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粮食运输关乎中国民生大计，而港口是其

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本文以中国港口为研究对象，着

眼于1982—2013年，从进出港、进出口等角度，深入

考察中国港口在国内外贸易中的职能分工与变化，归

纳其空间模式。同时，从粮食生产分布、产需差异、

需求结构、政策等方面探讨其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

研究发现，中国港口粮食运输能力不断增强，出港格

局先是“向环渤海地区集聚”再“轻度分散”，进港格

局则从“以北方港口为主”向“较为分散”演化，环

渤海港口一直承担着中国粮食的出口职能，粮食进口

则由“北进”向“南北同进”模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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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in transport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China's livelihood. As an impor-

tant node in the grain logistics network, the po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alance of regional grain pro-

duction differences 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allocation.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research progres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researches almost focus on container ports, while the grain transporta-

tion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has not yet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the law and its regional dynamic mechanism al-

so lack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Therefore, we choose all Chinese ports as the study subject, analyzing the

transport pattern. And from angles of entering and leaving, import and export, we deeply study on the func-

tions and changes of Chinese ports in regional grain allo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ummarize the

main features, evolution laws and spatial pattern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China port's throughput of grain

transportation continues to grow, and the number of the ports is increasing. the grain transportation is

grouped in the Bohai se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hile inland ports' scale are

much smaller, showing significant pattern of "coastal ports are the primary, inland ports are the secondary".

2) In terms of leaving, the size of the China's grain total outbound volume is small, but since 1982 has been

rising. 3) From angles of entering, the volume of port inbound has been rising steadily since 1995. Especial-

ly after 2007, it grows rapidly and broke through one hundred million tons in 2010. 4) For grain exportation,

the volume has always been small, which is concentrated in 1984-2007 years. 5) China has always relied on

import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grain.

Key words: Chinese ports; grain transport; spatial pattern; dynamic mechanis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13）；“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项目“港口专业化运输职能与腹地特定关联产业/企业

的联动机制”；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ZDRW-ZS-2017-4）

作者简介：苟倩（1995—），女，四川达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563999251@qq.com。

通讯作者：王成金（1975—），男，山东沂水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cjwang@igsnrr.ac.cn。

收稿日期：2016-09-18；修订日期：2017-04-06

文章编号:1003-2398(2017)06-0095-09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2017.06.012

2017年第6期总第158期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Vol.HUMAN GEOGRAPHY Vol.3232. No.. No.66 20172017//1212 95



1 引言

中国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粮食供应安全至关重

要。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显著，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快速推进对传统农业生产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使中

国粮食产量与需求存在地区、品种间的差异，需要调剂余

缺来确保各地区粮食供需平衡。粮食的长距离调拨有铁

路、公路和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其中，港口是粮食物流

网络尤其是国际粮食贸易网络的重要功能节点。关于粮食

生产布局及流通运输的问题，学者们已进行了许多研究，

形成了大量成果。物质的空间流动规律始终是地理学家的

关注重点，其中白玉兴等、王玉茹等、对不同时期中国粮

食的流通方向及变化进行了研究[1,2]；王金朔等、一之濑俊

明等、徐芳等对中国粮食运输模式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研

究[3-5]，尤其是李华华研究了中国粮食的集装箱运输格局[6]，

但这些研究大多缺乏对具体运输方式的探讨，对港口粮食

运输的研究尤为鲜见。但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港口在粮食物

流网络中的地位，罗晓兰、徐振玲等、郑丽华等学者先后

开展了一定研究[7-10]，但时间尺度较短，多局限于某个港口

并以定性分析为主，缺少定量研究，难以对中国港口的粮

食运输格局与变化提供科学解释。研究港口粮食运输格局

涉及港口体系的分析，Bird 等学者从港口的集中倾向与规

模大小的关系及港口专业化等角度，阐释了港口体系的集

散规律[11]；Robert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方法对美国东海

岸港口体系进行了研究[12]，Kenyon运用吉尼系数计算出了

美国港口体系件杂货集中度的变化[13]；Notteboom用基尼系

数、洛伦兹曲线、Hirshmann-Herfindahl 指数和 Shift-Share

等方法对欧洲港口等级与空间结构进行定量分析[14]。中国学

者包括王列辉、陈斓等、张虹鸥等、曹有挥等、吴旗韬

等、毛汉英等等对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港口体系进行了研

究[15-20]。上述研究多以集装箱港口为对象。粮食是港口运输

的专业化物资，需要专用的设施和泊位进行接卸，在集装

箱港口的研究热潮中，粮食运输格局及空间模式尚未引起

学者们的关注，对其规律及区域动力机制更缺少科学考

察。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港口为研究对象，以 1982—2013

年为研究尺度，分析中国港口粮食运输的空间格局及变

化，总结可能的空间模式并进行科学的解释。

2 样本与数据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港口的粮食运输数据及相关的经济

发展指标，利用ArcGIS软件绘图，刻画运输格局的演变特

征，探究动力机制。在开展具体研究之前，需要首先界定

几个基本问题。①本研究的“粮食”采用中国统计口径进行

分析，中国统计口径中粮食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大

豆、薯类五大品类。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颁布的

《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 （2006）》和《全国内河航道与港

口布局规划 （2010）》，本文共选择 147个港口作为研究样

本进行分析，包括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不同年份具体从

事粮食运输的港口数量有所不同。③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涉

及港口粮食运输数据及各省市区粮食产量数据。中国港口

的粮食运输数据具体包括粮食总吞吐量、粮食出港量、粮

食进港量、粮食出口量和粮食进口量等数据，以104t作为计

量单位，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粮食年

鉴》及《中国港口年鉴》，部分港口粮食数据源于相关网站

的搜集，各省市区粮食产量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各

省统计年鉴。④本文研究时间为 1982—2013年，覆盖改革

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时期，具体研究根据各年份的突出变

化断层年进行分析。

3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格局演变

中国港口粮食的进出港、进出口吞吐量变化，反映了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格局的演变，并反映出港口在区域粮食

供需物流网络中的角色与职能分工。

3.1中国港口粮食运输总体格局

港口粮食吞吐量是指一年内经由水路进、出港区范围

并发生装卸活动的粮食吨数，是衡量港口粮食运输规模的

主要指标。根据 1982—2013 年的全国港口粮食吞吐量数

据，绘制成图1和图2，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1） 从总体趋势来看，中国港口的粮食吞吐量不断增

长。如图1所示，根据变化特征，中国港口粮食吞吐量增长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港

口的粮食吞吐量比较低，增长幅度较小甚至出现负增长。

1986 年中国港口粮食吞吐量增长了 45.3%，突破 3000 万

吨；随后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年均增长210.2万吨。进入21

世纪，全国港口粮食吞吐量增长迅速，突破 5000万吨，年

均增长 1247.5 万吨，在 2005年和 2013年相继达到 1亿吨和

2亿吨。港口粮食吞吐量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大型港口专

业化运输泊位与设施的修建，一方面是中国粮食产量不断

增长的结果。

图1 中国港口粮食吞吐量、进出港量及比例关系发展过程

Fig.1 Chinese Ports' Grain Throughput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Proportion

（2） 从现状格局来看，中国港口粮食运输集中于环渤

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内河港口规模较小且

彼此间差异较小，呈现明显的“沿海为主，内河辅之”的

运输组织模式。其中，环渤海港口的粮食吞吐量占全国总

量的 29.7%，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别占 26.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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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全国超过80%的粮食吞吐集中于上述三个区域，其

他由闽东南、北部湾、长江和珠江流域及京杭运河的港口

来完成。从具体港口来看，前三位港口是泰州、深圳、大

连，分别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成为各地区

粮食调拨运输的门户。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广州和深圳两个

大型港口为主、多个吞吐量在100万吨以上中小型港口为辅

的空间格局，长江三角洲以泰州为主、其他多个吞吐量在

100万吨的中小型港口为辅，环渤海地区则形成多个吞吐量

超过500万吨的中大型港口的空间格局。

（3） 从格局演变来看，中国从事粮食运输的港口经历

了由少到多、由零星到广布的空间拓展过程。在沿海地

区，从事粮食运输的港口逐步由以环渤海地区为主转变为

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港口群共同占据主导的过

程，而内河港口的数量及规模均比较小。1982年，中国从

事粮食运输的港口仅 56个，1992年增长到 105个，但吞吐

量规模比较小；随后，部分港口逐步退出粮食运输，1999

年港口数量减少到96个。进入21世纪后，从事粮食运输的

港口再度增多且吞吐量规模变化明显，尤其 2007年以后中

大型港口明显增多，2013年港口再次达到105个。从事粮食

运输的港口数量的变化规律与前文所论述的吞吐量变化基

本一致。1985 年之前，环渤海港口的粮食吞吐量不断增

长，比重达到 50%以上，长三角、珠三角港口的吞吐量比

重较小且呈下降趋势。后随着一批长三角及珠三角港口加

入粮食运输的行列，环渤海港口的比重有所下降，长三

角、珠三角港口群的比重上升。2010年以来，三个地区比

重均维持在30%附近，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3.2中国港口粮食进出港格局

港口粮食运输存在进港和出港的不同，两者差异反映

了粮食市场的供需状况，揭示了港口与腹地粮食供需市场

的不同关系。

粮食出港是指将腹地的粮食集运至中转港口，通过水

运输送到粮食消费地。1982年以来，中国港口粮食出港吞

吐量一直不断上升，尤其是 2006年以后增势显著，年均增

长率达到 11.6%。从总量规模来说，中国粮食出港量较少，

2013 年达到最高值，也仅为 7500 万吨。从分布 （图 3） 来

看，中国港口粮食出港运输形成以环渤海港口为主的格

局，尤其是大型输出港的地位突出。2013年，环渤海港口

出港量占全国港口出港总量的44.2%，长三角和珠三角港口

分别为 28.5%和 20.4%。出港量前五名的港口分别是大连、

泰州、深圳、营口、锦州，其中大连、营口、锦州均位于

辽东半岛，说明东北地区是中国主要的粮食输出地区。长

江三角洲粮食输出港口虽然数量多但规模小。值得关注的

是，自北向南各港口的粮食出港量呈现递减的空间现象。

输出粮食的内河港呈现零星点状分布，规模较小且多低于

50 万吨。1982 年起，中国输出粮食的沿海港口明显增多，

环渤海港口出港规模增长明显，而内河港口出港规模变化

较小，20世纪80—90年代有所增加，进入21世纪后数量减

少明显。1982—1985 年，粮食出港量不断向环渤海集中，

比重不断上升，达到61.7%；随后比重开始下降，1987年再

次攀升，1994 年最高达到 70.8%，集聚态势增强。1995 年

比重骤减之后在波动中又略有上升，2003年达到 67%。随

后，环渤海地区的比重一直减小，中国粮食出港“轻度分

散”的格局逐步形成。

粮食进港是指为满足腹地的粮食需求，对从其他地区

经由水运至港口的粮食进行接卸，其规模反映了港口腹地

的粮食需求状况。如图1所示，1982—1985年期间中国港口

的粮食进港量呈缓慢下降，1985年降至941万吨，年均下降

290 万吨；随后进港量有所回升，1989 年达 2746 万吨；

1990—1994年期间进港量变化较小，1995年以后呈现不断

上升的过程，年均增长 736万吨，尤其 2007年以后增长迅

猛，2010年突破1亿吨。如图4所示，目前中国粮食进港量

的分布格局较为分散，除内河港口的粮食进港规模较小

外，沿海港口以中大型居多。中国粮食进港量明显集中于

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仅占 22%，与粮食出港量的比重相差

较大。从格局演变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方沿海港

口是粮食进港的主要登陆门户；20 世纪 80—90 年代期间，

南方地区的粮食需求量增加，从事粮食输入的港口数量及

规模增加明显，同时北方港口的粮食进港量也在增加。20

图2 中国港口粮食吞吐量的空间格局演变

Fig.2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Grain Throughput for Chinese Ports

1982年 1997年 2007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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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年代期间，南方粮食进港量进一步增加，而北方港

口迅速减少。进入 21世纪，南北方港口的粮食进港量均增

长迅猛，粮食输入的“分散”格局最终形成。1982—1987

年期间输入粮食的内河港口数量有所增加，随后变化不

大；多数港口的粮食进港量在10万吨以下，2013年重庆港

及岳阳港突破100万吨，2012年南昌港突破50万吨。

综合分析，2004 年以来中国港口的粮食运输格局中，

进港量比重不断上升并稳定在 70%左右，出港量比重不断

下降并稳定在 30%左右，两者之间形成“7:3”的结构关

系。2004年以前，进港量与出港量之比虽波动较大，但总

体仍是进港多于出港，中国粮食的供给与需求长期处在供

小于求的状态。从区域差异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北方港

口的粮食进港量与出港量之比最高达8.2，港口以输入粮食

为主，之后迅速降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进港量与出

港量之比低于 1，北方港口以粮食输出职能为主；2010 年

后，北方港口的粮食进港量增加并与出港量基本相平。南

方港口自1982年以来，进港量与出港量之比普遍大于1，并

呈现扩大的过程，南方港口的粮食输入职能不断加强。这

说明中国粮食运输由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南粮北运”演

化为目前的“北粮南运”格局。

3.3中国港口粮食进出口格局

港口的粮食进出港运输是国内外贸易的综合结果，其

中粮食进出口量的分析对解释港口在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

位尤为重要。港口粮食出口指将国内的粮食通过港口输出

到国外的国际贸易行为，不仅反映了中国供应国际粮食市

场需求的能力，也反映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剩余情况。从图5

和 6 来看，中国港口的粮食出口量一直比较少，并集中在

1984—2007 年时期；1984—1986 年粮食出口量缓慢增长，

年均增长257万吨；1986—1989年期间出口量变化不大且略

有减少，但比重持续降低；1990年后，粮食出口量增长较

快且比重再次上升，超过 50%；1995—1996 年出口量骤

减，1997 年粮食出口量迅速增长，2003 年达到最大量

2116.7 万吨；2004 年开始，粮食出口量不断下降，比重降

低至不足5%，2013年仅为98.1万吨。中国粮食出口对象集

中在东亚、东盟地区，其中韩国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对象，

1982 年以来环渤海港口一直承担着粮食出口的主要职能，

图3 中国港口粮食出港吞吐量的空间格局及变化

Fig.3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Grain Unloading for Chinese Ports

1982年 1992年 2013年

图4 中国港口粮食进港吞吐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变化

Fig.4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Grain Loading for Chinese Ports

1982年 1987年 1997年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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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的比重长期维持在 80%以上，并曾在 2004年达到过

最高值97.5%；其中大连港的出口量一直居于全国首位，成

为环渤海的主要粮食出口门户。珠三角及北部湾地区从事

粮食出口的港口数量有所增加，但规模较小，均在 10万吨

以下。须提及的是，沿海港口是中国粮食进出口的主要通

道，内河港口基本没有粮食出口。

图5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进出口总量及其关系变化

Fig.5 Chinese Ports' Grain Import and Expor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Variation

港口粮食进口是指从别的国家、地区购进粮食，经海

运运至中国港口并进行接卸，弥补中国粮食缺口，其规模

反映中国及各地区对粮食的需求状况。1982年，中国港口

的粮食进口量虽然仅有 1548 万吨，占进港量的比例却达

85%以上，说明中国存在粮食缺口而需要依赖进口。随着中

国粮食生产量的不断增长，粮食进口量开始下降，比重迅

速降低；1986—1989 年，粮食进口量再度增长；1990 年

后，除 1995年和 1996年规模较大，其余年份均不断下降，

占进港量比重最低为 31%；1999 年始粮食进口量不断攀

升，年均增长517.2万吨，占进港量的比重稳定在50—55%

之间 （图 6）。1982 年后中国从事粮食进口的海港明显增

多，由于各港口进港量较低，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但以

环渤海港口为主。进入 21世纪，各港口的粮食进口量增长

明显。综合来看，中国粮食进口港的分布格局经历了从环

渤海地区集聚到全国分散的过程。1984年以前，环渤海港

口的粮食进口量占全国港口总进口量的 60%以上且不断上

升，呈现日益集聚的过程；1985年后比重开始下降，1995

年达到最低34.7%；随后又略有波动，大体稳定在40%。其

他沿海地区的港口进口量不断增多，完成了由“北进”模

式到“南北同进”模式的转变。21世纪后，仅有少数内河

港开展粮食进口接卸，规模较小。

综合分析，中国港口的粮食进出口量一直呈现上升趋

势，但1982年以来占港口吞吐量的比例不断下降，1999年

有所回升，2003年再次呈下降过程，目前稳定在 30—40%

间。这反映了中国港口粮食运输以服务国内市场为主。从

中国粮食贸易现状来看，中国自 2004年以来一直以粮食进

口为主，是粮食净进口大国。环渤海港口同时承担着粮食

进口与出口的运输职能，南方港口主要承担粮食进口的运

输职能（图7）。

4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集散性分析

前文分析已表明，中国港口的粮食运输存在空间非均

衡性，在运输职能不断扩散的过程中仍存在地域集聚。空

间集散性是反映港口粮食运输格局的重要指标，对某一特

定的港口体系，吞吐量的集散性分析往往标识着其空间结

构与规模结构的宏观变动趋势，反映了各港口的空间集聚

程度与形态的变化。为定量地对港口体系内部粮食运输职

能的变动方向与强度进行精确地测度，本文采用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HHI）对中国港口的总吞吐量、出港量、进港

量、出口量和进口量等5个指标进行计算，并绘制成图8。

根据图8所示，我国港口粮食运输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

的发展特征。①1982年以来，上述中国港口粮食的五个指

标的 HH 指数一直较低，普遍在 0.5 以下，尤其是总吞吐

量、进港量、进口量均在0.3以下，说明中国港口粮食运输

整体格局长期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集中态势不明显。②总

吞吐量、进港量、进口量的 HH 指数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1982—1985年期间三者均略有增加，港口运输格局呈现向

1982年 2007年 2013年

图6 中国港口粮食出口吞吐量的分布格局及变化

Fig.6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Grain Export for Chinese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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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化发展的趋势，其中进港量和进口量的HH指数在1985

年达到历史最大值；1985年以后总吞吐量、进港量、进口

量的 HH 指数 迅速下 降 ， 两年 分别下降 0.05、 0.071、

0.067，呈现分散化的发展趋势，港口开始均衡发展；1987

年以后下降趋势有所减缓，1990 年以后进入缓慢下降阶

段，2000 年以后波动已不明显，目前三者 HH 指数都小于

0.1，趋近于0，港口粮食总吞吐量、进港量、进口量的分散

格局已基本形成。③中国港口粮食的出港量和出口量的HH

指数都高于总吞吐量、进港量及进口量，说明中国港口粮

食出港和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高于进港和进口，大型输出

港的地位更为突出，这与环渤海各大型港口在粮食出口中

的主导地位有关。其中，出口量的HH指数上下波动较大，

但整体并没有明显的下降或上升，新兴港口虽在短时间起

到一定分散作用但最终并没有冲击主导港口的地位。出港

量的HH指数在波动中有所下降，说明环渤海港口在粮食出

港方面的兴起对全国粮食出港格局起到了分散作用。④粮食

总吞吐量与粮食进港量的HH指数变化趋势较一致，说明中

国港口职能以粮食输入为主，进港量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较

大，对吞吐量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

图8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集散性变化

Fig.8 HHi Index of Grain Transport for Chinese Ports

5 中国港口粮食运输格局形成与演变的动力机制

5.1全国粮食生产分布差异

港口运输职能以粮食输出为主还是以粮食输入为主，

取决于港口腹地的粮食供求状况。当腹地粮食处于供大于

求，该地区的港口倾向于粮输出；若腹地粮食供小于求，

该地区港口则以粮食输入为主。1982年以来中国粮食连年

增产，分别在 1984 年、1995 年、2013 年突破四亿、五亿、

六亿吨大关，但中国粮食生产分布具有非均衡性，这是导

致中国粮食存在地域调拨与进出口贸易的基础原因。中国

南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的差异及变化，影响了中国港口粮食

的进出港格局。1982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3.5亿吨，其中北

方占42.95%，南方占53.05%，粮食主产区在南方；2013年

中国粮食产量达 6 亿吨，北方占 61.8%，南方比重降至

38.2%，北方成长为粮食主产区。1982年以来南方比例一直

在下降，而北方持续上升。20世纪90年代，北方占比超过

南方成为中国粮食主产基地。这促使中国粮食流通途径主

要是东北地区经过铁路、公路等运往环渤海港口，经海路

运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北粮南运”格局由此形成并不

断强化。而中国粮食进口量不断增加，原因在于中国粮食

供求关系紧张；1996年中国制定粮食自给率须保持在 95%

以上，但根据有关统计，中国早已跌破粮食自给红线，

2013年进口量达到 15%，超红线 10个百分点，仅有 85%的

自给率。近几年来，中国四大主粮大米、小麦、玉米及大

豆的净进口已常态化。

5.2中国粮食产需差异

中国区域性粮食供需矛盾凸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在东南沿海建立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沿江沿边的开放格

局，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经济和人口日益集

聚，且占用大量耕地而导致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因此东南

沿海各省市存在缺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年）》提到，2010年中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

为389公斤，据此标准可算出各省粮食消费总量与粮食剩余

图7 中国港口粮食进口吞吐量的分布格局及变化

Fig.7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Grain Import for Chinese Ports

1982 1992 200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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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口。

如表1所示，中国粮食缺口最大的为广东、浙江省、上

海市及福建省，均为南方人口集中地，其中广东缺口达到

2769万吨，是其粮食总产量的两倍多，高度依赖外省调拨

及进口。南方沿海各省的粮食缺口不断扩大，以广东为

例，2010—2015年期间粮食缺口以年均100万吨的速度不断

扩大，2015年达到了4284万吨。而粮食结余最多的四个省

区分别是黑龙江、河南、吉林及内蒙古，均位于北方地

区，是中国粮食主产区；其中，黑龙江的粮食结余量最

多，达到 3521万吨，是粮食输出大省。巨大的粮食产需差

异促使由北到南的粮食流动，形成“北粮南运”格局。但

中国南北跨度很大，从主产区向主销区运输粮食，距离

远、运输成本高，南方作为主销区更倾向于选择就近进口

的低价粮食来代替从北方运来的高价粮食。此外，随着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粮食的品质尤其是

口粮提出了更高的消费要求，缺粮省份如广东、福建等进

口国外优质大米来满足口粮需求，推动了中国港口粮食

“南进”的局面形成。外贸体制改革后，北方利用区位优势

就近出口过剩粮食，推动了中国港口粮食“北出”格局的

形成。

这些因素促使中国港口两条粮食运输通道的形成：一

是沿海港口粮食运输通道，各省市区生产的粮食经铁路、

公路等运抵沿海港口，装船下海，再经海路运往其他沿海

港口；二是内河港口粮食运输通道，主要分布在长江流

域，运抵上海的粮食，经上海转入长江，到达沿江各专用

码头，上岸后经由铁路或公路中转；沿江各地区生产的稻

谷也由上述码头装船驶向下游运往粮食主销区。

表1 2010年中国各省市区粮食产需差异

Fig.1 Production and Dem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Provinces in 2010

省区

广东

浙江

上海

福建

北京

广西

天津

山西

陕西

贵州

海南

云南

青海

甘肃

西藏

重庆

粮食消费

量/万吨

4086

2125

913

1447

763

1807

505

1398

1456

1353

341

1801

221

997

118

1135

粮食产

量/万吨

1317

782

122

673

116

1430

162

1085

1165

1112

180

1650

103

958

91

1156

粮食结

余/万吨

-2770

-1344

-791

-774

-648

-377

-344

-313

-291

-241

-161

-151

-118

-39

-27

21

省区

辽宁

湖北

四川

宁夏

河北

江苏

江西

湖南

新疆

山东

安徽

内蒙古

吉林

河南

黑龙江

粮食消费

量/万吨

1705

2240

3131

249

2817

3073

1746

2566

859

3749

2322

965

1070

3659

1491

粮食产

量/万吨

1765

2316

3223

359

2976

3235

1955

2848

1150

4336

3136

2158

2843

5543

5013

粮食结

余/万吨

60

76

91

110

159

162

209

282

291

587

814

1193

1773

1884

3521

5.3区域粮食需求结构

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化也是中国粮食运输格局变化的动

力之一。中国粮食消费主要包括口粮消费、饲料消费、工

业消费以及种子等。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人民生

活从温饱不足到基本解决温饱，粮食消费开始由直接消费

向间接消费方向转变，导致饲料用粮快速增长，口粮消费

也处于增长状态。1990年以后，温饱问题已解决，人民生

活向小康发展，粮食替代品的消费量逐渐上升，口粮消费

下降，饲料用粮持续快速上升[21]，并且由于城镇化的发展，

粮食加工业和食品工业迅速发展拉动了工业用粮的需求增

长。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用粮规模超过种子用粮成为粮

食消费的第三大主渠道[21]。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粮食

消费品种的变化，饲料用粮及工业用粮的需求增加促使玉

米和大豆的消费大幅度增加。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市区

成为人口和产业的稠密区，对玉米、大豆消费需求的增加

尤为迅速，而中国玉米种植集中在东北和华北及部分西北

地区，产量占全国 90%以上。同样，中国大豆产量也集中

于华北及东北地区。北方是中国玉米及大豆内外销的主要

基地，玉米、大豆的消费增加促使由北向南的粮食流动更

为突出，影响了中国港口的粮食进出港运输格局。

5.4粮食进出口政策调整

粮食进出口是调节国内粮食市场和保障国内市场供应

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粮食贸易从新中国

成立以来一直由国家指定的国有粮食进出口公司垄断经

营，粮食进出口数量由国家计划严格控制。进出口政策的

调整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港口粮食的进出口格局。

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贸易政策主要

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采取进口配额、进出口许可证

等非关税措施来控制粮食进出口。①1993年起国家改变了

由国家制定进出口价格的做法，对粮食的出口价格由企业

在配额内统一制定，进口配额内的粮食价格由企业收取代

理费、国内企业制定销售价格的方式进行。②1997年 10月

降低关税税率，平均降至 17%，其中农产品税率下降 25个

百分点，降至21.2%。1997年起对小麦、大米、玉米、大豆

等商品实行进口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内执行零关税或低关

税，配额外征收普通关税或优惠关税。③1997年7月1日起

重要粮食的出口退税率为5%，1993年起各粮食品种实行出

口配额管理[22,23]。这一系列措施鼓励了中国的粮食进口，推

动港口粮食进口格局的转变。

入世后，中国对粮食贸易政策进行了新调整。①对粮食

出口不实行出口补贴，对粮食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度，对

小麦、玉米和大米三种粮食规定了配额数量和配额内外的

关税水平，对于大豆和大麦等进口实行自由贸易，只征收

3%的进口关税。②中国承诺对国内粮食的黄箱补贴幅度不

超过 8.5%。在入世承诺的约束下，中国取消了粮食的出口

补贴，执行另外两项政策：一是取消铁路建设基金，2002

年4月1日起对铁路运输的稻谷、小麦、大米、小麦粉、玉

米、大豆等征收的铁路建设基金实行全额免征。二是出口

退税，2002年4月1日起中国对大米、小麦和玉米实行零增

值税政策且出口免征销项税。这一系列措施鼓励了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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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大麦的进口，对出口虽然有一定限制但影响不明显。

为了遏制国内粮价过快上涨，2007年12月20日起国家取消

小麦、稻谷、大米、玉米、大豆等 84 类产品的出口退税，

2008年对小麦、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粮食产品征收

5—25%的出口暂定关税，这些措施限制了中国的粮食出

口。为调整出口结构，2009年7月1日起中国调整了部分产

品的出口关税，小麦、大米、大豆3%—8%的暂定关税被取

消[22,23]。这些政策的变化导致中国港口的进口量和进港量的

分布格局发生变化。

6 结论

粮食安全与粮食运输紧密相连，港口运输凭借其运输

优势成为粮食物流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沿海港口一直承担

着中国粮食运输的主要职能，1982年以来粮食运输能力连

年来不断增强，吞吐量不断增加。总吞吐量格局经历了以

环渤海为主到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港口“三足鼎立”

的演变。中国港口粮食进港量增长迅速，20世纪80年代初

北方沿海港口是粮食进港的主要登陆门户；随后由于改革

开放、南方耕地减少、粮食产量下降，南方的饲料用粮及

工业用粮增加明显促使粮食缺口加大，最终形成中国粮食

输入的“分散”格局。而港口粮食出港量增长相对缓慢，

随着北方成长为粮食主产基地，1982年以来港口粮食出港

量不断向环渤海集中，进入 21世纪后集中态势减缓，形成

中国粮食输出的“轻度分散”格局。进出港量的变化反映

了中国“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空间物流模式演

变。在国际粮食流通方面，环渤海港口凭借区位优势，

1982年以来一直承担粮食进出口的职能，尤其是粮食出口

的主要港区、出口量集中在环渤海地区。而南方粮食缺口

不断加大、南北方粮食运输成本高及对高品质粮食的追求

使中国南方沿海粮食港口在进口港口数量及规模增加明

显，进口格局趋于“分散”。进出口格局整体由“北出北

进”向“南北同进”演变，国家进出口政策调整是主要动

力机制。本文着眼于全国尺度，缺乏对区域港口粮食运输

体系的深入研究，无法对个别港口的兴起及衰落进行解

释，也未能分析国内外粮食市场变化对中国港口粮食运输

格局演变的影响，将在今后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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