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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业强国战略研究系列报告（1）】 

 

树立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系统观与新理念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实现世界农

业强国的首要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的新提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对于完善

建立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新理念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认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意义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定义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

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其内涵包括了确

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或谷物、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以及确保所

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等基本含义。关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

方位夯实绿色安全根基的新提法，可以从时代性、全面性、系统性三



 

 

第 2 页 共 6 页 

 

方面分析其重要意义。从时代性而言，我国在人均收入达到 1.2 万美

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4%的工业化城镇化新阶段，已经稳定实

现口粮（小麦和稻米）自主供给绝对安全，全年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在这个新阶段的粮食安全观必须从更高层次进行全方位地

新考量。从全面性而言，传统的粮食安全观主要集中关注本国的小麦、

玉米、水稻等谷物的供给能力，而当今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多样化多元化食物需求不断增加，以“吃得饱”为主的粮食安全观要

向“吃得好、吃得健康”的大食物安全观逐步转变。从系统性来讲，

常规农业时期的粮食安全主要关注粮食生产系统，而未来的粮食安全

需要从生产－消费全链条系统的角度、从国内－国际系统角度、从生

产－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新的粮食安全战略考虑。 

系统分析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战略的主要经验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千百年来始终把粮食问题摆在

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突出的一条特征和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千

方百计确保本国粮食安全为前提基础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不

忘“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教训，始终铭记要把中国人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国成功地解决了 14 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以

占全球 9%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 22%的人口，总体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跨入人均占有粮食 450 公斤以上的常态化粮食相对安全国家行列，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也逐步形成了切实可行、科学正确且对全球具有重

要示范意义的中国全方位粮食安全的系统性战略体系，可以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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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坚持”：坚持优先保障口粮绝对安全战略、坚持谷物基本自给

为主适当进口调剂战略、坚持满足人民生活健康大食物供给战略、坚

持确保耕地与水资源两大核心基础体系保障战略、坚持以农业科技创

新支撑粮食安全战略、坚持确保种粮农民积极性政策调控战略。我国

在牢牢端稳自己饭碗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六个坚持”的粮食安全系

统观，不仅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特色，也为解决好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 

树立新时代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新理念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粮食安全绝非高枕无忧，仍然面临诸多新

问题与新挑战，主要表现在：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态势趋旺，食物

需求多样化趋势明显；国际农产品进口扩大，国外依赖程度高居不下；

耕地、水等主要农业资源有限，粮食实际产能目前已经接近自然资源

阈限；耕地质量总体欠佳，农业灌溉用水矛盾日趋加剧；单产、水肥

效率、饲料转化率等体现粮食科技水平的指标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

不少农业生物种质资源供给面临“卡脖子”风险；粮食流通与消费的

食物浪费惊人等，这些既有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有新阶段出现的新

问题，表明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必须深刻领会二十大

提出的全方位粮食安全新思路，在宏观战略上，树立六大新理念。 

一是树立“藏粮于种”理念，加快现代种业强国建设。始终牢记

种子是“芯片”，是粮食安全根基之核心。面对我国生物种业自主安

全的重大挑战，要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集中优势加速创制具有自

主产权的生物新基因、新种质及战略性新品种，特别是要重视超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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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优质新品种开发，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生产水平。 

二是树立“藏粮于地”理念，强化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耕地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策略上，坚持“量

质并重”，既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数量不能减少的红线，也要确

保耕地质量不能下降的底线，两手都要硬。要着力研究形成解决耕地

“退化、沙化、酸化、盐渍化、污染化、干旱化”等突出问题的系统

化技术解决方案。到 2035 年，要着力规划建设高标准、高质量、高产

量“三高”粮田工程，创建近 2 亿亩的“吨粮田”，集中改良 3 亿亩

中产田，夯实持续增产基本盘。在此基础上，坚持“用养结合”，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稳步实行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和保护性耕作制度等，

确保宝贵耕地永续利用。 

三是树立“藏粮于技”理念，全方位提升粮食产业现代化水平。 

针对我国粮食生产面积大、分布广、种植制度多样的国情，坚持良种

良法良机良制“四良”结合，构建机械化、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

为一体的现代粮食生产系统。着力创新生态绿色、丰产高效种植制度，

开发精简化、标准化、智慧化种植管理技术体系。着力完善构建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力争挽回每年 1 亿吨以上的病虫害粮食

损失。着力构建低碳智能化粮食生产装备及应用技术体系，到 2035 年

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四是树立“藏粮于水”理念，构建高水效粮食生产体系。水利是

农业的命脉。水资源短缺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刚性约束。我国人均

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的 1/3，单位耕地面积的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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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我国灌溉农田对粮食产量的直接贡献率达到 36.3%。根据中国

工程院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在当前技术水平下，到 2025 年，全国农

田灌溉缺水量达到 136 亿 m³。在充分提高农作物水分效率的技术条

件下，我国农业具有潜在节水量 350 亿 m³，如果折算为扩大灌溉农田

则可增加粮食产量约 6800 万吨。发展高水效农业潜力可观，加快发

展高水效农业是确保全方位粮食根基的重要举措。 

五是树立“藏粮于链”理念，大幅度减少粮食等农产品的产后损

失。我国是食物生产大国，也是食物浪费大国。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

显示，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率高达 7%左右，蔬菜、水果等食物产后损

失率更高。究其主要原因除了消费习惯外，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主要存

在粮食等农产品加工储藏能力与粮食产业生产规模不匹配、农产品储

运设备与技术水平不高、农产品加工储运企业现代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要树立“节约减损就是食物增产”的大食物观意识，在严格贯彻执行

国家有关反对食物浪费法律法规基础上，着力加强产后减损重大设备

与关键技术研发，着力构建与农业生产大国相适应的现代化农产品产

后供应链、加工链、流通链体系。  

六是树立“大食物观”理念，拓展食物资源供给新途径。食物供

给的最终目标就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美味佳肴和健康长寿的

各种需要。目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

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总体上进入了更加多样、更加营养、更加安

全的新阶段，传统的以主要粮食供给为主导的食物供给体系已经难以

满足人民生命健康的迫切需要。要全面贯彻落实大食物观，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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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径开发多元化食物资源，才能实现各类多元化食物供求平衡，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吃得更加健康的食物消费需求。在坚持生态优先战略

前提下，从科技创新、政策创新、产业创新等多方面发力，因地制宜，

统筹推进，逐步构建形成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

农业要食物、向微生物要食物的多途径、多元化食物安全供给保障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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