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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国内外粮价倒挂局面
 □ 陈锡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当下，社会各界对粮食问题的关注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明显高

于国际市场，出现了国内外粮价倒挂的局面；二是正在推进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否会影响农民的

收入。

当前中国国内的粮价确实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从 1-9 月份的平均价格看，我国小麦批发价比关税配额

内进口到岸完税的国外小麦成本价大约高出 37%，大米价高出 42%，玉米价高出 51%。这一情形是在 2012

年以后出现的，原因何在？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近些年来政府持续提高粮食收购的最低收购价和玉米、

大豆的临时收储价。今年执行的仍是2014年定的价格。而2014年的价格和2011年相比，国内的最低收购价，

早籼稻提高了 32%，中晚籼稻提高了 29%，粳稻提高了 21%，玉米和大豆的临时收储价分别提高了 13% 和

20%。这就不难看出，国内外的价差要明显大于国内提价的幅度。由此可见，不完全是由于国内粮价上涨才

出现如此大的差价，必定有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 2011 年以来，国际粮价大幅度下跌。2008 年秋冬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

世界各国基本都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大量货币的供给之下，出现了一轮普遍的通货膨胀，

于是像粮食这样的大宗商品等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价格明显提高。但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于是

又出现了一轮新的紧缩，大宗商品的价格明显下挫，粮食价格也是如此。与 2011、2012 年时的国际粮价最

高点相比，目前的国际市场粮价下跌了 40% 到 50%。可以说，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粮价的最主要原因是

国际粮价的大幅度下跌。二是中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断上升。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

汇率至少已上涨 25%。这意味着以美元结算的农产品折算成人民币以后，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将下降 25%

左右。因此，人民币的汇率变化将明显影响到国内外粮食的差价。三是最近一两年国际能源价格暴跌，导

致国际海运价格暴跌。粮食是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基本依靠海运。2008 年，从美国墨西哥湾运到中国广州

黄埔港的运价是 135~138 美元 / 吨。到 2015 年 9 月，这个价格下跌到 32 美元 /吨。由于汇率变化和海运价

格的变化，影响到进口粮食的价格每吨至少比 2011 年之前下降了 1000 元以上。

尽管国内外粮食差价形成的原因复杂，但必须努力提高中国农业的竞争力，这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要进

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粮食补贴政策、粮食收储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有的已出台，比如对新疆的棉花、东

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大豆，正在进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2015 年 9月，东北玉米临时收储价格从去年的 1.12 元

/ 斤降到 1元 /斤。东三省和内蒙古的玉米种植户将因此减收 200 亿元。这涉及到一个复杂问题，就是既要

让农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又不能伤害农民的合理利益，难点就在于此。对此，中央明确了粮价改革的指导

思想，即价格形成由市场决定，农民利益由政府保障。这个改革将会通过价补分离的方式逐步推进。

来源：《财经》

打胜农村综合改革攻坚战
 □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央近日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对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发展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这

个方案的突出特点，是市场化改革取向明确，敢于面对改革难点，配套改革思路系统成熟，地方经验受到

高度关注。文件内容重申了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农村改革既定方针，总结了近几年改革探索所取得的好的

经验，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需要改但怎么改尚无把握的难点问题。理解好此项改革实施方案的这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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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存量土地“要”地
 □ 张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做好低效用地的二次开发是缓解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的必然要求。相对土地的初次开发而言，

所谓土地的二次开发，是对现有土地存量的优化与配置，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过程，其针对的主要

是废弃、闲置、未被完全利用等低效利用的土地。从先行国家的用地发展规律来看，随着新增建设用地外

延扩张到一定阶段后，都会进行存量土地的二次开发。 

推进土地的二次开发，涉及多方面问题，必须破除制度约束，建立健全相应的利于土地二次开发利用

的体制机制，才能更好发挥这些“闲置”土地的经济价值。

第一，坚持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科学编制建设用地“二次开发”专项规划。应该根据地区的城市总体

发展规划，对可以用于二次开发的存量土地，结合用地需求、开发潜力、利用条件等因素，编制可开发用

地的“二次开发”专项规划，明确二次开发的主要目标、改造方式方法、重点开发范围、推进步骤。 第二，

健全土地收储制度，完善改造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可以通过健全土地收储制度，建立合资入股、共

同开发等方式进行开发，由土地原持有人加入到开发过程中，分享到开发的收益，从而将改造的一部分收

益返还给被改造土地的持有单位或个人，建立兼顾政府、改造投资主体、原持有单位或个人的多方共享的

改造收益分配机制。第三，探索实行灵活的土地开发方式，应为原用地主体自行按照政府规划进行二次开

发创造条件。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除了招拍挂进行公开招标开发以外，创新多种方式参与到二次开

发中，增强原持有人释放土地、参与土地二次开发的积极性。 第四，有针对性地解决纳入二次开发范围的

历史违规用地的合法化问题。兼顾各地发展历史和土地管理政策的延续性，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对

这些用地进行全面摸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类型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法。第五，建立专门的二次开发协

调与监管机制。要加强对于开发范围、规划编制与审查、开发实施情况监控等二次开发全环节的监管，防止走偏

和变相违法。通过设立投诉平台等方式，畅通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方能对未来农村改革有一个基本把握。

此项改革实施方案对近年来农村领域基层干部和群众呼声强烈、认识比较一致的问题，提出明确应对

办法，体现了高层顺应民意的改革决断能力。例如，多年来基层干部对项目设置细碎、花钱不问效益的支

农体制弊端抱怨甚大，有的地方大胆突破政出多门的羁绊，将支农资金捆绑使用，取得了良好效果。解决

这个问题的难点不在下面，而在上面。此次中央发布的改革实施方案直面这个“伪难题”，首次明确要求大

力清理、整合、规范涉农转移支付资金，对“小、散、乱”及效果不明显的涉农专项资金要坚决整治。今

后要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切实提高涉农资金投入

绩效。中国幅员辽阔，总有勇于探索的改革者走在前列。肯定地方的有益经验，放权让地方施展拳脚，是

去除改革梗阻的不二之途。

改革有真难题，焦点则是农村产权改革。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不下工夫，产权交易就没有效率，市场在

农业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一句空话。中央发布的这个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明确界定农民的

集体成员权，明晰集体土地产权归属，实现集体产权主体清晰”。这是改革的操作难点，也是认识难点。依

笔者理解，必须将“集体经济成员权”与“社区成员权”二者清晰分开。这是改革突破的认识前提。此项

改革综合实施方案，允许在一定条件下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探索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

机制”，允许“开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给改革突破提供了契机。笔者认为，这是此项改

革实施方案的最大亮点，其意义之大不可估量。中国农村改革攻坚战的成败在此一举。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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