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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产业链延长，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产

品供应更加丰富。但是，农业产业链仍面临农业研发能力不强、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灾害风险高、农产品加工产

值低和农产品进口高度集中等诸多风险挑战，农业产业链韧性不足。为保障新时期粮食安全和加强农业强国建

设，亟须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未来，应借鉴国际上注重农业生产多样化、农业风险管理和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

经验，以“大食物观”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加强农业风险管控，拓宽食物来源和丰富供给品类，延

伸农业产业链和增强价值链，优化国内生产和国外进口布局，倡导健康的膳食消费模式，从而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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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压舱石的作用。
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国际的

外部冲击增多，风险加大，导致我国农业产业链不确

定性增加，韧性不足问题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和

“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立足国

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

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

国”。显然，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对于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以及建设农业强国意义

重大。大食物观是新发展阶段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

思路，也是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重要理念和方法。
本文首先阐明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内涵和重要性，分

析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的挑战，总结国际上提

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大食

物观提出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具体对策。

一、大食物观下提升我国农业
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性

1．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把“韧性”解释为“物体

受外力作用时，产生变形而不易折断的性质”和“顽

强持久的精神”。韧性可以是形容词，对应英文 re-
silient，指( 人或动物) 能够承受或迅速从困难条件

下恢复，( 物质或物体) 在弯曲、拉伸或被压缩后能

够反冲或弹回原状。韧性也可以是名词，对应英文

resilience，指( 人或动物) 经受住困难或从困难中迅

速恢复的能力、( 物质或物体) 弹回原状的能力。有

学者把 resilience 译为“抗逆力”［1］，或“弹性”［2］。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Ｒon Martin 在分析地区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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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四维度划分［3］: 一是抵抗力，即区域经济对衰

退冲击的敏感程度或反应深度; 二是复苏力，即区域

经济从衰退冲击中恢复的速度和程度; 三是重构力，

即区域经济在应对衰退冲击时的重新定位和适应程

度; 四是更新力，即区域经济更新增长路径的程度

( 恢复经济衰退前的路径或转变为新的增长趋势) 。
在农业领域，有学者从小农的适应性、稳定性、

灵活性、吸纳性和救助性出发，把小农户“对各种压

力所表现出来的‘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并

从对环境的适应中获取自我稳定的力量，获得持续

生存和发展的意志和能力”称为“韧性”［4］。也有

学者认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

期间，应由过去的脆弱性治理转向韧性治理，从而提

升脱 贫 地 区 乡 村 系 统 主 动、有 效 应 对 风 险 的 能

力［5］。还有学者把农业经济韧性定义为农业经济

系统在面对外来冲击时所表现出的抵御能力及恢复

能力［6］。另外，有学者把农业韧性视为农业系统在

诸如自然灾害、政策导向和市场变化等客观存在的

外界干扰下，保证其原有特征不被抹除和关键功能

不会丧失的能力［7］。此外，还有研究进一步把农业

食物产业韧性细分为生产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

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8－9］，或者抵抗力、重构力、
恢复力等［6，10－11］。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农业产业链韧性的核

心内涵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面对冲击时能够承受

住压力或困难，不被冲击到或者把冲击降到最低; 二

是在遭到冲击之后能够迅速恢复。
2．大食物观为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提供了重要

理念和方法

一方面，大食物观注重从产业链的角度来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更加关注居民膳

食的多样化和营养健康，提倡农产品来源的多样化，

更加注意农业的多功能性等，这些理念非常符合韧

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大食物观体现了大农业的理

念，即农业不仅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等，

还包括食品工业中食物生产、收获、加工、分配、消费

和处置环节所有的参与者、与参与者相互关联的增

值活动，以及这些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自

然环境。因此说，大食物观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分

析农业产业链的理念，也是新发展阶段切实保障粮

食安全的关键思路。
3．大食物观下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至关

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链发生了显著变

化。首先，农业产业链延长，产前和产后相对于产中

的比值显著增加。2021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7．3%，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为 16．05%，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是第一产业增加

值的 2．2 倍①。农产品直接消费下降，从 1987 年的

53%下降到 2017 年的 23%，农产品作为中间投入消

费的比例增加，从 1987 年的 47%提高到 2017 年的

77%［12］。其次，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比例不断提高，农作物品种越来

越单一。畜禽养殖业的规模化比例大幅提高，养殖

规模化率从 2003 年的 20．6%稳步提升到 2020 年的

67．5%②。种养分离情况日益严重，农业农村部农业

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显示，农

户中种养结合的比例从 1986 年的 71%下降到 2020
年的 15%。再次，我国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空间布

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区域跨度大。“北粮南运”，

“南猪北养”，蔬菜和水果等生鲜农产品的运输距离

越来越长。最后，农产品进口量大幅增加，进口农产

品成为重要的供给来源，以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食

物消费需求。我国农业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农业效率，丰富了农产品供给，增加了农

民收入，改善了居民营养健康状况。但是，应注意

到，这些农业生产变革和供应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

新的风险挑战。农业产业链面临各种资源环境的压

力增大，也更容易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
近几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俄乌

冲突、气候变化等重大冲击，让我国乃至全球都更加

认识到农业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性。由新冠肺炎疫情

引发的严格检疫、隔离和边境关闭、流通渠道中断、
出口限制、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下降，导致全球农产品

供给减少、贸易成本增加甚至中断、食物价格上升，

人们更难获得充足的营养食物［13］。俄罗斯和乌克

兰的冲突导致这两国的小麦出口显著下降，国际小

麦价格上涨，冲突造成的贸易封锁引起大多数受影

响的国家物价上涨、粮食短缺、能源短缺，使这些国

家陷入困境［1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以下简

称 FAO) 数据显示，国际食品价格指数由 2020 年 5
月的低点( 91．1) 一路上升至 2022 年 3 月的最高点

( 159．7) ，上涨了 75%。虽然在这之后，国际食品价

格指数有所下降，但 2023 年 1 月仍然高达131．2③。
因此，基于大食物观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不仅

是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

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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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更是保障

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满足人们消费需

求的必然选择［15］。

二、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的挑战

本部分将从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分析目前

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的风险挑战，具体包括农

业研发、生 产、加 工、流 通、消 费 五 个 环 节 面 临 的

挑战。
1．农业研发面临的挑战

2022 年，我 国 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62．4%④，但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特别是种业方面还存

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农作物品种推广转化效率比较低。

例如，2020 年小麦品种审定数量为 372，但小麦品种

推广数量仅为 10［16］。我国每年审定的种子品种数

量很多，但表现突出的具有重大创新性的品种极少。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众多的小型种业公司存在

“套牌种子”等行为，侵犯了知识产权，影响了农业

大公司的科研积极性［17］。
第二，部分农产品种子需要大量进口。首先，农

作物种业进口大于出口，进口多为园艺作物种子，出

口以水稻种子为主。2021 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进口

额达 6．8 亿美元，主要品种包括蔬菜种子( 35．3%) 、
饲料饲草种子( 23．5%) 、种用花卉及种子( 22．1%) ，

以园艺作物为主; 部分蔬菜品种如胡萝卜、菠菜、洋
葱、高端品种番茄以及甜菜和黑麦草等种子的进口

依赖度超过 90%。种子出口额为 3．3 亿美元，其中

蔬菜种子( 33．3%) 、水稻种子( 28．8%) 和种用苗木

( 14%) 是最重要的出口品种。其次，畜禽种业进口

多出口少，牛、猪、鸡种源引进较多。2021 年我国种

畜禽进口 3．9 亿美元，较 2011 年增长 3 倍。主要品

种包 括 种 用 牛 ( 50%) 、牛 精 液 ( 20． 7%) 、种 用 猪

( 14．6%) 、种用鸡( 10．3%) ，白羽肉鸡祖代、优质种

牛及精液、瘦肉型种猪从国外引进较多。其中，2021
年我国实现了自主培育白羽肉鸡新品种，打破完全

依靠进口的局面⑤。最后，水产种业进出口相对平

衡，进口集中在鳗鱼和虾类种苗，鱼、贝类种苗为主

要出口品种。
第三，我国种子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2010

年我国种子企业高达 8700 家，2011 年《国务院关于

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后，种

子企业数量降到 2016 年的 4200 多家［18］; 而后种

子企业数量逆转上升至 2021 年的 7668 家［19］。根

据《2022 年中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报告》，2021 年我

国种子企业总资产为 2641 亿元，平均每家种子企业

总资产仅为 3444 万元; 资产总额 1 亿元及以上的仅

有 486 家，资产总额 10 亿元以上的仅有 28 家。截

至 2021 年年底，全国种子企业职工总数为 14．2 万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 30%，科研人员占比

只有 23%; 2021 年全国种子企业销售种子收入 880
亿元，平均每家种子企业销售收入 1148 万元，其中

超过 1 亿元的有 173 家，超过 5 亿元的有 16 家，超

过 10 亿元和 20 亿元的分别有 7 家和 2 家，袁隆高

科以 29．9 亿元的销售额排名第一; 2021 年全国种子

企业的行业利润率为6．88%，较 2012 年下降 3．72 个

百分点，利润超 1 亿元的仅有 5 家，其中利润最高的

为 2．38 亿元［19］。
2．农业生产面临的挑战

第一，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进一

步加大。我国耕地资源减少，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难

度大，耕地质量不断下降，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

与粮食生产的空间布局不匹配，农田灌溉用水的有

效利用率低［20］，部分地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撂荒

现象。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

观察点 2019 年数据，调查农户中撂荒面积比例为

1．62%，其中丘陵、山区的撂荒比例要明显高于平均

水平，平 原、丘 陵、山 区 的 撂 荒 面 积 比 例 分 别 为

0．48%、1．71%、3．53%［21］。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了农

地弃耕。根据《2022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数据，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21 年年末，乡村 60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24．04%，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为 18．57%，乡村已经大大超过了“老龄化社会”的

标准，并且达到了“老龄社会”的标准。有研究表

明，2019 年中国大约有 6000 万亩耕地弃耕与农村

人口老龄化有关［22］。
第二，自然灾害频发给农业带来巨大损失。我

国是受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所遭受的风险状况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灾害，而且灾

害发生的频率极高。2021 年，全国气象灾害造成农

作物受灾面积 1172 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 3214
亿元，其中暴雨洪涝占 41%，旱灾占 29%，风雹占

23%，台风占 4%，低温冷冻害和雪灾占 3%［23］。随

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强，农作物受灾面积由

1978 年的 50807 千公顷下降到 2021 年的 11739 千

公顷，年均下降 909 千公顷; 成灾面积由 1978 年的

24457 千公顷下降到 2021 年的 4682 千公顷，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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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460 千公顷( 见图 1) ⑥。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和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分别由 1978 年的 33．8%和 16．3%下降至 2021 年的

7．0%和 2．8%，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之比也由 1978
年的 48．1%下降至 2021 年的 39．9%( 见图 2) ⑦。尽

管我国农业损失值相当于其潜在产量的 1．8%，低于

全球范围内 4%的平均损失，但农业损失的绝对值

很高。FAO 数据显示，2008—2018 年，我国遭受的

农业损 失 累 计 达 1530 亿 美 元，占 全 球 总 损 失 的

55%［24］。

图 1 1978—2021 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图 2 1978—2021 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以及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之比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农产品加工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较快，各种农产

品加工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和

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但是，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小，

抗风险能力弱。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2021》统

计数据，2020 年全国获得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中，以民营企业为主，行业集中度低，中小企业占

比达到 90%以上，大型企业数量不足 10%［25］。
另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科

研自主研发水平有待提高，主要表现为: 我国农产品

加工技术储备不足，精深加工、循环加工、高附加值

加工占比低，部分关键原辅料受制于全球供应链，一

些大型食品加工装备依赖进口。与国际相比，我国

农业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充分，目前农产

品加工业产值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的 2．5 倍，这一比

值低于发达国家的 3—4 倍⑧。
4．农产品流通面临的挑战

第一，由于国内农业生产和消费布局不均衡，农

产品流通链条长、风险大。这里我们以粮食和生猪

生产为例分析现有农业生产和消费布局存在的不

足。为了简化分析，我们用各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

粮食总产量比重和各地区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

重的比值( 简称“比值”) 来反映各地区的粮食供需

情况，比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粮食供给对人口食物

需求的保障能力越强。根据《2022 年中国统计年

鉴》的数据，2021 年全国 31 个省份中，比值大于 1
的只有 12 个省份，包括 9 个主产区和 3 个平衡区，

这 12 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合计占全国的 64．1%;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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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1 的有 19 个省份，包括 4 个主产区、8 个平衡

区和全部的 7 个主销区，这 19 个省份的粮食产量合

计占全国的 35．9%。从粮食调出和自给率情况看，

在 13 个主产区中，粮食净调出省份已经减少到 6
个; 在 11 个平衡区，有 9 个省份粮食自给率从 2003
年的平均 97%下降到现在的 58%; 7 个主销区的粮

食平 均 自 给 率 从 21 世 纪 初 的 61% 快 速 下 滑 至

24%［26］。2020 年四川、湖南、河南、云南、山东、河

北、湖北、广东、辽宁、安徽 10 省的生猪产量占全国

的 63．45%。我国生猪呈现明显的“南猪北调、东猪

西进”布局特征，由此带来的产销分离和广域运输

既加大了损耗，降低了品质，又增加了动物疫病传播

风险，还造成上游种植环节与下游养殖环节的分离，

从而提高了养殖成本，加大了流通和市场风险［27］。
第二，我国农产品进口量大，且部分产品进口高

度集中。虽然与 2012 年相比，除大豆外，2022 年大

部分农产品进口集中度有所缓解，但依然较高。例

如，按照进口金额美元计算⑨，2012 年谷物进口前

三位国家合计占 82．4%，这一比重在 2022 年下降至

68．4%。2021 年我国大豆进口中，巴西、美国、阿根

廷三国共占 97．6%; 玉米进口中，美国和乌克兰两国

合计占 98．9%; 小麦进口中，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

大三国合计占 83．2%; 高粱进口几乎全部来自美国、
阿根廷、澳大利亚三个国家; 葵花籽进口中，保加利

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国共占 87．4%; 油脂进口

的集中度相对要低，其中印尼占比最高，为 41．9%;

糖类进口中，巴西、泰国、美国合计占 71．6%。另外，

我国农产品新增进口量占全球新增总净出口量的比

重普遍较高，特别是大豆、羊肉、猪肉、牛肉、大麦、燕
麦等［28］。

5．农产品消费面临的挑战

第一，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部分食物

的供给量无法满足消费需要。2021 年我国农村居

民膳食结构中的谷物消费量大大超出了《中国居民

平衡膳食宝塔( 2002 年) 》的推荐标准，而薯类消费

量大大低于推荐标准。对于动物性食物，城市居民

的消费量超过了推荐标准，农村居民的消费量还在

推荐范围之内，但是从结构上看，城乡居民畜禽肉消

费明显偏高，农村居民的水产品消费不足。城乡居

民的奶类消费量远远低于推荐量，目前我国奶类的

供给量远远无法达到膳食推荐标准。
第二，很大一部分脆弱人群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成本。根据 FAO 估计，2020 年我国健康膳食成本

大约是 2．983 美元 /天·人，约有 12%的居民( 1．687

亿人) 无法承担健康膳食成本［29］。2022 年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依然高达 2．45，未

来如何改善脆弱人群尤其是青少年、妇女、老人、小
农的膳食以提升其营养健康水平仍然是一个巨大

挑战。

三、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的国际经验

农业产业链风险大，同时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

风险的影响。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各种措施提升

农业产业链韧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包括多样

化生产分散农业生产风险，加强农业风险管理等，并

充分发挥科技在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方面的作用。
1．注重农业生产和生物多样化

国际上非常推崇多元化的农业系统( Diversified
Farming Systems) 理念，注重食物生产的本地化以及

本土化知识和农业生态知识的应用，以系统方法来

减少环境负外部性，降低与工业化单一作物相关的

社会成本，提高农业的可持续性和韧性［30］。生物

多样性是减轻农业供应链风险的关键。农业食物系

统中拥有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基因库，使作物和牲畜

应对病虫害、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有更强的抵抗力，

从而提升农业食物系统的韧性。多样化的食物还可

以减少对少数工业化作物的依赖，以维持当地居民

的生 计。以 欧 盟 共 同 农 业 政 策 为 例，2014—2020
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要求农业从业者遵守生态多

样化原则，即耕地上至少种植三种作物，并且其中任

何一种作物不能超过农场面积的 75%，任何两种作

物种植面积的总和不能超过农场面积的 95%［31］。
2023—2027 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将继续强调生物

多样性和农业多样化，在 2027 年前将 10%的欧盟总

预算用于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32］。
2．加强农业风险管理以降低风险和损失

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加强农业风险管理。美国建

立了以农作物商品项目和农业保险为支柱的农业风

险管理政策体系，其中农作物商品项目补偿农民收

入的浅度损失，农业保险补偿农民收入的深度损

失［33］。这两类风险管理体系在美国农业支持政策

中占有重要地位。2018 年美国农业法案规定，支出

的 76%将资助营养项目，9%将资助作物保险项目，

7%将资助保护项目，7%将资助商品项目，其余 1%
将资助所有其他项目⑩。欧盟以共同农业政策作为

防范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政策基础，强调对外农业保

护以减少内部风险，注重利用合作社等组织来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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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市场风险，并开始使用期货等新型工具来对冲

农产品市场风险［34］。日本则特别注重以立法来为

农业保险提供制度支撑，早在 1929 年就制定了了

《家畜保险法》，1938 年又颁布了《农业保险法》，

1947 年实行了《农业灾害补偿法》，1952 年出台了

《农业共济基金法》，这些共同构成了以政府为主导

的“共济—保险—再保险”三级组织体系［35］。
3．高度重视农业科研创新和发展集成技术

建立相互加强的技术、政策、知识、社会制度和

文化规范的社会技术创新组合，对促进农业食物系

统转型和提升农业食物系统韧性至关重要。技术创

新是实现多赢的关键，遥感、精准农业和免耕等增产

和保护技术已显示出对生产力和自然资源有效利用

的可衡量影响，营养技术( 如生物强化) 的证据表

明，它具有显著改善健康和营养的潜力，这有助于解

决冲突导致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恶化时可能出现的

恶性循环问题［36］。

四、提升我国农业产业链韧性的路径

结合我国农业产业链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

风险挑战，借鉴国际经验，基于大食物观发展理念，

需要从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加强农业风险管控和

应对、拓宽食物来源和丰富供给品类、延伸农业产业

链和增强价值链、优化国内生产和国外进口布局、形
成健康导向型食物消费模式等方面来提升我国农业

产业链韧性。
1．坚持藏粮于技，提高农业科技全链竞争力

加大对农业研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强农业

科研的多目标功能性，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改良

和创新种植技术，提升种子产量、营养和耐旱、耐寒

等特性，提高适应性。利用新兴技术如智慧农业、遗
传改良、生物技术等，提高食品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在保障主粮品种优势的前提下，加大对蔬菜、水果、
水产品和畜禽种质资源等领域研发的支持力度。要

加大对气候变化、食品安全与营养等新兴农业科技

项目的投入力度，特别是要研发能抵抗干旱和其他

气候变化症状并能捕获碳的作物来帮助农民适应气

候变化。同时，打造以政府推广部门为主体，农业科

研机构、涉农高校、涉农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科技推广

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率。
加快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培育优

质农业科技企业，提高农业科技企业科研能力。通

过公私合营( PPP) 、政府资金配套等多方式并举，加

大对农业企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D) 投入的

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多途径引导、调
动企业投资农业科研积极性，增强政府优化农业科

技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农业行

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2．夯实农 业 生 产 根 基，加 强 农 业 风 险 管 控 和

应对

坚持藏粮于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物流仓储设

施和加工设施等建设，提升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2022 年我国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 10 亿亩，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
要按 照《全 国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规 划 ( 2021—2030
年) 》的要求，到 2025、2035 年建成 10．75 亿、12 亿亩

高标准农田。加大对农业灌溉设施的投资，鼓励和

支持企业、合作社等建设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
进一步用好农业保险等工具加强风险管控。要

加强风险评估，制定农业保险、多元化种植、灾后补

贴等应对措施。应用农业保险、期货交易等多种风

险管理工具来帮助农业生产者降低风险，扩大水稻、
玉米等作物的农业保险覆盖率。加强农业生产合作

社、合作经济组织等农业相关组织间的合作，通过共

享资源、技术、信息和市场来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效率，减少风险。
3．拓宽食物来源和丰富供给品类，延伸农业产

业链和增强价值链

基于我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紧缺问题，要拓宽食

物来源，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方位利用国土

资源，充分发挥耕地、森林、草原和江河湖海等自然

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分散资源环境压力。同时，鼓

励多样化的食品生产，包括水果、蔬菜、谷物、坚果、
海产品等，以增加国民营养摄入; 促进农业多样化，

发展农产品的多元化经营模式，以丰富食品供应。
加强对新型食品如人造肉、藻类、昆虫等的研究和开

发，挖掘未来食物潜力。加强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监

管，确保食品安全。
综合运用科技、管理、营销等多种手段，以提高

产品附加值、增加品牌知名度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为核心，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立完善产

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和产购储加销“五

优联动”的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将农产品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通过提高农产

品品质、建立品牌形象、发挥品牌联盟作用、利用互

联网平台、建立区域品牌、加强质量监管等途径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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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业品牌建设。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农业

产业链全链条管理，提高农业产业链效率和产业链

间的衔接，建立多样化的食品生产和供应网络，以确

保在紧急情况下保障供应链通畅。同时，注重发挥

农业的多功能性，提高农业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经济发展。
4．优化国内农业生产区域布局，促进国外进口

多元化

在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分品种、分用途、分区

域、分城乡设定粮食自给底线。根据不同地区的资

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布局。结合

当地的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推广适宜技术和优良

品种，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将同一地区的农

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和附加值。
同时，加强当地食物系统建设，鼓励粮食和食物在当

地生产和分配，减少对外地食物供应的依赖。
加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加快推动

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的分散化，通过技术合作等方式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拓展新

的农产品进口来源，改变农产品贸易形式，丰富进口

农产品品类。创新国际农业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产品自给能力和粮食出口供

应能力，积极参与东道国农业综合开发及全球供应

链建设。积极推动本土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高

本土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知名度，实现农产品的

多元化供给。加强贸易自由化，促进农产品贸易，为

多元化农产品进口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5．推动树立健康膳食理念，形成健康导向型食

物消费模式

通过媒体宣传、公益广告等渠道，向公众传递健

康膳食的理念并提供相关的营养知识，推广健康食

品和健康膳食文化。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食物消费

观念，树立“吃动两平衡”的健康膳食理念，增加全

谷物、粗杂粮、水果和豆类的消费，减少对精制谷物

和红肉的过量消费，推广动物蛋白( 特别是牛肉) 的

替代品，包括合成肉、植物性加工蛋白餐等。倡导

“光盘行动”，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提倡适度饮食，

鼓励人们摄取多种营养素和保持膳食平衡。
通过强制包装标签、完善食品营销法律等，营造

促进健康饮食的环境。对低收入人群采取支持措

施，探索建立城乡互融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低收入

居民增加转移支付或发放食物消费券，改善脆弱人

群尤其是青少年、妇女、老人的健康、营养和教育水

平，提升他们获取食物和改善膳食质量的能力。家

庭和学校要加强关于健康膳食的教育。

注释

①此处数据由笔者在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www．stats． gov．cn / tjsj /

zxfb /202212 / t20221229_1891313．html) 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

得。②此处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畜牧

兽医行 业 发 展 规 划〉的 通 知》，中 国 政 府 网，http: / /www． gov． cn /

zhengce /zhengceku /2021 － 12 /22 /5663947 / files / fd62c2ed4d3d450e8b0

f87c2dc8ff326．pdf，2021 年 12 月 14 日。③此处数据由笔者在联合国

粮食及 农 业 组 织 网 站 ( https: / /www． fao． org /worldfoodsituation / food-

pricesindex /zh) 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④此处数据来源于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介绍 2022 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

况》，中国政府网，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23 － 01 /18 /content _

5737816．htm，2023 年 1 月 18 日。⑤此处数据源于韩振国: 《我国种

业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如何》，《农民日报》2022 年 3 月 22 日。⑥⑦此

处数据由笔者整理计算所得，初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2022 年版;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

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

2022 年版。⑧此处数据来源于唐仁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人民

日报》2022 年 12 月 15 日。⑨此处数据由笔者在 Trade Map 网站( ht-

tps: / /www．trademap．org / Index．aspx) 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⑩此处数据由笔者在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网站( https: / /www．ers．

usda．gov /agriculture－improvement－act－of－2018－highlights－and－impli-

cations) 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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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Ｒ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Under the Great Food Outlook

Zhang Yumei Long Wenjin
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consumption，and trade．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has been extended，productiv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richer． However，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still faces many risks and challenges，such as weak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high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high disaster risks，low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
cessing output，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import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is not resilient enough． In order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ricultural power，it is urgent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In the future，we should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iversification，agri-
cultural risk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rengthen agricultur-
al risk management and response，broaden food sources and enrich supply categories，extend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strengthen the value chain，optimize the layout of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foreign imports，and form a health－oriented food consump-
tion model with the great food approach．

Key words: resilienc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gricultural food systems; the great food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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