担心，资本从不看好投资前景的楼市与股市退出后，下一个进入领域就是

粮食，如果大量的资本进入，粮食价格很快就会失控。 

热钱对中国农业的投资兴趣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不仅在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

场，购买力强；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的保护制度缺乏系统性考虑，热钱最好作局，

这也是它们蜂拥而至的重要前提。 

目前，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在中国布局，他们在我国一些粮食主产区建立购销网络，建立粮食加

工企业，而且他们的行动非常低调，从来不大作宣传。有专家直言：热钱从中国看到机遇，而对我

们而言却是危机。 

受访专家提醒本刊记者，要特别警惕的是国际资本直接或者间接对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的控

制。目前我国最大的93家大豆压榨(炼油)厂中，60%都已经被外资控制，此外，现行的《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规定“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储备为辅”，在该体制下，个体经营户只要具备相应资格就可

以买粮卖粮，而且只有买卖的下限，没有上限，如果热钱收购一大批具有采购资格的公司，就可以

合法地大举买卖粮食。 



跨国粮商一旦掌握大量粮源，掌握了我们的粮食加工流通关键环节，他们就能够掌控粮价，就

会打破目前稳定的国内粮价格局。而粮价一旦被他们抬高，他们一方面可以从自己掌握的粮源中获

利，同时还可与期货市场相配合，获取更大利益。 

这对我国来讲，则意味着粮价防线的失守，会影响到我国的整个宏观调控目标实现，并可能对

国内社会稳定带来影响。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我国大豆产业及植物油市场上，我们已有很深刻的教训。跨国企业垄断

大豆进口权，并掌控了我国大部分植物油压榨企业，在去年的植物油价格暴涨中，他们获利巨大，

却给我国价格调控造成巨大被动。 

粮食已成为西方国家政治武器 

与国际热钱在粮市兴风作浪相对应，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将粮食变成他们手里的重要政治武器，

国际粮食价格正被一些西方国家所操纵。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指出，当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形成一种新的政

治理念：粮价比油价对政治稳定更重要。粮食正成为美国的赚钱机器和政治武器。 

他介绍说，美国一位政客曾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

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

予夺的权力。 

美欧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而目前他们掌握的粮食正成为继能源后地缘政治中新的

王牌。美国和欧盟将成为“赢家”。它们终将使石油输出国组织中那些不听命于它们的国家屈从，

因为粮食恰恰是这些石油大国的软肋。 

多位受访专家分析，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形成，美欧等国对世界的霸权有所削弱。特别是对

石油生产国的控制能力削弱，在当前形势下，欧美国家正试图通过粮食的垄断，实现新的霸权。也

有可能使全球权力平衡出现急剧变化。 

制造全球粮食紧张有利于欧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江涌认为，美国等国家发展生物燃料是推动

粮价上涨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美国打着环保的旗号，大力发展生物能源。到2010年时，30%的

粮食收成都将用来生产生物燃料，但美国依旧拥有足够的粮食盈余。 

周立分析，发展生物能源对美国能源贡献微小，但对粮价拉动却收效巨大。美国通过玉米提炼

出的乙醇量能为其节省的汽油不到当年存储量的1%，却让全球粮价上涨了近四成。因而，尽管世界

粮食趋紧，美国仍坚持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以求进一步制造粮食紧张。根据美国最新的《能源法

案》，到2022年美国的生物能源使用量将达到360亿加仑。 

有专家强调，在此次粮价上涨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粮食危机，甚至引发动乱。这也与西方

国家的对外政策有重要关系，另一个角度解读，也是西方国家“粮食武器”使用的结果。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巨额农业补贴严重扭曲了贸易，人为压低了国际农产品价格，致使发展



中国家的中小粮食生产者和农民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转而生产其他经济作物，致使许多中小发展

中国家的粮食自给能力严重削弱。 

周立指出，近些年，一些发展中国家被纳入美国的食物体系，沦为美国食物帝国的俘虏，导致

本国自给自足的食品体系瓦解。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更重视工业，同时削

减了对农业的支持，农业总的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一直保持下降状态。近两年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农业占GDP总量下降到很低水平，农业发展不受重视而长期停滞不

前。 

菲律宾自然条件优越，境内还设有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是稻米出口

国。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转向发展高价的外销型经济作物，逐渐放任了本国的粮食生产，粮食生

产部门在未经土改的情况下，道路建设、农机、水利、作物改良、研发、推广等方面严重落后，生

产力仅以每年1%左右的幅度上升，1996到2000年间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1%。随后又在WTO框架下开放

市场，进一步打击了农业部门的生产力。 

  不仅如此，美国等国家一方面制造策划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同时，还利用其宣传工

具，将世界粮食短缺责任引向发展中国家，以引开人们的视线。他们称粮价上涨是因为发展中国家

的消费大量增长，特别是美国媒体还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该对全球粮荒负责，而它们对欧美国家

发展生物能源带来的粮价上涨却轻描淡写。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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