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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谈粮食安全：自给有余，秋收有望

经济回升 国企营收利润连续两月正增长

涨幅处于合理区间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7月，稻谷、小麦、玉

米三大主粮集贸市场均价每百斤122.4元，环

比涨0.2%，同比涨1.7%，其中稻谷价格涨幅最

小，小麦次之，玉米价格涨幅较为明显，收购、

批发环节粮价涨幅偏大。

自1月以来，玉米集贸市场价格当期值连

续7个月上涨，7月当期值达每公斤2.26元。唐

珂介绍，自从5月28日国家临储玉米竞价销售

启动以来，持续高成交、高溢价，玉米市场价

格继续走强，目前，东北、华北的玉米平均收

购价已分别达到每吨2150元和2400元左右，

比年初上涨约30%，短期涨幅较为明显，同比

涨幅也将近25%。

对此，农业农村部展开调度分析，认为玉

米价格属于恢复性上涨，大体处于合理区间，

并且当前玉米市场供应总体有保障，后期价

格将逐步趋稳。

而小麦方面，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

底，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普遍上涨至每斤

1.12-1.22元，比开秤初期高了大约2-6分

钱。比去年同期高了3-8分钱，其中山东小麦

收购价每斤1.17元之上，比去年同期高了8分

钱左右。

唐珂表示，从当前我国小麦市场供需的

总体形势看，小麦连续多年丰产，库存充足，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小麦供给问题。此外，小麦

价格变化具有阶段性特征。“主要是近期玉米

价格上涨明显，部分地区玉米价格高于小麦，

一些饲料企业增加小麦的采购，替代玉米作

为饲料，市场看涨的预期就增强了，部分农户

和贸易商惜售的心理又进一步推高了价格。

后期，随着玉米价格企稳，小麦价格继续上涨

的可能性不大。”唐珂说。

他还强调，各方要理性看待农产品价格

的正常波动，价格的合理上涨有助于激励生

产供给，促进市场供需平衡。

对于下半年的粮价走势，社科院农业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预测：“粮价总体稳

定，不同品种可能上涨，带动整体粮价小幅度

上涨。”

全国工商联农业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孙

文华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国家调控角

度来说，粮价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秋粮长势总体不错

“粮食市场很稳定，供应很充足。”李国祥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提到，“十四

五”期末，我国大概会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

缺口，其中谷物占2500万吨。针对这一说法，

唐珂表示，社科院报告中讲的粮食缺口指的

是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产需缺口，而不是实

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

“产需缺口是自己生产的和自己需要的

之间有缺口，供求不存在缺口，只有偏紧或偏

松。”李国祥解释。

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也回应道，目

前国家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生产方面，潘

文博表示，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五年保持

在13000亿斤以上。“去年粮食产量是13277

亿斤，人均占有量是472公斤，远高于人均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夏粮产量2856

亿斤，增24.2亿斤；早稻产量546亿斤，增20.6

亿斤，连续七年下滑后恢复增产。

“如果后期不发生大的灾害，全年还将

是一个丰收年。”唐珂称，从农情调度的情况

看，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尽管局部旱涝

灾害较重，但灾后生产恢复及时有效，秋粮

长势总体不错，粮食生产稳中向好的态势没

有改变。

库存方面，农业农村部也表示，近年来

我国口粮库存持续保持高位，目前全国稻

谷、小麦库存水平大体相当于城乡居民一年

的消费量，玉米库存虽然消化较快，但市场

供给有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关部

门适时加强了储备投放和应急保供，市场供

给平稳有序，市场上不缺粮、不缺油。”唐珂

介绍。

“如果南方洪涝灾害影响产量，从北方调

粮食过去也很方便。”孙文华补充，交通运输

的发展也为粮食的跨地域调节，保障地域性

的粮食供应提供了便利。

他还提出，考虑到城镇化因素，现在的粮

食供应更多是从保障角度来说的，现代人对

粮食的依赖性没有那么强。

“和历史上的农业时代不同，一方面，人

们对食品的加工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现代人

的营养结构发生改变，许多人开始选择素食，

减少碳水摄入，饮食变得更加多元化。”孙文

华对北京商报记者称，当今时代，从需求角度

而言，基础粮食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有

所减弱，“城市居民对传统粮食的需求没有农

业社会时期那么大了”。

粮食结构有待调整

“国家的粮食供需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

性矛盾。”潘文博在会上表示。

对此，李国祥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称，我

国粮食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口粮充足，饲料

粮不足。“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结构，二是产出

不足的粮食要扩大进口，目前我国的粮食进

口依存度大概是20%。”

对于谷物，潘文博称，我国能够做到基本

自给，保证自给率在95%以上。“三大谷物中，

稻谷平衡，略有盈余，小麦供求平衡，玉米前

几年库存较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玉米

的结构已经趋于合理了，面积稳定在6亿亩以

上，供求基本平衡。为调剂品种余缺进口一部

分谷物，但是这部分进口谷物的总量还是偏

少的。2019年净进口谷物是1468万吨，占国内

产量的2%左右。”

目前，我国产需缺口大、需要大量进口的

粮食品种主要是大豆。

“前几年我们的大豆面积一度减到了1亿

亩以下，这几年我们搞大豆振兴计划，大豆面

积连续几年恢复增加，去年恢复到1.4亿亩，是

历史上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大豆还有缺

口，产不足需，而且产需缺口逐年加大，每年

进口8000万-9000万吨，这是由我国的资源

禀赋决定的。”潘文博坦言，适度进口是新形

势下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大豆进口量曾达到9553万吨的

历史峰值。唐珂表示，这种进口有效满足了国

内蛋白饲料和油脂的需求。“未来我国大豆进

口仍将保持高位，通过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稳

步拓展大豆进口来源，有效弥补国内产需缺

口、保障国内市场供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他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余晓宇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8月
26日，财政部发布2020年1-7月全国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经

济运行情况。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利润总

额月度同比连续两个月实现增长，1-7月

同比降幅继续收窄，经济运行回升态势进

一步巩固。

7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2.7%，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4%，

实现“双增长”。

放到1-7月的总额来看，营业总收入

330158.4亿元，同比下降3.5%，较1-6月降

幅收窄1.4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

186879.7亿元，同比下降5.9%，地方国有企

业143278.7亿元，同比下降0.3%。

1-7月利润总额14763.1亿元，同比下降

30.4%，较1-6月降幅收窄8.4个百分点，其中

中央企业9808.1亿元，同比下降30.3%，地方

国有企业4955亿元，同比下降30.5%。

此外，7月国有企业应交税费较去年同

期增长5.7%。1-7月，国有企业应交税费

25969亿元，同比下降4%，其中中央企业

18733.6亿元，同比下降4.6%，地方国有企

业7235.4亿元，同比下降2.5%。资产负债率

64.6%，较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1-7月营收和净利率都出现了同比下

降，主要原因是受疫情以及外部环境影响，

另一个原因是不少国有企业响应中央降低

社会成本号召，降低了资费或者房租等。但

6月以来，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国企

的经营情况好转，营收和净利润指标出现

了同比上升。”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研究员吴刚梁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此

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半年决心做到

“两个力争”，即力争绝大多数中央企业效

益持续较快增长、力争中央企业总体效益

实现正增长，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

来，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作出

更大贡献。

下半年，国企如何实现进一步增长？在

吴刚梁看来，在构建“双循环”新格局背

景下，国有企业接下来有望在新基建方

面发力，加大投资力度并带来业务增长；

另外，《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即将出

台，将为国有企业释放改革红利，国有企

业将通过混改、员工持股和职业经理人

制度等改革措施，经营活力将增强，实现

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作为稳投资和稳增长的重要

突破口，为经济提速开拓更多创新空间。在

“新基建”建设过程中，央企、大型国企将是

投资主力军。在以高科技为核心的新基建

引领下，国有企业的优势或将被激发。

8月26日， 深圳经济特区已满40年，
刷屏。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40年， 数字不会说谎。 深圳GDP，从

1.69亿元增长至2.69万亿元， 超过万倍。但
更让人高山仰止的是，深圳站上科技之巅。

当年的一个小渔村， 从代工和山寨起
步，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力，在新世纪初
果断“腾笼换鸟”，变成一个充满经济活力
和创新潜力的城市，不仅励志，也是样板。
这其中，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
所享有的政策优势毋庸讳言， 包括百废待
兴之时在港央企的北上支援，都功不可没。
但持续40年的增长， 产业不断升级却始终
不被“抛弃”，还是内因起主要作用。

20年前，曾有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
的文章流传很广，被看做是深圳的“盛世危
言”和身份危机。事实证明，深圳没有被谁
抛弃， 反而成为了高科技公司和头部公司
的麇集之地， 成为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南方
重镇。

对比香港，我们看得更明白。香港过度
依赖服务业，制造业基本空心化。而深圳则
既有金融又有高端制造，还兼有创新，构成
一个稳定的产业“大三角”，可谓面面俱到。

我们看到，一方面，深圳是华为、腾讯、
招行、平安、万科、顺风等品牌企业的总部
所在地；另一方面，深圳拥有全国最多的上
市公司，市值超过10万亿元，仅次于北京，
可谓是集团优势。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事物

是十全十美的，比如深圳的土地愈贵，文教
偏弱，这都影响着它的竞争力，但这种向前
冲的势能最为难得。

深圳的发展史，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一条轨迹。而深圳的产业升级之路，从依靠
廉价劳动力到依靠服务和创新， 又成为中
国经济转型的一面镜子。 作为改革开放的
“风气之先”和“大成之作”，深圳的成功毫
无疑问就是改革开放的成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我们重新发现
深圳40年的意义，简言之就是做对一件事：
尊重市场规律。深圳的崛起，有其传奇性，
但并无任何特殊之处。最简单的常识，往往
蕴藏着最深厚的力量。

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有的人生在罗
马。条条大路通深圳，则没有嫡庶之分。大
家来自五湖四海， 没有什么户籍优越感，
也不迷信计划和权力，只有在市场之手的
指挥下，不认命的奋斗精神、不自觉的商
业意识，以及“不怎么管”的营商环境，最
终氤氲出深圳的奇迹。临时抱佛脚的尊重
市场规律， 一年两年容易，40年耐得住骚
动，便要“封神”了。

让我们将时间指针拨回到36年前，一
位老人家在目睹巨变之后欣然题词，“深圳
的发展和经验证明，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
政策是正确的”。

40不惑。从深圳北望神州，逻辑一以
贯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
越大。

“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粮价稳中有涨，品种间走势有所分化，不同环节价格波动有所

差异。”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在8月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会上，农业农村部对近期热门的粮价走势与粮食安全问题作出回应。唐珂表示，从后

期走势看，我国粮食生产供给完全有保障，以我国为主确保粮价平稳运行的基础较好，再

加上国际上玉米、大豆等多数大宗农产品供给充足、价格低位运行，国内粮价缺乏大幅上

涨的条件，预计随着秋粮陆续丰收上市，我国粮食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主要进口产品

近两年来
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额在

1300亿-1500亿元左右

出口额在

750亿-800亿元左右

2019年

占农产品进口的

45%

大豆

肉类

乳制品

个人账户可为家人就医缴费

单位缴费不再纳入个人账户，并不意味

着医保待遇降低，因为个人账户也在扩充

支付范围。

《征求意见稿》提出，探索个人账户用于

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等的个人缴费。

具体来看，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

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发生

的政策范围内自付费用；也可以用于支付

职工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用耗

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特别强调，改革

后医保待遇不会减少，门诊保障待遇增加，

且不增加个人负担。

对于改革后的医保个人账户，仇雨临表

示，个人账户本身就具有支付“小病”的功

能，建立门诊统筹的政策需求也为个人账

户的调整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保留个人

账户并扩充其功能，包括维持现有的支付

门诊费用、药店买药的功能，允许用个人账

户支付家庭成员医保费用，也可以探索用

于更多与医保相关的领域。

“在短期内，可以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门

诊费用，社会统筹基金予以同步补充；长期

看，随着门诊统筹待遇在保障的病种和服

务范围、保障的水平、保障的人群等方面的

完善，职工医保参保人的门诊就医可以得

到更加充分的保障。”仇雨临说。

医保拟推新政 门诊报销50%起步

我国粮食自给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