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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

径。 然而，多年来关于我国粮食损失浪费和节粮减损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对粮食损失浪费的相

关概念进行界定，对粮食损失浪费的测算方法进行了介绍，并利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全国大范围实

地调研和测量数据，对田间到餐桌主要环节的粮食损失浪费进行测度，同时对节粮减损的潜力进

行了探讨。 研究表明：第一，三大主粮的综合损失浪费率为 ２０. ０２％，其中加工环节最大

（６. ０３％），储藏、运输和销售环节损失率较低（１％以内），从品种来看，小麦综合损失率最小

（１３. ３８％），水稻综合损失率最大（３０. ２７％）；第二，根据当年粮食产量测算，我国三大粮食总损失

浪费量为 １２１７０ 万吨；第三，基于样本最小损失率，同时考虑生产实践的可行性，本文测算的粮食

减损潜力为 ７. ０６％，即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三大粮食综合损失率可以降低为 １２. ９６％，这样可减少

损失 ４２９２ 万吨。 为此，本文从粮食供应链各主要环节分别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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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告别了粮食短缺，解决

了温饱问题。 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消除贫困，进入小康

社会。 但是，回顾过去，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

勤俭节约的传统在逐渐淡化，粮食损失浪费一度触

目惊心。 研究表明，２０１３ 年前后我国餐饮业每年

浪费的粮食可养活 ２ 亿人①。 即使在农村地区，种
粮农民的爱粮节粮意识也在弱化。 根据研究团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在全国 ２８ 个省份 ３４９０ 个农户的调

查，只有 ３３. １９％的农户在粮食收获后进行田间捡

拾，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对比。 从粮食

生产来看，我国则一直面临着紧平衡。 即使 ２０２１
年我国实现了“十八连丰”，但未来持续增产的压

力日益加大。 因而，在抓好生产，重视“开源”的同

时，也要特别关注“节流”，特别是在粮食损失浪费

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坚持节粮减损，保证粮食供给，
成为全社会的必然选择。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中国倡议在

Ｇ２０ 框架内举办了首届全球粮食减损大会，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

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

的重要途径。 同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粮食节约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节粮减损逐步引

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朱晶，２０２１）。
近年来，节粮减损在全球各国和众多国际机构

都得 到 广 泛 关 注。 ２０１９ 年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ＦＡＯ）发布了专题报告《食品和农业状况：推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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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损失浪费减少》（ＦＡＯ，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出版了《食品浪费指数报告》，研究主要

国家粮食损失浪费，探索节粮减损措施。 实际上，

过去近十年内，中国在节粮减损领域取得了显著成

绩，很多做法和案例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关

注和学习。

二、粮食损失浪费的内涵与外延

　 　 １. 粮食损失浪费的内涵。 与粮食损失浪费相

关的概念主要有四个，分别为粮食损失（或损耗）、
粮食浪费（或食品浪费）、粮食产后损失和粮食收

获后损失。
粮食损失（Ｆｏｏｄ Ｌｏｓｓｅｓ）。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ＦＡＯ）的界定（ＦＡＯ，２０１１），粮食损失指整个食

物供应链中原本供人类食用的粮食，由于自然或人

为因素的影响而离开食物供应链，引起的粮食减

少。 这实际上是广义的“粮食损失”概念。 狭义的

粮食损失，指发生在食物供应链前端的损失，包括

生产、收获和加工阶段（Ｐａｒｆｉｔｔ 等，２０１０）。
粮食浪费（Ｆｏｏｄ Ｗａｓｔｅ）。 与狭义粮食损失相

对应，指发生在食物供应链末端（零售和消费）环

节的食物损失，是原本供人类消费但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被人消费掉、最后被降级使用或丢弃的部分

（王灵恩，２０１５）。 它与零售商和消费者的行为密

切相关（Ｐａｒｆｉｔｔ 等，２０１０）。
粮食产后损失（Ｐ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从字

面可以看出，粮食产后损失指从粮食成熟后到最终

消费过程中的全部损失浪费，包括收获、干燥、储
藏、加工、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中的损失浪费。

粮食收获后损失（Ｐｏｓｔ－ｈａｒｖｅｓｔ Ｌｏｓｓ）。 粮食收

获后损失指从粮食收获后到最终消费过程中全部

的损失浪费。 以“收获”为界，粮食损失浪费可以

分为收获前损失（Ｐｒｅ－ｈａｒｖｅｓｔ Ｌｏｓｓ）、收获环节损失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Ｌｏｓｓ） 和收获后损失浪费 （ Ｐｏｓｔ －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关于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的关系，需要特别强

调三点：第一，粮食浪费属于粮食损失的范畴。 一

些文献中将两者合起来称为“粮食损失和浪费”
（Ｆ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ＦＬＷ）。 但两者的侧重点不

同，粮食损失侧重于食品供应链的前端，主要由于

技术水平、生产和供给制度或政策等因素引起，而
粮食浪费则侧重于食品供应链末端，主要由人们的

经济行为、落后的储备管理或疏忽不重视等引起

（李轩复等，２０１９；黄东等，２０１８）。

第二，ＦＡＯ 进行粮食损失浪费计算时，只考虑

食物或食品（Ｆｏｏｄ），不考虑饲料等不可食用的产

品。 这与中国的“粮食”口径有一定差异，中国的

粮食概念中包括口粮、饲料粮和种子用粮等，因此，
人们潜在地认为粮食损失浪费就应该包括口粮、饲
料粮和种子用粮等各个方面。 但是 ＦＡＯ 统计的是

“食品损失” （ Ｆｏｏｄ Ｌｏｓｓ） 和 “食品浪费” （ Ｆｏｏｄ
Ｗａｓｔｅ），不是 Ｇｒａｉｎ Ｌｏｓｓ 或 Ｇｒａｉｎ Ｗａｓｔｅ。 下面计算

损失浪费现状时，不包括饲料粮在内，但在终端消

费环节包括畜产品的浪费，按照一定的粮食转化率

将畜产品折算为“原粮”分析减损的潜力。
第三，原本供人类消费的粮食，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被消费，即使后来被用于非食物用途（例如饲

料、生物能源、肥料等），也是粮食损失或浪费。 这

种方法将“计划的”与“非计划的”非食用用途区分

开来，在此将其计入损失。
２. 粮食损失浪费的外延。 粮食损失浪费，涉

及到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从损失浪费的外延来

看，主要包括生产、收获、干燥、储藏、运输、加工、销
售和消费等八个环节。

生产环节粮食损失，是从播种开始到粮食成熟

待收获阶段的全部损失，主要由播种时种子遗漏或

过量用种、干旱洪涝大风等自然气候、病虫侵害等

引起；收获环节，指从开始收获到入库储藏前的阶

段，其损失包括收割、脱粒、清粮和田间运输等活动

带来的损失（Ｑｕ，２０２０；曹芳芳等，２０１８）；储藏环节

损失，指从粮食入库到出库过程中出现的损失浪

费，主要是由于储藏条件不佳或生产经营者疏于管

理等因素引起（罗屹等，２０２０；罗屹等，２０１９）；运输

环节损耗，指在运输和中转过程中由于设备和环境

条件等因素导致的损耗；加工环节损耗，指原粮经

加工转化为成品的损耗；销售环节损耗，是在批发

或零售过程中，由于储藏条件、经营环境等因素导

致的粮食损失浪费；消费环节粮食浪费，则是在家

庭消费、外出就餐、集团消费以及商业餐饮行业等

消费过程中形成的粮食浪费。 有关粮食损失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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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概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有关粮食损失的相关概念

概念 环节 原因 损耗形式

粮食损失（ＦＬ）
广义 从田间到餐桌的所有环节 自然、人为等多种原因 量的减少、质的降低

狭义
食品供应链前端（除零售和消费
以外的环节） 主要是技术和自然条件等原因 主要是量的减少

粮食浪费（ＦＷ） 食品供应链末端（零售和消费环
节）

主要是人为因素，包括消费习惯、
意识和制度等

主要是质的降低

粮食损失浪费（ＦＬＷ） 即广义的粮食损失

粮食产后损失（ＰＰＬ） 从收获到消费的所有环节 自然、人为等多种原因 量的减少、质的降低

粮食收获后损失（ＰＨＬ） 从储藏到消费的所有环节 自然、人为等多种原因 量的减少、质的降低

　 　 注：本表的总结基于 ＦＡＯ（２０１１）、ＦＡＯ（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２１）和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 各概念中所

指的粮食均为供人类食用的粮食，不包括饲料粮、种子用粮等

三、我国粮食损失浪费现状

　 　 １. 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从现有文献可以发

现，对于我国全国范围内涵盖食品供应链各主要环

节的大规模粮食损失浪费的调研非常少，多数为某

个或某几个环节的小范围的调研（罗屹，２０２０；高利

伟等，２０１５；冯相昭等，２００７）。 最近的全国性和多

环节的研究，也要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１９９２
年中国农业大学俞家宝教授团队组织 １５０ 多名师

生，选择 ２２ 个省 ５７４ 个县，抽取 １４００ 多个调查样

本，对我国粮食在收获、运输、加工、储藏、销售和消

费六个环节的损失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粮食总

损失率为 １８. １％①。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国科学院

成升魁研究员团队曾对餐饮业浪费做过专题研究

（王恩灵等，２０１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

究院亢霞研究员团队 ２０１４ 年后对“我国粮食现代

储备体系及相关技术”进行研究（亢霞等，２０１５），
对粮食储备环节损失进行了讨论。

为了全面研究整个产业链的粮食损失浪费，
２０１５ 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设立粮食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粮食产后损失浪费调查及评估技术

研究”②，本文中关于粮食损失浪费的数据来自于

该项目的调研。
粮食损失浪费的测算，采取分环节测量、综合

汇总的方法。 在每个环节的测算中，采取多种方

案，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在收获环节，研究团队考

虑品种、地形、收获方式 （手工、半机械、联合收

购）、收获时机等多因素，进行控制实验，最后得到

实验数据，再配合大范围的问卷调研，得到农户问

卷调查数据，然后综合加权得到收获环节损失率。
其他环节，也均根据各环节的特点，采取多阶段分

层随机抽样（或简单随机抽样）等方式进行实地调

研，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结果的可靠性 （赵霞，
２０２１）。

在计算各品种各个环节损失率时，采取整个供

应链各环节累加方式：
ＲＦＬＷ ＝ＲＨＬ＋ＲＤＬ＋ｍ（ＲＦＳＬ＋ＲＲＰＬ） ＋（１－ｍ） （ＲＮＳＬ ＋

ＲＵＰＬ＋ＲＴＲＬ＋ＲＳＷ）＋ＲＣＷ （１）
其中，ＲＦＬＷ为粮食损失浪费率，ＲＨＬ和ＲＤＬ分别为收

获环节和干燥环节损失率，ＲＦＳＬ和 ＲＮＳＬ分别为农户

储粮和企业储粮的损失率，ＲＲＰＬ和ＲＵＰＬ分别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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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农村百事通》报道，原标题“惊人的粮食损失率”. 农村百事通，１９９６（７）：１９
本项目共分为 ９ 个子课题，分别对粮食收获、加工、农户储粮、干燥、企业储藏、运输、销售和消费等 ８ 个环节的损失浪费进行了专题

调研，项目负责人为南京财经大学曹宝明教授，项目各子课题中有关农户的调研由中国农业大学武拉平教授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包括收

获、农户储粮和农户消费环节。 对于收获环节，采取“大范围问卷调查”和“典型地区实验测量”相结合的方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对 ２８ 个省份调

研获得有效样本 ６２９２ 份，同时在 １５ 个省份进行了 ３０ 次收获损失实验，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对于其他环节，也均根据各环节的特点，
综合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调研，以获取科学的数据，进行损失浪费的测量。 受篇幅限制，各环节调研设计的详细情况参考《中国

粮食产后损失研究》（赵霞，２０２１）



和城市粮食加工损失率，ＲＴＲＬ、ＲＳＷ和ＲＣＷ分别为运

输环节、销售环节和消费环节损失率。 ｍ 为农户储

粮占比。
在汇总各粮食品种、测算粮食综合损失率时，

采取按照各品种产量加权平均的方式。
２. 我国粮食损失浪费现状。 根据上述粮食损

失浪费测算方法，可以得到三大主粮的损失浪费情

况（见表 ２）。

表 ２　 三种主要粮食品种产后各环节损失浪费情况

环节 收获 农户储粮 干燥 企业储藏 运输 加工 销售 消费 综合

损失浪费率（％）

粮食 ３. ９４ ２. ０２ ４. ７７ ０. ３８ ０. ３０ ６. ０３ ０. ６１ ３. ４７ ２０. ０２

水稻 ２. ９５ ２. ２０ ４. ９１ ０. ３５ ０. １０ １６. ７９ ０. ７５ ３. ８３ ３０. ２７

小麦 ３. ００ ２. １９ ４. ５０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９０ ０. ６０ ３. ０１ １３. ３８

玉米 ５. ２０ １. ７８ ４. ８０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００４ ０. ５０ ３. ４２ １５. １７

损失浪费数量（万吨）

粮食 ２３９４ ３９２ ２９００ １５８ １７９ ３６６５ ３７０ ２１１１ １２１７０

水稻 ６２３ １４９ １０３６ ５０ ２１ ３５４４ １５８ ８０８ ６３９０

小麦 ４００ ９３ ５９９ ３６ ５３ １２０ ８０ ４０１ １７８２

玉米 １３７１ １５０ １２６５ ７２ １０５ １ １３２ ９０２ ３９９８

　 　 注：（１）表中各环节（纵向各列）粮食损失率（量）为三种主粮损失率（量）的加权平均（以调研数据年份 ２０１６ 年产量为权重）；
（２）收割后的晾晒和清粮属于“收获”环节。 这里主要指利用烘干设备进行干燥，受烘干设备技术水平限制，损失率比较高。 但经过

干燥设备烘干的粮食所占比例较小，特别是对于农户储粮，因而在计算各环节综合损失率时，见（１）式，利用农户储粮比例 ｍ 进行了调

整，参考相关文献，ｍ 取 ０. ３２０１（赵霞，２０２１）；（３）水稻加工损失率偏高，主要是过度加工引起，据四川日报报道，“１００ 斤稻谷只出 ３０
多斤精米，过度加工致粮食损耗严重”。 玉米加工环节损失率偏低，主要由于玉米多为粗加工；（４）消费环节中，水稻和小麦分别对应

米饭和面食的家庭消费浪费率，玉米浪费率取薯类杂粮的平均水平。 与其他环节相比，消费环节要复杂的多，既包括家庭就餐，也包

括在外就餐、集团消费以及商业餐饮等，目前外卖点餐也发展较快。 这里的浪费率是家庭就餐的浪费率数据，研究表明商业餐饮业的

浪费更高，根据国家粮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粮食产后损失浪费调查及评估技术研究”，城市餐饮浪费率为 １１. ７％，大学生食堂浪费

率为 １２. １３％；（５）横向最后一列综合损失浪费率和损失浪费数量，根据（１）式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 年国家粮食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粮食产后损失浪费调查及评估技术研究”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三大主粮的损失浪费率

为 ２０. ０２％，这一结果与多数研究的结论相近（刘
凤忠，２０２１；赵霞，２０２１；尹国彬，２０１７）。 我国粮食

从田间到餐桌的总体损失浪费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不同环节来看，加工环节损失较大，储

藏、运输和销售环节损失率相对较低。 消费环节浪

费率为 ３. ４７％，这里仅指粮食，不包括蔬菜和食用

油等非粮食类食品。 如果综合考虑整个食品的浪

费，要远远高于这一水平。
第二， 分品种来看， 小麦综合损失率最小

（１３. ３８％），水稻综合损失率最大（３０. ２７％）。 小麦

损失率低，主要是由于小麦收获机械化率达到 ９８％
左右①，而且多为联合收割，同时在加工储运方面

技术相对成熟。 特别是近年来全社会倡导健康饮

食，出粉率高的面粉消费增加（包括全麦粉等），另
外，在消费环节，馒头和饼等面食品种更容易储藏

和再次加工食用，因而损失浪费率相对较低。 而水

稻收获的机械化率要低很多，同时水稻加工的副产

物较多，出米率低，过度加工比小麦要严重。 玉米

虽然机收率较低，但其储藏要求的条件不高，可以

整穗储藏亦可加工为颗粒储藏，综合损失率介于小

麦和水稻之间（１５. １７％）。
第三，从损失量来看，根据各环节的损失率和

粮食产量可以推算各环节的粮食损失浪费数量，据
此可以测得粮食总损失浪费量为 １２１７０ 万吨，超过

我国两个最大粮食主产省（河南和黑龙江）２０１６ 年

三大粮食品种的产量（１１２１２ 万吨）。 其中，销售和

消费环节的粮食浪费量为 ２４８１ 万吨，其他环节合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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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农民日报》报道，“全国麦收过六成 机收比例超 ９８％”



计为 ９６８９ 万吨。 如果按照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发展议程，
零售和消费环节的食物浪费到 ２０３０ 年减半，则届

时我国需要减少 １２４１ 万吨，考虑到此处的消费是

低估的（未考虑在外就餐、集团消费和商业餐饮企

业的浪费），实际的粮食浪费将比这一数字大。 鉴

于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的浪费率会更高，需要减少

的也越多，因此，保守估计到 ２０３０ 年消费环节的粮

食浪费需要减少约 １２００ 万吨。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粮食仅指三

大主粮，不包括薯类、豆类和其他小杂粮。 ２０１６ 年

三大主粮占粮食总产量的 ９０. １４％，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粮食总体的情况。

四、我国粮食减损潜力分析

　 　 １. 我国粮食减损潜力的测算。 在粮食生产经

营和消费过程中，受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影响，
出现一部分损失浪费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生产实

践中粮食损失浪费不可能为零。 那么粮食减损的

幅度或减损潜力究竟有多大？
总体来看，有三个方面的标准可以作为减损潜

力的参考，（１）实验数据，即通过最大限度地控制

各方面的不利条件，得到最低的损失率，这一标准

为最理想条件；（２）其他国家的实践数据，即参考

其他损失率最小的国家的数据。 但受不同国家生

产环境和技术水平等差异的影响，这一点往往也是

难以做到的；（３）样本中的最低损失率。 在大样本

调研中，以样本中损失率最低的数据作为标准，这
是比较可行的。 当然，在选择减损幅度的标准时，
也要考虑节粮减损的成本等问题。

对比上述三个标准，本文基于第三种思想，选
择样本最低损失率作为底限。 在分析时，考虑到实

际操作的可行性，我们剔除了损失率极小的一部分

样本，采取“剔除三倍标准差”的方法，即先对样本

数据取对数，然后剔除小于 μ－３σ 和大于 μ＋３σ 的

样本。 对于剩余样本，由小到大排序，取前 ５％的损

失率均值为“样本最小损失率”，同时再考虑减损

的成本，最后确定可行的“目标损失率”，据此测算

节粮减损幅度（见表 ３）。

表 ３　 三种主粮减损潜力测算

项目 收获 农户储粮 干燥 企业储藏 运输 加工 销售 消费 综合

实际损失率（％） ３. ９４ ２. ０２ ４. ７７ ０. ３８ ０. ３０ ６. ０３ ０. ６１ ３. ４７ ２０. ０２

实际损失量（万吨） ２３９４. ００ ３９２. ００ ２９０１. ００ １５８. ００ １７９. ００ ３６６５. ００ ３７０. ００ ２１１１. ００ １２１７０. ００

目标损失率（％） ２. ２１ １. ５３ ２. ７７ ０. ３０ ０. ２２ ４. ３２ ０. ４９ ２. ２６ １２. ９６

减损潜力 Ｉ：损失率（％） １. ７３ ０. ４９ ２. ００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１. ７１ ０. １２ １. ２１ ７. ０６

减损潜力 ＩＩ：损失量 （万
吨） １０５２. ００ ２９８. ００ １２１６. ００ ４９. ００ ４９. ００ １０４０. ００ ７３. ００ ７３６. ００ ４２９２. ００

减损数量占实际损失量之
比（％） ４３. ９３ ７５. ９９ ４１. ９１ ３０. ７８ ２７. １７ ２８. ３６ １９. ７２ ３４. ８４ ３５. ２６

　 　 可以看到，我国粮食（三种主粮）的减损潜力

是 ７. ０６％，即损失率可以由实际的 ２０. ０２％控制到

１２. ９６％。 根据粮食产量折算，可以节约粮食 ４２９２
万吨，为最初损失量（１２１７０ 万吨）的 ３５. ２６％。

２.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节粮减

损目标。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联合国 １９３ 个会员国举行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议程涉及到经济、社会和

环境等多方面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新议程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启动。 在第 １２ 项目标“确保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的第 ３ 款 （即目标

１２. ３），明确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

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

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基期是 ２０１５ 年，即在 １５ 年内（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实现各项目标。

从表 ３ 可以看出，根据测算，消费环节的浪费

减少幅度为 ３４. ８４％，销售环节为 １９. ７２％，距联合

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１２. ３）还有一段距离，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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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国还有八年的时间，需要全社会不断努力。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两点：第一，本项目调研的时间

为 ２０１６ 年，问卷中反映的损失率为 ２０１５ 年，与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期一致；第二，测算时采

用的“目标损失率”是基于现有技术水平、生产经

营条件和消费环境综合而得，实际上随着未来科技

的不断进步，在整个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我国

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

五、节粮减损措施

　 　 粮食损失浪费的影响因素很多，在产业链的前

端环节（生产、收获、加工、储藏等）主要是技术水

平和生产经营环境等 （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２；屈雪等，
２０１９；黄东等，２０１８；曹芳芳等，２０１８；陈启亮等，
２０１６），在产业链的末端环节（零售和消费等）主要

是思想意识、制度政策、消费习惯和传统等人为因

素（Ｌｕｏ 等，２０２１）。 同时，粮食损失浪费，涉及到从

田间到餐桌食品供应链各环节的所有主体，包括政

府、农户、生产经营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等。 如前所

述，产业链前端环节的损失主要是技术原因引起，
而末端的环节更多的是思想意识等人为因素。 针

对各环节粮食损失浪费的主要影响因素，特提出如

下建议。
第一，从政府角度而言，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制度，严格约束各主体行为，引导全社会

形成节粮减损风气。 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等法律法规，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实施；其次，健全组

织机构。 节粮减损涉及到很多部门，需要协调各个

部门做好顶层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

费法》指出，“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全

国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组织协调；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每年分析评估食品浪费情况，整体部署反食品浪

费工作，提出相关工作措施和意见，由各有关部门

落实”。 具体而言，农业农村管理部门要加强粮食

生产过程中节粮减损工作的管理，商务主管部门要

加强对餐饮行业的管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

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反食品浪费情况的监督，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加强粮食仓储流过程中的节粮

减损管理。
第二，从生产和收获环节来看，首先，要推进优

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突出高产高效、多抗广适、低
损收获的特性，加快选育节种宜机品种，积极推广

先进适用的精量播种技术，从而既实现节约用种，
同时也为后续收获等环节减损打好基础；其次，大

力推进粮食精细收获，强化农机、农艺、品种集成配

套。 制定和完善主要粮食作物机收减损技术指导

规范，引导农户适时收获。 另外，加强天气和自然

灾害的预警，鼓励地方提升应急抢种抢收装备和应

急服务供给能力，提高应对风险能力（崔宁波等，
２０２１）。 在损失较严重的地区，支持村集体组织安

排人力进行收获后捡拾。 积极加强农机手培训，将
农机手培训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提高机手规

范操作能力。
第三，从储存环节来看，首先，加强农户科学储

粮技术培训和服务，引导农户进行科学储粮。 同时

开展不同规模农户储粮装具选型与示范应用，推进

农户科学储粮工程的支持力度，改善储粮条件（Ｌｕｏ
等，２０２０）；其次，改善粮食产后烘干条件，提升烘干

能力。 将粮食烘干成套设施装备纳入农机新产品

补贴试点范围。 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企

业、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

务，烘干用地用电统一按农用标准管理；另外，利用

现代科技，推进粮食仓储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第四，从运输环节来看，首先，建设铁路专用

线、专用码头、散粮中转及配套设施，完善运输基础

设施和装备，减少运输环节粮食损耗；其次，健全农

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提升粮食运输服务水平；另
外，开展物流标准化示范。 发展规范化、标准化、信
息化散粮运输服务体系，探索应用粮食高效减损物

流模式，推动散粮运输设备无缝对接。
第五，从加工环节来看，首先，完善粮食加工标

准，推进粮食适度加工，提高粮食加工转化率。 积

极引导“全谷物”产业发展，启动“国家全谷物行动

计划”。 其次，提升加工数字化管理水平，推进加

工设备智能化改造，推广低温升碾米设备，鼓励应

用柔性大米加工设备；另外，有效利用米糠、麸皮、
胚芽等加工副产物，生产食用产品、功能物质及工

业制品，积极推进对玉米等饲料粮的替代，加强粮

食资源的综合利用。
—９３—

　 　 武拉平：我国粮食损失浪费现状与节粮减损潜力研究



第六，从销售环节来看，首先，要加强销售环节

的条件建设，推进低温冷藏设备和技术的推广应

用。 其次，加强粮食及其加工品在搬运、存储和展

销等过程的管理，及时销售产品；另外，对于连锁超

市等销售商，加强进销存管理，做好市场和销售预

测，科学采购食品，同时建立食品回收机制，对于临

近保质期的食品采取降价促销、厂家回收或捐赠等

手段，减少浪费。
第七，坚决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 （１）继续

加强爱粮节粮宣传。 充分利用好每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世界粮食日等机会，积极开展“节粮宣传”活动。
媒体和相关宣传教育机构要大力加强爱粮节粮宣

传和教育，特别是从娃娃抓起，营造爱粮节粮氛围，
提高广大消费者的节粮意识；（２）加强餐饮经营者

管理（包括学校、机关和其他集体食堂），完善相关

制度，健全标准和服务规范等，通过“小份菜”和醒

目的饭量标示或提醒，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 加强

餐饮业浪费的监督管理，对于违反“反食品浪费

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３）减少家

庭和个人浪费。 加强公众营养膳食科普知识宣传，
鼓励家庭科学制定膳食计划，按需购买食材和食品

（Ｌｕｏ 等，２０２１）。 提倡少量多样、营养搭配的烹饪

方式。 另外，积极推进厨余垃圾的资源化特别是饲

料化利用。
总之，节粮减损涉及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需

要从制度、组织和技术多方面强化，在粮食供应链

前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在粮食供应链末端，通过法律法规和宣传教育等手

段，营造爱粮节粮的社会风气，从社会道德和法律

规范等多方面约束消费者和各相关主体的行为。
当然，节粮减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政府必须积极

有为，除不断加强法律法规等制度政策建设外，大
力加强组织机构建设，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到节粮

减损工作中，共同做好节粮减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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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２０. ０２％，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６. ０３％），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ｌｅ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 （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ｅ⁃
ｔｉｅ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 １３. ３８％），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ｒｉ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３０. ２７％）. （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１２１. ７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３）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ａｔ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ａｍ⁃
ｐｌｅ，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ｓ ７. ０６％，
ｔｈａｔ ｉｓ，ｉｆ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１２. ９６％，ｔｈｕ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ｂｙ ４２. ９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ｊｏ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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