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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约束下中国农产品进口策略分析
———基于虚拟耕地视角的研究

周曙东　 陈　 昕

［摘　 要］　 基于虚拟耕地的视角，本文提出了一种以解决耕地资源短缺为目标的农产品进口策

略，并运用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对策略效果进行情景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实施全面开放的油料大

豆进口策略，比基准期节约出 １７６ 万公顷豆田，其中 １２３ 万公顷转化为粮田，使谷物自给率提高

１． ３５％；实施全面开放的油料大豆进口和有限开放的棉花进口策略，比基准期节约出 ２４３ 万公顷棉

花、大豆的种植田，其中 １４２ 万公顷转化为粮田，使谷物自给率提高 １． ８５％；实施全面开放的油料大豆

进口和有限开放的棉花与玉米进口策略，能够优先保证口粮的绝对安全，使稻谷、小麦的自给率分别

提高 ２％和 ２． ２％。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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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形成了“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格局，农产品进口贸易

往往是国内供给出现明显不足才不得不进行，进口方式缺乏规划性与开发性，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

的海外供应渠道，极易遭遇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 ２００４ 年发生的“大豆风波事件”，由

于缺乏完善的进口策略，中国进口大豆引发了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大量中国企业不得不在高价

位购买大豆，而在随后的价格回落过程中遭受了巨额亏损。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

格出现了频繁剧烈波动，问题的根源在于耕地总量不足，各级地方政府要保证粮食安全，增加粮食播

种面积，其他农产品的面积就无法得到保证，从而出现“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油你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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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掌”、“花你钱”等现象。在有限且不断下降的耕地资源约束下，一种农产品种植面积的扩大意

味着其他农产品种植面积的缩小，单纯从区域内已很难解决农产品供需失衡问题。因此，面对耕地

资源的日趋紧张局势，中国亟需找到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行统筹管理。

“虚拟耕地”的概念借鉴于 Ａｌｌａｎ（１９９３）的“虚拟水”，“虚拟水”指在生产商品和服务中所需要的

水资源数量。由于农业生产对耕地资源的特殊依赖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尝试将“虚拟水”研究

方法运用到耕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研究中，并界定“虚拟耕地”为国家（进口国或出口国）要生产相

当数量的农产品所需投入的耕地资源数量。Ｗｕｒ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等（２００６）认为由于农产品生长发育过程中

必须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资源为其提供生长所需的物质环境条件，因此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和地区

可以通过进口农产品的方式来节约出自身耕地资源。李晓俐（２０１１）、赵振然（２０１１）、Ｓｏｒｉａｎｏ 等

（２０１３）理论分析了建立基于虚拟耕地的农产品进口策略的战略意义，认为耕地匮乏国（地区）可以通

过主动进口外国可以大量生产的农产品，置换出国内宝贵的耕地资源，确保自身的粮食安全和农产

品的有效供应；成丽等（２００８）、Ｖｏｎ等（２０１０）、林桂军等（２０１２）、Ｑｉａｎｇ 等（２０１３）、Ｖｅｒｈｏｅｖｅ 等（２０１５）

运用虚拟耕地的理论与方法，对国家（地区）间的农产品贸易对耕地资源节约的效应进行了核算；

Ｋｅｑａｉｎｇ等（２０１１）、王蕾等（２０１１）还探讨了将虚拟耕地方法运用到建立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可行

性。总的来说，已有研究大多忽略了对未来中国将面临的耕地资源短缺数量的核算，也很少提出较

为具体的农产品进口策略并结合数值模型进行策略效果分析，导致虚拟耕地的研究普遍缺乏了后续

实证数据的支撑。本文基于虚拟耕地的视角，结合国家宏观政策，构建出逐步开放的农产品进口策

略，并运用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对策略效果进行情景模拟分析，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农产品进口策略调整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农产品进口策略调整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机理。假设某耕地资源匮乏国的交易完全

自由、信息完全公开、技术条件不变，除耕地以外的各项生产要素均供应充足，生产要素能够在谷物

产品与非谷物产品间任意转换，不存在耕地闲置。图 １（Ⅰ）为非谷物产品的市场局部均衡，横轴 Ｑ为

产量，纵轴 Ｐ为价格，Ｓａ为非谷物产品的供给曲线，Ｄａ为非谷物产品的需求曲线。图 １（Ⅱ）为农业生

产可能性曲线，横轴 Ａ为非谷物产品的产量，纵轴 Ｂ为谷物产品的产量。由于该国耕地资源十分匮乏

且不存在耕地闲置，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主要取决于耕地资源数量，且两种农产品的均衡产量组合

点位于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种植结构取决于农产品相互间的争地能力，竞争力越高的农产品所

占用的耕地资源数量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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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农产品进口策略调整对种植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在封闭条件下，图 １（Ⅰ）中 Ｐ０ 为非谷

物产品的均衡价格，Ｑ０ 为非谷物产品的国

内产量。图１（Ⅱ）中 Ｅ０点为两种农产品国

内均衡产量组合点，Ｙ０ 为谷物产品的国内

产量，Ｙ２ 为粮食安全目标下的最低谷物产

量，Ｙ３ 为谷物完全自给的产量。传统上，政

府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对谷物生产者

发放大量的补贴，以提高谷物产品对非谷

物产品的种植竞争力。耕地资源短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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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府补贴额度与谷物产品的供需缺口成正比，缺口越大，财政负担就越重。事实上，中国的粮食补

贴额度已经从 ２００４年的 １４６亿元增长 ２０１３年的 １７００多亿元，继续提高补贴将遭遇ＷＴＯ 关于农业补

贴的“黄箱政策”的限制（陈锡文，２０１３）。

在非谷物产品小幅开放的条件下，图 １（Ⅰ）中非谷物产品的均衡价格从 Ｐ０ 降至 Ｐ１，国内产量从

Ｑ０ 降至 Ｑ１，进口量为 Ｑ１Ｈ。由于农产品一般较缺乏需求弹性，因此有效供给量从 Ｑ０ 只升至 Ｈ，两个点

距离接近。图 １（Ⅱ）中两种农产品国内均衡产量组合点从 Ｅ０ 移动至 Ｅ１，即进口促使国内更多的耕地

资源用于生产谷物。不过由于贸易政策的限制，非粮产品进口所节约出的耕地资源尚不足以保障粮

食安全。从实际情况来看，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稻谷、小麦、玉米进口量分别达到了 ３３５ 万吨、３６９ 万吨、４９５

万吨，粮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

上述分析说明较为开放的非谷物产品进口市场可以缓解耕地紧张压力，提高谷物的自给能力。

下面，我们尝试分析不同开放程度的农产品进口策略会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１）实施非谷物产品有限开放的进口策略。在这种策略下，非谷物产品进口量扩大到 Ｑ２Ｈ 与

Ｑ３Ｈ３ 区间，非谷物产品的国内产量降至 Ｑ２ 与 Ｑ３ 的区间，节约出的耕地资源使得谷物产量得以提高，

实现了粮食安全目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２０１３ 年的大豆进口量为 ６３３８ 万吨，折算播种面积为

３４８３ 万公顷。假设没有这部分大豆的进口，而是占用谷物面积来满足这部分的大豆需求，那么谷物产

量将会下降 ３８． ９％。

（２）实施非谷物产品全面开放的进口策略。在这种策略下，扩大非谷物产品进口量到Ｑ３Ｈ３以上，

谷物产品实现了完全自给，但是以大幅牺牲非谷物产品的自给能力为代价。此外，由于进口对非谷物

产品的冲击较大，节约出的耕地资源可能大幅超出了谷物完全自给所需的数量，可能导致两种农产

品的国内均衡产量组合点位移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内，即耕地资源未能在农业部门得到有效配置。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本文尝试将虚拟耕地折算法和数学模型法相整合，构建农产品进口策略分析的技术路线图（图

２）。构建过程包括了四个阶段：第一步，定量预测未来农产品供需缺口下的耕地资源缺口数量，这个

部分将主要引用权威机构的供需预测结论，并结合虚拟耕地折算法进行估算。第二步，选择最优的

进口组合方案，由于同样的耕地资源缺口下有不同的农产品进口组合方案可以采用，怎样选择取决

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这个部分将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主要依据。第三步，根据农产品进口策略

目标，主动开拓海外农产品市场的出口潜力，提前让农产品出口大国稳定增产，这个部分涉及到海外

农地投资，篇幅原因，留待以后进一步分析。第四步，数值分析农产品进口策略调整会对农业生产带

来的影响，给予进口策略制定以实证数据的支撑，这个部分将采用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进行模拟

分析。

（二） “虚拟耕地”折算法

有关虚拟耕地的计算可分为两个角度，一是从农产品生产者的角度将其定义为在原产地生产该

产品所使用的耕地数量，二是从农产品消费者的角度将其定义为在消费地生产该产品所需要使用的

耕地数量。本文的出发点是解决中国的耕地资源短缺情况，因此，本文选择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核算，

即考察大农产品贸易对中国耕地资源的影响。成丽等（２００８）、Ｖｏｎ 等（２０１０）、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等（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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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产品进口策略分析的技术路线

Ｖｅｒｈｏｅｖｅ等（２０１５）等学者对于虚拟耕地的折算方

法基本一致，普遍应用的计算公式为：

ＥＭＶＬｔ（ｐ）＝ ＥＭｔ（ｐ）／ ＳＹｔ（ｐ）

其中 ｔ为年份，ＥＭＶＬ（ｐ）是当年农产品 ｐ 的虚

拟耕地进出口量，ＥＭ（ｐ）是当年农产品 ｐ 的进出口

贸易量，ＳＹｔ（ｐ）为当年农产品 ｐ的单位面积产量。

（三） 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的基本结构

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是一个农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能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模拟各种自

然条件、社会因素、农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可能影响，也为

政策决策部门进行农业预测、政策评价及政策模拟提供数量依据。供给方面，模型考虑了各项农产

品成本费用的投入，包括农药、化肥、机械、灌溉、农膜等。需求方面，模型包括了居民消费、工业消

费、饲料消费、种子、库存、损耗等。模型涵盖了 １３ 个种植业品种，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棉花、

油菜籽、花生、烤烟、蔬菜、苹果、柑桔、茶叶和相关主副产品。模型的目标方程是追求生产者剩余和

消费者剩余的极大化，通过农产品需求量和需求弹性确定各个种植业产品的需求曲线，根据各地资

源禀赋条件设定众多的生产约束性方程，在供给曲线上求解出各地各种农产品生产的最优生产规

模，在供需曲线交点上求解出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周曙东等，２０００）。

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的目标方程如下：

Ｏｂｊ ＝ ∑［ａｌｐｈａ·ＸＤＣ ＋ ０． ５ｂｅｔａ·（ＸＤＣ）２］
＋∑［ａｐｈａｒ ＋ ｂｅｔａｒ·（ＸＤＣ）ｒ － ａｌｐｈａｒｒ － ｂｅｔａｒｒ·（ＸＤＣ）ｒｒ］（ＸＴＣ）ｒ，ｒｒ
－∑（ＩＮＣＲＰＲ·ＩＮＣＲＱＵ）·Ｘａｃ
－ ｆｃ·∑（ｄ·ＸＴＣ）
－∑ｃｌａｂ·ｌａｂ２

－∑０． ５Ｘ′·ｄｉａｇ（ｎｌｃｏｃ）·Ｘ
－∑０． ５ｄｅｌｔａ′·ｄｉａｇ（ｎｌｃｏｃ）·ｄｅｌｔａ
式中，ＸＤＣ表示需求量；ＩＮＣＲＰＲ为农业投入物价格；ＩＮＣＲＱＵ是农业投入物数量；Ｘ 为农作物生

产水平；ｃｌａｂ为非线性劳动成本方程参数；ｌａｂ是劳动使用量（工日）；ｎｌｃｏｃ为非线性风险成本方程参

数。

约束方程：

∑ Ｘ　 ＲＥＳ≤∑ ＬＡＮＤ 耕地面积约束

∑ Ｘ　 ＩＲＲＩ≤∑ ＷＡＴＥＲ 灌溉水资源约束

∑ Ｘ　 ＤＡＹ≤∑ ＬＡＢＯＲＤＡＹ 劳动力约束

式中，ＲＥＳ是分配给不同作物的播种面积；ＬＡＮＤ 为能够提供的总播种面积；ＩＲＲＩ 为不同作物的

灌溉水需要量；ＷＡＴＥＲ是能够提供的灌溉水总量；ＤＡＹ是不同作物的人工需要量；ＬＡＢＯＲＤＡＹ是能够

提供的劳动力总量（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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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农产品进口情景方案的比较分析

（一） 基准方案设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模拟分析不同的农产品进口情景方案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效果。基准期设定在 ２０２２ 年，将模型中人口、城镇化率、主要农产品需求、单产等数据外推到权威机

构的预测水平，将耕地设定为 １２０１８． ６９ 万公顷①，将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进口量分别设定为

４００ 万吨、２５９ 万吨、７２０ 万吨、７４００ 万吨、３５０ 万吨。未来人口、城镇化的数据来自粮农组织 ＦＡＯＳＴＡＴ

数据库；未来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的需求、生产数据整理自经合组织与粮农组织联合发布的

报告（ＯＥＣＤ＆ＦＡＯ，２０１３）和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毛树春等（２０１０）的研究。稻谷、小麦、玉米进

口量是根据粮食安全目标、进口关税配额及权威机构需求预测整理计算所得，大豆、棉花进口量是在

种植结构不变假定下，结合权威机构的需求、单产等预测结论整理计算出的供需缺口数量。

本研究根据虚拟耕地视角设计出 Ａ、Ｂ、Ｃ 三个农产品进口情景方案，三个方案为逐层递进的关

系，即每个方案均用前一个方案的模拟结果为设计的前提依据，每个方案均比前一个方案的市场开

发程度高一些。

（二） 大豆进口情景设计及模拟结果分析（情景方案 Ａ）

１． 基于虚拟耕地的大豆进口情景设计

基准情景下的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自给率分别为 ９６． ３７％、９６． ０６％、９０． ８３％。２０１４ 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有些专家指出谷物基本自给是指三大谷物自给

率要在 ９５％以上，口粮绝对安全是指小麦、稻谷自给率要在 ９８％以上（赵永平、冯华，２０１３）。要实现

以上的粮食安全目标，中国三大谷物的播种面积缺口总量为 １９４ 万公顷。要解决这样的耕地缺口，

就需要从非谷物产品中节约出相应的播种面积。当前，中国的大豆消费用途主要分为压榨和食用两

个方面，国家政策限制进口大豆只能用于压榨用途。基准情景中的国产大豆模拟产量为 １４４９ 万吨，

预计有不少于 ４００ 万吨被用于压榨用途②，将这部分大豆全部替代出去，理论上可节约出 １８０ 万公顷

的大豆播种面积。为了分析实施这样的全面开放油料大豆进口策略的政策效果，将大豆进口量从基

准期 ７４００ 万吨提高至 ７８００ 万吨，以此作为情景变量代入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进行模拟分析。

表 １　 情景方案 Ａ下的谷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变化 单位：％

区域
稻谷 小麦 玉米 三大谷物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全国 ０． ７ ０． ６８ ０． ６６ ０． ６４ ２． ４９ ２． ４７ １． ４２ １． ４３
华北 ２１． ８６ ７． １６ ０． ９２ ０． ９７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９７ ０． ５７
东北 ９． ９９ ９． ７３ ６． ４４ ５． ９６ ６． ９７ ６． ５８
华东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８２ ０． ７６ ２． ３２ １． ８４ ０． ９６ ０． ８２
华中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１４ ０． １４
华南 － ３． ９５ － ４． ０９ － ７． ５８ － ７． ５１ － ４． ８４ － ４． ８３
西南 ０． １８ ０． １４ ２． ５ ２． ２９ １． １７ １． ０５
西北 ４． １６ ４． ２３ １． ３５ １． １５ ０． ３４ ０． ４１ １． ３８ １． ５

０６１

①
②
数据来源：作者借鉴蔡玉梅等（２００９）研究方法基础上推算所得，篇幅原因具体过程省略。
粮油中心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中国大豆产量为 １３０５ 万吨，其中有 ４１２ 万吨用于压榨用途。



２． 模拟结果分析

实施基于虚拟耕地的大豆进口情景方案，即全面开放油料大豆的进口策略，中国大豆播种面积

比基准期减少了 １７６ 万公顷，其中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地区分别减少 ３２ 万公顷、１１７ 万公顷、１２ 万

公顷、１２ 万公顷，其他地区变化较小；与大豆播种面积的减少相反，中国谷物播种总面积比基准期增

加出了 １２３ 万公顷，其中稻谷、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提高了 ０． ７％、０． ６６％、２． ４９％，中国谷物总

产量比基准期增加了 ７８９ 万吨，稻谷、小麦、玉米的产量分别提高了 ０． ６８％、０． ６４％、２． ４７％（表 １）；分

地区来看，除了华南地区以外，其他各地区的谷物产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东北地区增

产最明显，其稻谷、玉米产量分别提高了 ９． ７３％、５． ９６％，主要因为该地区是大豆最大产区，同时也是

粳稻、玉米的主产区，实施全面开放的油料大豆进口策略推动了该地区大豆向粳稻、玉米的改种。

（三） 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设计及模拟结果分析（情景方案 Ｂ）

１． 基于虚拟耕地的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设计

情景方案 Ａ下的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自给率分别为 ９７． ０３％、９６． ６８％、９３． ０８％，三大谷物总自

给率为 ９５． ７３％。实现了谷物 ９５％的基本自给目标，但是未能实现稻谷、小麦两种口粮产品 ９８％的

绝对安全目标，折算成耕地三大谷物的播种面积缺口总量为 ７３ 万公顷。这说明将油料大豆完全替

代出去也不能充分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还需要考虑从其他非谷物产品中节约出部分播种面积。当

前，中国棉花需求主要分为内需和外贸两个方面，种植业“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保障国内棉花基本自

给能力，因此棉花进口的最大空间是外贸用棉完全由进口棉解决，同时要保障内需棉花的完全自给

能力。按照 ２０１２ 年棉花的外贸消费比匡算，情景方案 Ａ 中外贸用棉量为 ３８０ 万吨①，比情景方案 Ａ

的棉花进口量低了 ８０ 万吨，如果将外贸棉花全部由进口解决，理论上可节约出 ５０ 万公顷的棉花种植

面积。为了分析实施这样的有限开放棉花进口策略的政策效果，将棉花进口量从情景方案 Ａ 的 ３５０

万吨提高到 ４３０ 万吨，同时大豆进口量延续情景方案 Ａ 的设计，将此作为情景变量代入中国农业政

策分析模型进行模拟。

表 ２　 情景方案 Ｂ下的谷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变化 单位：％

区域
稻谷 小麦 玉米 三大谷物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全国 ０． ９ １． ０５ ０． ２７ １． ０３ ３． １３ ３． ２４ １． ６４ １． ９８
华北 １９． １１ ６． ２６ ０． ９２ ０． ９７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９ ０． ５５
东北 ３． ３ ３． ２２ ０ ０ ８． ０６ ７． ４６ ７． １６ ６． ６８
华东 ０． ３３ ０． ３４ － １． ２５ － １． ０１ ２． ２５ １． ７２ ０． ２６ ０． ２７
华中 １． ７ １． ９３ １． ２９ ３． ９３ ５． １９ ５． ２２ ２． ４７ ３． ３８
华南 － ５． ６４ － ５． ８４ ０ ０ － １７． ８１ － １７． ６ － ８． ６４ － ８． ３９
西南 ４． ６２ ４． ９３ ０ ０ １． ８８ １． ９５ ２． ６ ３． ２
西北 ４． １４ ４． ２２ １． ９３ １． ６４ ０． ３４ ０． ４１ １． ６２ １． ６４

２． 模拟结果分析

实施基于虚拟耕地的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方案后，即有限开放棉花和全面开放油料大豆的

进口策略，中国棉花、大豆播种总面积比基期减少了 ２４３ 万公顷，其中华北、东北、华中、西南分别减

少了 ３１ 万公顷、１２１ 万公顷、２０ 万公顷、３７ 万公顷，其他地区变动较少；中国三大谷物播种面积比基

准期增加了 １４２ 万公顷，稻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分别提高了 ０． ９％、０． ２７％、３． １３％；中国三大谷物

０６２

①２０１２ 年，中国净出口棉纱线、棉织物、棉制品的数量分别为 － １０８ 万吨、１３２ 万吨、３６４ 万吨，按照原棉转化率匡算出外贸
出口用棉量为 ２９６ 万吨，占棉花消费总量的 ３８％。



总产量比基准期增加了 １０８８ 万吨，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分别提高了 １． ０５％、１． ０３％、３． ２４％（表 ２）；

分地区来看，除了华南地区以外，其他各地区的谷物出现了不同程度增产。其中，东北、华中、西南地

区的谷物增产较多，比基准期分别提高了 ６． ６８％、３． ３８％、３． ２％，东北地区增产来自玉米产量的显著

提高，华中地区来自三大谷物产量的共同增加，西南地区来自稻谷产量的明显提高。

（四） 玉米、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设计及结果分析（情景方案 Ｃ）

１． 基于虚拟耕地的玉米、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设计

情景方案 Ｂ的中国稻谷、小麦自给率分别为 ９７． ３８％、９７． ０５％，未能实现口粮 ９８％的绝对安全目

标，而要实现此目标，稻谷、小麦两种口粮产品分别需要增产 １２４ 万吨和 １２３ 万吨，折算成耕地需要投

入约 ４１ 万公顷播种面积。当前，中国玉米的需求主要用于饲料、工业用途，用于口粮的比重还不到

９％①。口粮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实施情景方案 Ｂ后棉花、大豆非谷物产品的播种面积替代

空间已然有限。并且国际市场的玉米进口潜力巨大，以 ２０１２ 年为例，中国进口玉米仅占世界市场的

４． ３７％，并且中国 ９８． １９％的玉米进口自美国，而阿根廷、巴西、乌克兰等农业大国也均是玉米出口大

国。因此，为了确保口粮的绝对安全，未来实施有限开放的玉米进口策略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从

实施情景方案 Ｂ后的耕地转化效果来看，比基准期节约出的 ２４３ 万公顷大豆、棉花种植田中约 ６０％

被转化为了粮田，以此匡算，要弥补上述 ４１ 万公顷的口粮播种面积缺口，理论上需要在情景方案 Ｂ

基础上增加进口 ４６０ 万吨的玉米。为分析实施这样的有限开放玉米进口策略的政策效果，将玉米进

口量从情景方案 Ｂ 的 ７２０ 万吨提高至 １１８０ 万吨，同时大豆、棉花的进口量延续情景方案 Ｂ 的设计，

将此作为情景变量代入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进行模拟。

２． 模拟结果分析

实施基于虚拟耕地的玉米、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方案后，即有限开放玉米、棉花和全面开放

油料大豆的进口策略，中国玉米播种面积比基准情景增加 ５８ 万公顷，比情景方案 Ｂ减少 ５３ 万公顷，

棉花和大豆播种面积变动情况与情景方案 Ｂ相似；中国三大谷物播种总面积比基准期增加了 １４１ 万

公顷，稻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分别提高了 １． ８６％、１． ３３％、１． ６４％；中国三大谷物总产量比基准期

增加了 ２． １２％、２． ２４％、１． ６３％；除此以外，中国蔬菜、甘蔗、甜菜、烟草、花生等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与

产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表明了实施情景方案 Ｃ 不仅确保了口粮绝对安全，对于保证国内农

产品的有效供给以及稳定农产品市场运行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分地区来看，华东、华南、西北地区的

谷物产量有所下降，华北、东北、华中、西南地区的谷物产量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别是东北、华中

地区分别比基准期分别提高了 ６． ４３％、５． ８６％，东北地区增产主要来自稻谷和玉米产量的显著提高，

华中地区来自稻谷、小麦、玉米产量的共同增加。

（五） 不同情景方案对未来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的比较分析

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中国人多地少

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要立足于国内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将各个情景方案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效果

整理于表 ４。在基准情景下，中国无论是谷物总自给率，还是口粮产品自给率均低于粮食安全的目

标；通过实施基于虚拟耕地的大豆进口情景方案（Ａ），即全面开放的油料大豆进口策略，能够使谷物

总自给率从基准期的 ９３． ８７％增加到 ９５． ２２％，实现了谷物 ９５％的基本自给目标，但未能实现口粮

９８％的绝对安全目标；通过实施基于虚拟耕地的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方案（Ｂ），即有限开放棉花

０６３

①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报告显示，２０１１ ／ １２ 年度，玉米饲料及损耗量占玉米消费总量的 ６０． ０３％，
玉米工业消费量占总量比重为 ３０． ３３％，口粮仅占玉米消费总量的 ８． ９４％。



和全面开放油料大豆的进口策略，使谷物自给率提高到了 ９５． ７３％，但由于饲料玉米的争地能力强，

导致节约出的耕地转化为口粮部分偏少，仍然未能实现口粮 ９８％的绝对安全目标；为了缓解国内玉

米与口粮的争地压力，通过实施基于虚拟耕地的玉米、棉花、大豆综合进口情景方案（Ｃ），即有限开放

玉米、棉花和全面开放油料大豆的进口策略，使稻谷、小麦的自给率分别提高到了 ９８． ４２％ 和

９８． ２１％，实现了口粮 ９８％的绝对安全目标，同时也能够保证谷物 ９５％的基本自给能力。

表 ３　 情景方案 Ｃ下的谷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变化 单位：％

区域
稻谷 小麦 玉米 三大谷物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面积 产量

全国 １． ８６ ２． １２ １． ３３ ２． ２４ １． ６４ １． ６３ １． ６３ １． ９４
华北 １８． ９６ ６． ２１ ０． ９２ ０． ９７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８８ ０． ５３
东北 １４． ８９ １４． ５ ０ ０ ４． ９３ ４． ７６ ６． ５７ ６． ４３
华东 ０． ０８ ０． ０４ － １． ６８ － １． ５ ２． １８ １． ６２ － ０． ０１ － ０． ０３
华中 ２． ６１ ３． ０１ ５． ８４ ８． ８７ ７． １１ ７． １１ ４． ９１ ５． ８６
华南 － ６． ４７ － ６． ６９ ０ ０ － ２０． ７４ － ２０． ５ － ９． ９８ － ９． ６９
西南 ４． ４９ ４． ８２ ０ ０ １． ６１ １． ６９ ２． ４２ ３． ０３
西北 ４． ５４ ４． ６３ ２． ５８ ２． １９ － ９． ０８ － １１． ４５ － １． ９４ － ３． ７７

表 ４　 不同情景方案对未来粮食安全的影响 单位：万吨 ／ ％

情景
三大谷物 稻谷 小麦 玉米

产量 自给率 产量 自给率 产量 自给率 产量 自给率

基准期 ５５０７６ ９３． ８７ １９２８８ ９６． ３７ １２４３０ ９６． ０６ ２３３５８ ９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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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从虚拟耕地视角出发，结合国家宏观政策，构建了一种以解决耕地资源短缺为目标的农产

品进口策略，并运用中国农业政策分析模型对策略效果进行了情景模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１）实

施全面开放的油料大豆进口策略和有限开放的棉花进口策略，能够主动节约出部分大豆、棉花的种

植田，其中约 ６０％自动转化为粮田，有效保证了谷物的基本自给；（２）进一步实施有限开放的玉米进

口策略，能够缓解玉米与其他作物的争地压力，优先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并且蔬菜、甘蔗、甜菜、烟草、

花生等产量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保证了农产品的有效供应。可以看出，基于虚拟耕地视角来

构建农产品进口策略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有效解决耕地资源日趋短缺所引发的农产品供需

失衡问题。

（二） 政策建议

１． 建立农产品进口协调机制

建议国家发改委建立农产品进口管理的统筹协调机制，出台相关规划，明确将解决耕地资源短

缺问题作为农产品进口策略目标。前文的研究表明，基于虚拟耕地视角来构建农产品进口策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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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开阔耕地资源配置的视野，主动节约出国内有限的耕地资源，保障了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应。

当前农产品进口政策制定涉及到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及海外农业投资等方面，未来要基于虚拟耕地

视角，对农产品进口管理进行更加统一的政策顶层设计，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更为配套。还要强化

政府的服务职能，尤其是海外农地投资的经济职能、信息服务职能和“农业走出去”企业的保护职能，

加快建立与重点国家、重点区域间的农业战略贸易合作关系，努力创造出更为良好的农产品进口贸

易渠道。

２． 明确农产品进口贸易的重点品种

中国耕地资源的总量不足，但是种植结构可以选择，最有效率的进口品种首选是“土地密集型”

大宗农产品，目的是缓解耕地资源的紧张压力。在中国，稻谷、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均属于“土地密

集型”大宗农产品，但是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不允许粮食问题受制于人。因此，解决耕地资源短缺问

题，应当重点发展“土地密集型”非谷物产品的进口贸易，以节约出国内有限的耕地资源用于粮食类

产品的生产。前面的模拟结果显示，通过实施全面开放的油料大豆进口策略和有限开放的棉花进口

策略，能够提高中国谷物自给能力，因此未来要将它们作为进口贸易的重点品种。

３． 适时适度扩大玉米进口配额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畜禽产品需求量增加带动了中国饲料粮需求量的快速增长。前文的

模拟结果显示，实施全面开放的油料大豆进口策略和有限开放的棉花进口策略后（情景方案 Ｂ），大

豆、棉花的种植替代空间变得十分有限，而口粮自给率仍然低于 ９８％的绝对自给目标。口粮安全是

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在有限且不断下降的耕地资源约束下，未来中国要确保更多的耕地资源用于

口粮生产，需要考虑适时适度的扩大当前 ７２０ 万吨的玉米进口配额，以缓解饲料粮与口粮的争地矛

盾。从实施有限开放的玉米进口策略的效果来看（情景方案 Ｃ），根据 ４１ 万公顷的口粮播种面积缺

口，主动将玉米进口量调节至 １１８０ 万吨，能够保障口粮的绝对安全，但以损失一定的玉米自给能力

和谷物整体自给能力为代价，因而未来对玉米进口配额的调节要适时适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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