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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菲

河南是粮食生产大省，粮食

总产量占全国的 1/10，小麦产量

占全国的 1/4，在全国粮食生产

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时代，面对 世界粮食发展与

安全格局的新变化，河南省要在

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 进高

质量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必须首

先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以提

升粮食供应链韧性为目标，补齐

供应链中最薄弱环节的抗压能

力，当粮食供应链受到外部环境

冲击后，能够以新技术、新产品

对发展 路径 进行优化革新，推

动粮食供应体系向更有韧性的方

向转型，这是复杂形势下有效防

范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可能导致

的粮食危机的基础保障。美国

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

国路易达孚四大粮食巨头控制着

全世界 80% 的粮食交 易量，凭

借对粮食供应链上下游的强大控

制力影响着全球的粮食价格。因

国际粮商发展对河南省
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的经验启示

此，本文选取四大粮商作为研究

对象，对其提升供应链韧性的相

关做法和经验进行梳理分析，总

结经验启示，这对于河南省提升

粮食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一、先进做法

（一）贯彻全产业链战略

美国 ADM 公司是全产业链

战略的先行者，其业务覆盖从田

间到餐桌的各个环节，以农产

品为核心，围绕农业服务、油

籽加工、玉米加工、营养品业

务等主营业务，构建了完善的

“ 农 场 — 储 存 — 运 输 — 加 工 —

分配—销售”等环环相扣、有

效支撑的全产业链，其终端产

品甚至超出了传统的“粮食范

围”，涉及“食品 + 饲料 + 生物

燃料 + 工业品 + 全球粮食贸易

体系 + 全球涉农咨询”等更多环

节。美国嘉吉是全球最大的粮

食贸易和仓储商、全球最大的

肉禽养殖商和美国最大的玉米

饲料生产商，其以全产业链拓

展为发展方向，以粮食业务为

基础，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扩

展，特别是涉及农业深加工相

关的高附加值业务，包括种子

种植、技术研发、新型食品、

生物能源等，业务范围覆盖农

业、动物营养、食品、工业和

金融等领域。法国路易达孚的

发展模式更是以全产业链发展

为核心，依托农产品贸易，不

断上下延伸产业链，覆盖了从

产业上游种植、中游研发到下

游销售发展的整个产业链，推

动粮食产业整合，打造核心竞

争力。

（二）注重供应链安全

邦吉的成功得益于其“农

资 + 农场 + 终端”一体化的供

应链，凭借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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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各国提供综合性的粮食安

全解决方案。嘉吉高度重视供应

链安全，在世界 60 个场所布有

全球联线（GPS）的通信卫星，

通过强大的信息收集能力和风险

管理能力，不断优化供应链，完

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交易、加

工和分销体系，为供应链上下游

提供运输、仓储和存货管理等相

关信息以及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以产品和服务创新来确保供应链

上下游之间协同机制畅通安全，

以供应链安全确保产品的新鲜、

减少损耗、提高产品和交货的可

靠性，极大地增加了供应链韧

性。路易达孚十分重视供应链风

控管理，早在 100 年前就以农产

品贸易为基础，不断拓展生产贸

易品种的多样性，在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 60 余个生产基

地，拥有自己独特的运输物流

线，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制

度和流程，畅通了销售渠道保证

商品的正常供应。

（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四大粮商对于供应链的控

制还依赖于资本、信息技术、物

流等力量，他们通过控制资源、

获取信息、掌握价格，已基本完

成对上中下游的绝对控制权，不

断增加其核心竞争力。ADM 通

过“金融 + 农业”的发展模式

搭建了涉及银行、信托、期货、

投资咨询的金融发展体系，弥补

了农业前期投入较大、利润率

低、投资回报率低等不足，为农

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本

后盾。同时 ADM 将信息技术作

为发展的重要支撑，将信息技术

转化为重要的工具服务于供应链

的上中下游的各个环节。面对国

际大宗农业商品贸易的各种风

险，路易达孚以金融工具作为风

险防范的保护伞，依托期货交易

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大宗商品期货

交易，通过套期保值，预防大宗

商品价格波动，平衡风险。邦吉

采取的是“农资 + 农场 + 终端”

互利共赢模式，将农场经营与金

融服务相结合，又利用自有物流

系统运送农资和原料，掌握着丰

富的农业资源，提高了自身在竞

争中的优势地位。

二、经验启示

纵观四大粮商的典型做法，

河南省可以通过建立全产业链经

营网络，实现多元化经营和全球

化经营，构建核心比较优势等提

高粮食供应链韧性。

（一）建立全产业链经营网络

从供应链内部而言，供应

链韧性体现在供应链能否贯通原

料供应、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

整个链条，主要受粮食供应链内

部组织结构的影响，如链条完整

度、产业基础能力、资源配置能

力等因素。四大粮商非常注重从

农场到终端的产业链完整度，从

种植到加工、运输、出口的所有

环节都掌握在手中，通过向上延

伸，成就了其农产品全球贸易商

的地位，向下延伸，可以准确掌

握市场信息，及时调整和安排生

产。因此，河南省应以实现粮食

供应链高效协同为目标，以粮食

生产环节为核心，延伸粮食供应

链，激励核心企业与供应链上下

游参与主体通过资源整合和流程

再造，形成以“产购储加销”一

体化为基础的循环链条，实现各

环节分散经营向一体化发展转

变，从而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

（二）实现多元化经营和全

球化经营

粮食供应链系统是一个综

合的、复合的动态系统，种植多

样性、产业集群化、贸易伙伴多

元化有助于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从而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能力的巩固提升，实现粮食

供应链韧性的提高。四大粮商的

业务遍布全球，已经在全球形成

对粮食产业上游原料、期货，中

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

道与供应的控制权。同时，四大

粮商实现了经营模式多元化。

ADM 的主营业务涉及农业服务、

油籽加工、玉米加工、营养品业

务等。邦吉的主营业务涵盖化

肥、农业、食品业、糖业和生物

能源等。嘉吉的主营业务涉及食

品、农业和风险管理产品和服务

等。路易达孚的主营业务涉及咖

啡、棉花、海运、全球市场、果

汁、大米、糖、谷物油籽等，都

形成了从农场到餐桌一体化的产

业链运营模式。因此，河南省应

以实现粮食供应链多元可控为目

标，发挥核心企业的引领和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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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全面整合资源，通过资源

整合的规模效应、群体效应及协

同作用提高粮食供应链在地理和

时间上适应各种外部风险的能

力，确保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掌握

主动性。

（三）构建核心比较优势

由于粮食供应链涉及多个

环节，与其他产业链供应链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活动，特别是

与物流、金融、信息等相关行业

深度融合，可以实现互促互进、

互惠共赢。四大粮商在粮食业务

的基础上，与金融业、科技信息

产业、物流业等都产生密切合

作，可以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

现风险和分散功能，将期货活水

引入粮食生产、收购、加工、仓

储、流通等各环节。利用信息技

术在粮食产业中的应用，做好粮

食安全的源头预防性控制。利用

现代物流技术与管理理念降低粮

食流通环节成本，提高流通效

率。因此，河南省要以实现粮食

供应链转型升级为目标，通过与

相关产业、行业、领域及部门的

拓展整合和优化，发展形成具有

多功能的粮食供应链网络，谋求

粮食供应链与其他供应链之间

的“经济生态圈”建设，以自身

转型升级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

力。侧向拓展优化机制突破粮食

供应链本身，与多条链条主体建

立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

可以保证粮食供应链横向整合和

纵向整合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提

高整个供应链的可控性。

三、对策建议

对于河南省而言，要将提升

粮食供应链韧性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来实施，主动扛稳粮食生产安全重

任，不断强链补链，营造粮食安

全的良好生态，形成更加抗压、

更能抵御冲击、更快实现恢复、

更易重新调整的粮食供应链，为

粮食安全保障提供长效支撑。

（一）扛稳粮食生产安全重任

着力解决好“谁来种地、

种在哪里、怎么种地”三大关键

问题，确保“藏粮于民、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三大战略落实。

第一，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藏粮

于民。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进一步提高种粮主体的素质

和能力，提升农业的地位、农业

科技人员的职业地位，让农民种

粮有效益，有保障 ；要完善针对

小农户的扶持政策，鼓励小农户

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和利益分享机

制参与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稳

定农民种粮意愿 ；要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完善粮食生

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规

模、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主体

多元转变。第二，坚守耕地红

线，藏粮于地。要实行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健全耕地数量和

质量的监测监管机制 ；要加强对

耕地的综合管理，提高土地的综

合生产能力 ；要统筹布局生态、

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在保护

耕地的基础上提高对耕地资源的

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粮食安全

的可持续能力。第三，强化技术

创新，藏粮于技。要发挥现代农

业科技在粮食生产中的支撑作

用，加快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走依靠科技、提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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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内涵式道路 ；要完善农业科

技领域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

实施全产业链育种科技攻关，突

破“卡脖子”的核心技术 ；要推

进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

术在粮食产业中的应用，以技术

驱动粮食单产提高，推动粮食生

产从“高产”向“优质、高产”

并重转变。

（二）积极推动强链补链

积极推动强链补链，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和短板环节，在粮

食断供风险较大的领域构建多元

化供给方案，增强粮食产业链供

应链弹性韧性。第一，加强种业

创新能力。要加强基础性前沿性

研究，启动重点种源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逐步完善国内以育种环

节为主的“健全、自主、可控”

的种子产业链 ；要发挥我国在种

质资源和育种技术应用上的已有

技术优势，培育具有重大应用前

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自主

品牌优良作物品种，让中国的种

子装上“中国芯”，实现种业科

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这

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

己手中”的关键。第二，构建多

元进口渠道。要实施农产品进口

多元化战略，加强与主要粮食生

产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粮食安全合作，同粮食出口

大国签订长期稳定的国家协定和

贸易合约，建立高效稳定的国际

粮源供应，重点解决我国粮食结

构性短缺问题 ；规避粮食进口贸

易风险，促进粮食进口贸易风险

防控关口前移，优化我国在粮食

生产、贸易与流通等产业链供应

链上的投资和布局，进一步提升

粮食进口调控能力。第三，全面

提升产业链的掌控力和话语权。

要积极响应并参与涉粮国际组织

的倡议和活动，在粮食安全公共

储备、出口限制等议题上发出中

国声音，谋求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调整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争取有

利于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 ；

要保持足够的清醒认知和战略定

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

话、积极磋商、管控分歧，解决

双边及多边贸易摩擦。

（三）营造粮食安全的良好

生态

树立大局观念和“一盘棋”

思想，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第一，积极

践行节粮减损。减少粮食损耗是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要硬

化实化细化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

节粮减损举措，坚持开源与节

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行，做

到“产储运加消”全链条减损 ；

开展粮食节约行动，通过主题活

动、新媒体宣传、主题倡议等方

式，广泛开展粮食安全宣传教

育，营造全民节约粮食浓厚氛

围 ，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良好习惯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第

二，及时缓解舆论恐慌。粮食问

题、“菜篮子”问题牵一发而动

全身，关系经济社会全局和民生

大局，也关乎公众的情绪、信心

和心理预期，要加强对粮食安全

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研判，提升科

学素养与独立判断能力，用权威

的数据和理性的分析回应舆情，

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夸大市场或

煽动性言论干扰市场情绪，妥善

处理焦点问题，对存在商业推手

恶意炒作的，公权部门应及时介

入调查。第三，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 。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

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加剧，我国仍

需未雨绸缪，发挥国内粮食支持

政策的积极性作用，实施补贴、

奖励、金融等一揽子政策措施，

调动农民扩大粮油生产积极性，

以国内稳产增产增加供给，鼓励

多元主体参与粮食收储，装满

“米袋子”、充实“菜篮子”，提

前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粮食危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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