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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粮食产业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

◇朱坤林 殷菡笑

一、河南省粮食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粮食生产综合能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后，河南省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已

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2019年河南省

粮食产量6695.36万吨，在产量上实现新的突破，比

上年增产594万吨，增长幅度为0.9%。依据2020年

河南省统计年鉴的数据，从2004年开始，河南省粮

食产量一直在不断增加，实现“十六连丰”，增长幅度

呈上下波动，从2016年到2019年，粮食产量增长变

化很小，最高不到2%。但是，粮食作物总体产量处

于不断增加中，而且是稳中有增，粮食生产综合能力

在不断增强。

（二）粮食收购体系逐渐完善

2004年国家开始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预防谷

贱伤农、粮食产量增加收益却减少、农户售粮困难等

现象的发生，保障粮食生产及粮食市场价格稳定。

河南省政府每年出台的《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工作

方案》，包括收购粮食作物的质量、价格和标准、委托

收储仓库点、售粮农民服务等问题。同时河南省政

府委托部分综合实力强的加工企业参与托市收购，

这些企业不仅具备一定规模的自有仓库，还严格执

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并且无不良信用记录。这不仅

方便农户售粮，还降低了粮食加工企业加工用粮的

交易成本，进而推动市场运营效率的提高。

（三）储粮运粮体系不断科学化

河南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颁布实施了

《河南省粮食储备管理条例》，明确了省级粮食储备

计划和征收，具体了储存、转换利用方式。省级粮食

储备相对集中管理，及时丰富当地粮食储备库存。

初步建立了以中期和长期粮食供求总体平衡机制和

市场监测的预警机制。制定了分层次的粮食应急保

障计划，加强了粮食市场的分析和监测，确保了粮食

市场的基本稳定。按照管理办法，河南省充分利用

国债资金，做了国家储备粮库建设，狠抓工程质量，

资金预算，项目验收和新仓新粮建设工作。

（四）粮食加工企业数量日益增加

近年来，河南省食品工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

趋势，通过充分发挥“大粮仓”的优势，积极向“大厨

房”转变。基本上告别了卖原粮的历史，走上了卖产

品的历史新阶段。目前，河南省已经发展成为全国

最大的肉类生产加工基地方便面生产加工基地、调

味品生产加工基地和速冻食品生产加工基地，速冻

米面食品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方便面、饼干、小

麦粉、味精产量均占全国的30%以上，加工企业分

布在河南省各个城市，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竞争

优势。

（五）粮食消费品牌效应不断增强

2017年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实施

“优质粮食工程”，加快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各地区不仅宣传和推广当地的优质产品，企业也努

力加强建设优质粮食和粮油品牌。河南省在粮食企

业发展中始终坚持实行名牌营销策略，通过现代的

技术设备改造传统食品工业，对具有资源和品牌优

势的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扶持。加强科技研发力度，

创造出一批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环保安全的

新兴食品，通过提高产品档次，提升品牌影响力，从

而创造出了“双汇”“众品”“科迪”“三全”“金苑”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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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驰名中外的产品。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粮食产业的影响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粮食产业的积极影响

1.进一步促进粮食产业的产业链重塑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河南省粮食产业链的发

展可以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生产与加工环节相分

离、储存与消费环节相分离等，产业链脱节现象主要

是因为河南省存在许多个体农户和小型种粮户，这

些农户和散户种植的粮食作物和产品不能有效整合

起来，不利于加工企业进行统一加工生产。这些暴

露出来的问题能让政府完善粮食全产业链发展，促

进产业链重塑，推动粮食产业薄弱环节发展，让粮食

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环节都高质量发展。

2.有利于构成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

在此次疫情下，河南省粮食主要储备在产地，这

样的布局不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同时粮食流通环节

也暴露出产销区衔接不紧密、粮食收购节点布局不

合理、物流相对分散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使得农户

手中有粮食，但市场上流通的粮食少，不能满足市场

消费需求，造成粮食供给和需求不对称。针对暴露

出的问题，河南省政府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比如加

大财政和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粮食产区和粮食销区

之间的仓储物流系统，促进两者紧密衔接；建立粮食

网点收购体系，加大辐射范围，推动粮食“产购储加

销”全过程的横向联动和纵向整合。通过采取这些

针对性举措有利于构成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完善

供应链发展。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粮食产业的消极影响

1.对粮食供应链造成干扰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个国家采取“封城

封国”“限制粮食出口”等措施，对国家贸易往来产生

不利影响，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凸显。以玉米价格为

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的玉米供应存在缺

口，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但由于玉米出口国减少出口

数量或者制定出口管制政策，使得国内玉米价格不

断上涨。但是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国外疫

情也在不断消退，且随着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玉米

价格有望回落。

2.粮食进口渠道明显受阻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和传播渠道影响，国外

许多国家出台了禁止或减少粮食出口的政策，采取

了封闭主要交通干道的措施。导致货物运输成本增

加，使得包含粮食在内的多种货物物资受到较大限

制。例如，大豆主要进口国之一的阿根廷宣布自

2020年3月20日起，实行为期12天的“全国隔离”政

策，同时一些重要港口暂停贸易活动，国家的物流行

业就进入了停滞状态，造成阿根廷不能按时向进口

方交货。巴西货物运往国外的主要交通方式是公路

运输，占到全国运输量的50%以上。但受疫情影响，

巴西卡车、托运谷物的卡车运输量分别下降率26%

和11%，下降比重较大，而且谷物的运输成本还上涨

了10.5%，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出口。

3.粮食产业流通风险进一步加剧

河南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均衡，根据河南省

统计年鉴的数据，南阳市和信阳市的耕地面积远远

其它各市，耕地面积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粮

食作物产量的多少，进而会影响各市粮食作物的供

应链。受疫情影响，物流运输受到一定阻碍，使得粮

食作物从多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的难度增加，同时

也增加了价格风险。

4.粮食产业财政支持能力下降

河南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建立安全有效的粮食

安全长效机制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手中有

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对不发达地区

来讲，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及存在修建

公路、建设房地产等现象，使得劳动力人数和耕地面

积都有所下降，造成粮食生产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

减少，这个薄弱的环节就需要政府金融、财政和农业

保险等方面的支持。但河南省在粮食生产的金融、

财政等方面支持力度不足，同时在疫情影响下，存在

挤出效应，政府的财政预算可能不足，影响政府对粮

食生产的资金扶持。而且河南省财政支持一般以银

行贷款和财政支出为主，但由于银行贷款缺乏抵押

物品和农业财政支出比例小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粮

食产业发展。因此疫情形势下，保障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金融、保险和财政等方面的体系化建设会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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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冠肺炎疫情下促进河南省粮食产业发展

的对策建议

（一）有效整合粮食供应链，打造粮食产业共生

机制

河南省要有效整合供应链，首先应该打造优质

原粮供应系统，增加优质原粮的种植面积，保证优质

种子种植，优质产量收割。其次要打造现代仓储物

流体系，发挥郑州地处中原及铁路运输优势，打造大

型粮食产业园集聚区、大型物流中心，以郑州航空港

为起始，向四处延伸扩大物流范围，把郑州打造成涵

盖种植、加工、物流、储备、商贸的产业集聚区，努力

把河南省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农作物储运中心。最

后，河南省政府要加大供应链金融方面的投入，建设

信息化大数据平台，提高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

客户、预警和检测风险；积极关注粮食出口国的疫情

形势，与企业共同努力，一起协助出口国和进口企业

之间的事宜，开展高效的运输通道，缩短贸易时间，

增加粮食进口渠道。

（二）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推动粮食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河南省要立足自身实际，着力完善产业组织链，

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推进粮食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不断提高粮食大省对经济强省的贡献率。为

了加强粮食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应该从产业组

织链中的信息流入手，加强信息流通功能建设。面

对目前粮食产业链脱离、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情

况，应该通过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扶持力

度，建立健全粮食信息服务体系，利用现有的各地农

业网、粮食流通网资源，不断地充实更新内容，增加

粮食产销分析、预测以及信息反馈等，通过网络建立

起粮食生产者与市场的桥梁。

（三）持续提升粮食价值链，促进粮食产业价值

链重塑升级

面对不断频发的粮食作物病虫病害、多变的天

气灾害和其他不可预测的重大突发风险，为保证粮

食绝对安全，首先河南省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

工业促农业”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坚持用工业的

理念发展粮食产业，利用粮食产业价值链延伸所产

生的“乘数效应”，实现河南省由“卖原粮”到“卖产

品”，由“中国粮仓”向“国人厨房”和“世界餐桌”的转

变。其次面对新的发展格局，河南省要建立国家粮

食安全金融支撑长效机制，明确定位新形势下农村

金融的战略重心，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

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同时在

疫情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对国外粮食出口国的

政策和国际形势要及时知道，预防对粮食进口和粮

食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保障粮食产业的价值

链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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