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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粮价面临再次上涨 世界经济滞胀风险陡增

更多迹象表明，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和食品价格正在酝酿第二波大幅上涨。在美国次贷风

波席卷全球和高油价持续冲击个人消费和企业盈利的不利背景下，粮价再度疯涨只会进一步

加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一些经济学家惊呼，全球经济正日益凸现上世纪70年代“滞胀”

时期的典型特征。

!

本报记者 何鹏

随着芝加哥 !""# 年 $ 月交割的

小麦!糙米!大豆!玉米等期货价格升

至历史最高水平"人们不禁担心"国际

粮价上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国内粮

价#但昨日的采访中"多位专家向本报

记者表示"无论是小麦!玉米"还是稻

谷等主要粮食品种" 国内粮食生产和

供应都是正常的"库存也非常充裕"完

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在国家宏

观政策的调控下" 明年国内主要粮食

品种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小麦稻谷供给充足

%判断国内明年粮价走势的基础

是国内主要粮食品种的供给和需求情

况$ &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副总经

理肖永成对记者表示" 从供给方面来

看"今年小麦!稻谷产量均有所增加"

特别是小麦库存充裕" 完全可以满足

国内市场的需要$

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粮食连续 %

年丰收"夏粮产量 &&'$%万吨"比上年

增产 &%'万吨" 增长 &($)' 早稻产量

$&*+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秋粮也继

续增产"预计今年产量超过 &万亿斤$

%可以判断"明年 +月份新一年的

小麦收割之前" 国内的小麦等粮食的

库存是充足的$ &肖永成表示"根据粮

食供求关系来判断" 虽然国际粮价的

大幅上涨, 但对国内粮价的影响应该

不会太大$

进口压力有望缓解

近四年来"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

涨近两倍" 部分玉米和食用植物油用

来生产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推动粮

价大幅度上涨$ 由于扩种玉米" 减少

了大豆种植面积"!""-年全球大豆减

产 *(%)$ 目前"从巴西运往我国的大

豆海运费上涨到每吨 &!%美元" 同比

上涨 &&%)" 影响大豆进口成本每吨

约增加 '""元$

中投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曹雪锋

表示"由于我国大豆进口量很大"同时

国内也有大量的玉米用来生产生物燃

料" 使得今年国内这两个品种价格上

涨较快"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

他粮食品种的上涨$

肖永成说" 国家对玉米和大豆的

市场已经放开"过去较少干预"所以国

内价格和国际价格有很大的关联$ 目

前国家在严格控制玉米深加工盲目发

展和出口" 同时玉米的播种面积也有

所扩大"这些调控措施生效后"明年玉

米也可以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要$

对于大豆"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最

近已经表示"大豆!食用植物油价格已

涨至历史最高点" 随着主要生产国种

植面积扩大" 明年 '月份以后大豆价

格可能逐步趋稳$

粮价面临成本压力

%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粮食

供求关系和粮食价格并不完全等同$ &

肖永成分析说$他举例说"今年国家小

麦和稻谷的供给并没有减少" 但是农

产品之间存在比价效应" 玉米涨了小

麦等也跟着涨$ 此外"猪肉!食用油等

价格上涨的同时也带动了粮价的上

涨$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肥!成品

油等上涨推高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冀东平原河北省深州市东安庄村

的村民王墩也给记者算了一笔帐$ %现

在耕种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 现在每

亩地破碎棒秸(玉米秸秆)需要 %"元!

耕地 $"亩!播种 &"多元!收割 $'元$

&&月份成品油已经提价" 估计明年仅

在柴油方面的成本会高出一些$ &

他同时告诉记者" 现在一亩地至

少需要 &"" 元的化肥!+" 元的尿素$

而今年以来化肥价格也涨了很多"所

以估计明年这方面的投入也要增加$

肖永成对此评价" 随着农业生产

资料以及人均收入的上涨" 粮食价格

保持小幅的上涨"无论从保护农民利

益" 还是从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的角度

上讲"都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目前

的" 粮价还没有达到 &**+年至 &**#

年时的最高水平"而这些年物价!人均

收入都有一定上涨$ &他说$

宏观调控开始生效

此前有专家指出" 今年以来的粮

价上涨和粮食流通存在缺陷有关"如

果这些问题解决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

粮食价格$ %实际上"我认为这并不是

粮价上涨的关键问题"中国幅员辽阔"

流通环节的问题主要还是区域性的!

阶段性的" 对整体的价格结构影响不

会太大$ &肖永成$

曹雪锋进一步表示" 综合判断明

年的粮价走势" 除单纯的粮食供需关

系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必须

考虑" 这是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

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

的中心任务之一"而当前 ./0的结构

性上涨主要还是粮食等食品价格上涨

推动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会

加大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力度$

他说"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 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

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紧绷"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 要着力抓好农

业生产" 发挥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

极性"力争粮食生产再获好收成$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明年

国家将适当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格"

努力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基础

上"继续提高农资综合直补标准"此外

还将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入" 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这些措施的落实将会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粮食生产成本上涨的

压力"对粮价稳定也会产生好的影响$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最

近也公开表示"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小

麦!玉米价格上涨情况"加大政府储备

市场投放力度的措施" 目前价格已经

开始回落趋稳$

!

本报记者 朱周良

最近一轮的粮食价格上涨在期货市

场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美国芝加哥"明

年年 $月交割的小麦和糙米期货价格均

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大豆期货价格创

下 $%年新高" 玉米价格也升至 &&年高

点$

昨天"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明年 $月

份小麦期货价格首度突破每蒲式耳 &"

美元"继续刷新上周五的创下的历史高

点$在上周五的交易中"明年 !月和 "月

交货的小麦合约分别大涨 #$美分和 %&

美分"达到每蒲式耳 &'(&"美元和 &'()"

美元$ 累计上涨"芝加哥小麦期货价格

上涨了 +($)"为连续第四周走强$

不仅仅是小麦"包括大豆!玉米等其

他农产品也全面上涨$ 昨天" 芝加哥期

交所的大豆主力期货合约达到每蒲式耳

&&(*!!' 美元" 为 &*-$年 +月以来最高

水平" 玉米期货也升至每蒲式耳 %(%!-'

美元$

分析人士注意到"在过去一年间"谷

物价格上涨了逾一倍" 主要因为干旱等

自然灾害频发"影响了各国农业产量$另

一方面" 对于粮食和食品的需求却持续

上升$此外"能源价格飙升也助长了粮价

的涨势"由于油价高涨"不少国家都在加

大力度进行生物燃料的开发和生产"后

者的原料大多来自蓖麻!棕榈!棉花!大

豆!向日葵!玉米等油料植物及动物脂肪

等"同时"大量种植这些油料植物也会缩

小用于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耕地面积$

有专家预言" 随着农产品价格持续

高涨"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将迎来第二轮

食品价格上涨$ 今年夏天在批发市场出

现的前一轮谷物价格上涨" 已日渐渗透

到整个供应链$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的策

略师格雷表示" 目前全球的农产品供给

确实吃紧"认为近期价格将见顶是%非常

危险的事情&$

粮食价格上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

令各国的通胀形势急剧恶化$ 在过去的

一周中"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

体"不约而同都敲响了通胀的警钟"各地

的通胀指标都达到数年甚至是有史以来

的最高水平$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 该国 &&

月份 ./0 环比上升 "(#)" 远超过 &"

月份的 "($)"为 !""' 年 * 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0 则上升了 "($)" 为 & 月份以来最

大升幅$

欧洲的通胀情况也不容乐观$ 欧盟

统计局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

&&月份的通胀率猛升至 !'%*"较上月底

公布的初步预测值高 +'% 个百分点"是

自 #++#年欧元流通以来的最高纪录$而

今年 %+月份和去年 %%月份欧元区的通

货膨胀率分别为 #'$*和 %'&*$ 数据显

示"今年 %%月份"欧元区通胀压力显著

加剧主要是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

影响$其中"能源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涨了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 )'!*$

在发展中国家" 俄罗斯可谓对高粮

价之害感受最深的一个$ 俄罗斯经济发

展和贸易部发言人 %#日说" 截至 %#月

%+ 日" 俄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

%%'%*$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把高

通胀率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世界粮食价格

上涨!国内食品生产能力有限!货币供应

增长速度过快等$为了应对粮价上涨"俄

罗斯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关税措施"如

对小麦等农产品征收高额出口税" 放宽

肉类产品的进口限制等$

在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中国" 粮价

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样引人关注$ 国家统

计局 &!月 &&日发布最新统计" 受食品

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今年 %%月全

国 ,-. 同比上涨 $'&*" 创今年月度新

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预计"今

年全年我国 ,-.涨幅大约在 )'(*$这一

涨幅将是自 %&&$年以来的最高点$而食

品类价格大幅度上涨是推动 %% 月份

,-.涨幅创新高的主要因素$统计显示"

%%月食品类价格上涨 %/'#*" 拉动 ,-.

上涨 "'&)个百分点$

尽管很多货币当局都将食品和能源

视为%易波动项目&而忽视其上涨"但食

品涨价对整体物价的%渗透&效应已日益

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各国央行也正在

展开激烈辩论" 讨论近期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迅速上涨会否持续" 以及如果持续

下去的话"央行该采取何种对策$

哈佛大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认为"近期大宗

商品价格的演变可能意味着"总体通胀

与核心消费物价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

性变化&$ 按照罗格夫的观点"央行不能

简单地认为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是短

期行为"也不能认为总体通胀将迅速回

归核心通胀水平$ 相反"货币当局必须

考虑食品和能源价格涨势维持数年的

可能性$

英国 *金融时报+ 日前还刊文指

出" 近期全球各国央行在严格控制通

胀方面的纪录不怎么出色" 因而增大

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渗透到总体物

价的危险$ 文章指出"在 !""+年"全球

许多重要经济体的 ./0 涨幅都超过其

官方设定的目标上限"不管是美国,欧

元区还是英国" 而包括印度在内的很

多新兴经济体中也是如此" 只有仍徘

徊在通缩边缘的日本基本没有出现这

种情况$

在次贷危机%阴魂不散&!美国经济

濒临衰退之际"业界认为"粮价和能源价

格主导的高通胀可能拖累美欧经济陷入

%滞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

授费尔德斯坦上周就表示" 如果房价下

跌导致消费者削减开支" 美国明年有

'")的概率陷入经济衰退" 同时还存在

陷入%滞胀&的风险$他表示"美国的通胀

率比预期的要高"但不会回到上世纪 -"

年代的超高水平$ 但费尔德斯坦同时指

出"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正迈向%停滞型

通货膨胀&$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也撰文指出"

至少从短期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可

能出现经济增长不断放缓与通胀高企

的两难局面" 类似于上世纪 -"年代的

%滞胀&$

"

新闻观察

供给充足 国内粮价明年或不会大幅上涨

##行情 小麦大豆玉米创下新高

##担忧 全球经济面临滞胀风险

##影响 全面推高各国通胀指标

国际粮价上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内交易员正在忙碌 本报传真图

顾客在超市里购买大米 徐汇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