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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

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

措施的意见》编制，是指导今后十年我国粮食物流发展的专项

规划。 

本规划分析了我国粮食物流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提出

了我国粮食现代物流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主要任务、建设项目和实施的配套措施。 

规划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推广散粮运输方

式，形成全国主要跨省散粮物流通道，提高粮食物流组织化程

度，实现主要跨省粮食物流通道“四散化”和整个流通环节的

供应链管理，形成便捷、高效、节约的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

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本规划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粮食局，在广泛

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发展改革和粮食部门及大型粮食企

业、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的意见基础上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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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保障粮食安全关系发

展改革稳定大局。发展粮食现代物流，实现粮食散储、散运、

散装、散卸（即“四散化”）的变革，提高粮食流通自动化、

系统化和设施现代化水平，对提高粮食流通效率，降低粮食

流通成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

施的意见》，为指导全国粮食现代物流发展，特制订本规划。 

本规划的规划期为 2006-2015 年。规划实施具体分为两

个阶段：从 2006 年到 2010 年为第一阶段；2011 年到 2015

年为第二阶段。 

一、现状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粮食的仓储、运输、装卸、包装条件不断

改善。2003 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内配套资金在东北地

区、长江沿线和西南地区建设的粮食收纳库、中转库、港口

库和散粮运输系统基本建成并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国粮食现

代物流体系建设的起步。1998 年至 2003 年，国家投资建成

1114 个、总仓容 5260 万吨的国家粮食储备库，粮食仓储条

件大为改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2006 年底全国粮食总库存

2 亿吨，完好仓容的利用率为 87％。 

目前我国粮食主要流向是东北的玉米、稻谷和大豆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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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华南和华北地区，黄淮海的小麦流向华东、华南和西

南地区，长江中下游的稻谷流向华东、华南地区。2005 年东

北地区流出粮食（含出口）约 5710 万吨（1140 亿斤），黄淮

海地区流出小麦 1700 万吨（340 亿斤），长江中下游地区流

出稻谷 1700 万吨（340 亿斤）。粮食运输主要以铁路、水路

为主，分别占跨省运量的 48%（不含铁海联运）和 42%，公

路运输占 10%。东北地区已基本形成以大连北良港为龙头的

散粮运输框架。从产区到大连、营口等港口的散粮年运输量

达到近 2000 万吨，约占东北港口粮食外运量的 80%。 

从总的看，我国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还比较落后，物流成

本高、效率低、损耗大的问题仍很突出。一是仓储设施不能

适应散粮接卸的需要。目前现有完好仓容中只有约 11％是适

合粮食散装散卸的立筒仓、浅圆仓，其余 89％的平房仓不适

应散粮接收发的需要。关内主产区交通枢纽地区和南方部分

主销区，散粮中转库容不足。二是运输方式落后。目前全国

85%的粮食采用传统的包粮运输方式。粮食收购环节基本采

用麻袋、塑料编织袋包装，在储存环节拆包散储，到中转和

运输环节又转为包装形态。散粮火车仅限于东北地区内部开

行，散粮汽车运输处于起步阶段，内河散粮船舶运输尚未起

步。整个流通环节需要经过多次灌包、拆包，包装资材耗费

大、抛洒损失多、掺混杂质情况严重。三是装卸自动化水平

低。绝大部分粮食的装卸仍采用传统肩挑背扛的人工搬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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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方式。目前，全国只有约 1.2％的粮库配备铁路散粮卸车

设施，严重影响了铁路散粮车在全国范围使用。四是组织化

程度低。物流资源分散，粮食经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

销脱节，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目前，东北地区粮食发运人多、

户年均发运量低，不能满足运输部门整列、整船发运的要求，

影响运输效率的提高。 

今后十年是我国粮食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粮

食现代物流对于降低流通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增加农民收

入、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粮食现代物流是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的重要途

径。目前我国粮食从产区到销区的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

的 20-30%，比发达国家高出 1 倍左右；东北地区的粮食运往

南方销区一般需要 20 天到 30 天，为发达国家同等运距所需

时间的 2 倍以上。由于运输装卸方式落后，每年损失粮食 800

万吨（160 亿斤）左右。实现由麻袋包装、人工搬运向粮食

“四散化”的转变，是世界粮食物流领域的一场革命。美国、

加拿大自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历经三、四十年的努力，发

展以圆筒仓自动装卸、散粮汽车、散粮火车、散粮专用船舶

为标志的散粮运输系统。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各主要发达

国家已全部实现粮食“四散化”运输。我国东北地区发展粮

食“四散化”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实现“四散化”运输变革

的优越性。推进粮食“四散化”运输的变革，有利于提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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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粮食流通效率、减少粮食流通损耗、增加粮食有效供给。 

（二）发展粮食现代物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

我国粮食生产规模小、成本高、机械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

低，面临进口粮食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加快发展粮食现代

物流，可以大幅度降低国内粮食的流通费用，提高农民的出

售价格，增强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对保护农民利益、增

加农民收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发展粮食现代物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预计 2010 年全国粮食总流通量将增加到 2.6 亿吨，2015 年

增加到 2.8 亿吨。其中跨省粮食流通量将由 2005 年的 1.2

亿吨，增加到 1.3 亿吨和 1.4 亿吨；进出口量分别达到 4000

万吨和 4500 万吨。建立高效、畅通、节约的粮食现代物流

体系，可以进一步加强粮食产销区的衔接，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发展粮食现代物流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现代科技为支撑，通

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合理布局，建立粮食现代物流体系，实现粮食流通现代化，

以降低粮食流通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提高应对粮食市

场波动的调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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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推进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按照粮食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合理布局粮食现代物流设施项目，引导企业投资方向，避免

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2、市场运作，政府扶持。建设资金主要由企业自行筹

措，投资风险由企业自行承担。中央及地方政府对全国性、

区域性粮食现代物流重点项目进行政策和投资上的扶持。 

3、打破分割，整合资源。打破行业和地区分割，充分

利用现有粮食物流设施，整合各类粮食物流资源，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 

4、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加强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

企业之间的统筹协调。实施铁路转运站及专用线改造，注重

粮食集并和分拨网络建设。根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选择运输

方式。 

5、突出重点，分步实施。要根据全国粮食生产和消费

的布局，突出重点，逐步推进。首先解决“北粮南运”的突

出问题，对跨省粮食主要物流通道和重要物流节点的散粮设

施项目进行重点建设。 

（三）发展目标 

到 2015 年，初步建成全国主要散粮物流通道和散粮物

流节点，形成物流网络，基本实现主要跨省粮食物流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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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储、散运、散装、散卸和整个流通环节的供应链管理，形

成现代化的粮食物流体系，增强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应急调控

能力。 

第一阶段（2006 年到 2010 年），重点发展跨省原粮流通

“四散化”。全国原粮流通量中散粮流通份额由现在的 15%

提高到 35%，其中国内跨省流通量（不包括进出口）中散粮

流通份额由现在的 20%提高到 50%。 

第二阶段（2010 年到 2015 年），建设跨省粮食“四散化”

运输体系和应急调控体系。全国原粮流通量中散粮流通份额

达到 55%，其中国内跨省流通量中散粮流通份额达到 80%，

主要跨省散粮物流通道基本实现散粮运输。 

三、主要任务 

（一）推广散粮运输方式 

依托现有散粮设施，完善重要通道和节点的散粮配套设

施，打破制约散粮运输发展的“瓶颈”，推动形成多种运输

方式高效衔接，贯穿收纳、集并、中转、运输、储存、发放

各个环节一体化的散粮运输系统。在东北和黄淮海等产区加

快发展散粮汽车运输，推动收纳库到中转库和收纳库、中转

库到粮食加工企业的“包粮改散粮”运输。开通从东北地区

到关内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散粮火车定点定向班列，打

通“北粮南运”的散粮铁路运输通道。积极推动东北地区发

展铁海联运，实现粮食运输的铁、水合理分流。逐步建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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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与内河的散粮中转运输系统，鼓励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

发展内河散粮船舶运输，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散粮集装箱的公

铁联运发展，发展“门对门”的散粮配送服务。 

（二）建设主要散粮物流节点 

在主要粮食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建成一批适应散装散卸

的全国主要粮食物流节点，完善集疏运网络，实现铁路、水

路和公路的有效衔接、跨省和省内长短途运输方式的合理转

换，提高粮食快速中转能力。散粮物流节点按城市划分为内

陆城市散粮物流节点和沿海港口城市散粮物流节点。内陆城

市物流节点的标准为年跨省粮食中转量 200 万吨以上（包括

中转库、储备库、内河港口库和粮食码头、加工配送中心、

批发市场等设施的跨省粮食中转量），沿海城市散粮物流节

点的标准是该城市港口中转库及码头年中转量在200万吨以

上。（见专栏一） 

专栏一  散粮物流节点布局 

根据散粮物流节点的标准，具体布局是：（1）内陆城市散粮物流节点为北京、石家庄、

邯郸、大同、郑州、商丘、信阳、驻马店、南阳、周口、济南、德州、潍坊、菏泽、枣庄、

聊城、济宁、合肥、阜阳（皖北）、芜湖、南京、徐州、泰州、南通、苏州、杭州、衢州、

泉州、漳州、南昌、九江、武汉、荆州、襄樊、长沙、岳阳、衡阳、东莞、佛山、肇庆、

南宁、柳州、贵港、成都、重庆等。（2）沿海城市散粮物流节点为大连、营口、锦州、秦

皇岛、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舟山、嘉兴（乍埔）、温州、福州、厦门、深圳、

广州、防城港、北海等。 

（三）形成主要跨省散粮物流通道 

根据全国粮食的流向和流量，加强流出地区散粮发运能

力和流入地区散粮接卸能力建设，形成全国六大主要跨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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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物流通道，分别是东北主产区玉米、大豆和稻谷流出通道，

黄淮海主产区小麦流出通道，长江中下游稻谷流出和玉米流

入通道，华东沿海主销区粮食流入通道，华南主销区粮食流

入通道，以及京津主销区粮食流入通道。实现东北、黄淮海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散粮流出通道与华东沿海和华南等地区

散粮流入通道的对接。（见专栏二） 

专栏二  六大通道粮食流量预测             单位：万吨

通道名称 2003-2005 年平均流量 2010 年预测流量 2015 年预测流量 

全国 15051 17000 18500 

东北流出通道 5270 4600 4900 

黄淮海流出通道 1856 2400 2800 

长江中下游流出通道 1895 2100 2500 

华东沿海流入通道 4523 5300 6000 

华南沿海流入通道 2862 3800 4440 

京津流入通道 1041 1370 1700 

注：全国流通量包括主要通道及非主要通道流量，流出与流入只算一次，包括进出口量。

（四）提高粮食物流组织化程度 

加强粮食产销地区合作。按照销地的粮食调运需求，加

强产地的粮源组织和铁路专列、海运班轮的发运工作，建立

稳定的粮食运输通道，实现产销区的有效对接。鼓励大型粮

食经营和加工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形成一批

跨行业、跨地区，集粮食收购、储存、中转、加工、贸易等

业务于一体的大型粮食物流企业。积极发展第三方粮食物

流。提高粮食市场信息服务水平。发展粮食网上交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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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粮食电子交易平台和全国粮食物流配货、交易管理信息

平台，实现粮食物流信息资源共享。 

（五）加强技术设备研发和标准化工作 

通过自主开发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加快研制粮食

物流关键设备和相关的技术开发，尽快研制通用的散粮火

车、散粮集装箱和散粮汽车。推广散粮运输技术设备，提高

粮食物流的技术装备水平。制定和推广粮食物流标准，实现

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装卸机械、信息编码、品质检测

的标准化。 

（六）建立粮食应急调控体系 

在建立全国粮食现代物流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

方国有粮食企业直接投资方式，控制一些重要物流节点，建

立全国粮食应急调控体系。 

四、建设项目 

为实现粮食现代物流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要重点加强主

要物流通道和节点的散粮设施建设。规划期内的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 

（一）建设和改造部分散粮中转库 

在主要散粮物流节点，新建部分散粮中转设施。在关内

内陆主要散粮物流节点，建设和改造一批适应散装散卸的立

筒仓、浅圆仓和粮食集装箱中转站等散粮中转设施，建设仓

容 500 万吨，增加铁路散粮发运和接卸能力。具体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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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粮食中转库、储备库的年中转量在 30 万吨以上；

（2）内河港口库、码头的年中转量在 50 万吨以上。 

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南方主销区的沿海港口城市物流

节点，建设一批散粮中转库及配套设施，建设仓容 500 万吨，

提高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港口的散粮接卸能力。具体建设标

准为港口年粮食中转量在 200 万吨以上。（见专栏三） 

专栏三  散粮中转库规划表                   单位：万吨

 内陆粮食物流节点 沿海港口中转库 

通道名称 中转能力缺口 规划建设库容 中转能力缺口 规划建设库容 

合计 5049 500 6741 500 

东北流出通道 0 0 550 40 

黄淮海流出通道 1350 150 0 0 

长江中下游流出通道 1900 150 0 0 

华东沿海流入通道 1004 100 3420 260 

华南沿海流入通道 325 50 2721 200 

京津流入通道 470 50 50 0 

注：中转能力缺口等于 2015 年流量预测减去现有中转能力。现有中转能力是按 2005 年底现有

立筒仓、浅园仓仓容量折算所得。其中港口中转能力按年中转 10 次计算，内陆中转能力按年中

转 6 次计算。规划建设库容留有余地，主要考虑要改造部分平房仓。 

（二）增加散粮接收发放设施 

在主要散粮物流节点，依托大型粮库、大型粮油加工企

业、码头和批发市场建设与散粮车辆配套的卸粮坑、提升输

送系统，提高散粮接卸能力。为物流节点上的大型平房仓等

配备吸粮机、散粮倒运车、出仓机、装车机等散粮接收发放

设备，提高散粮发运及接卸能力。加强东北地区和黄淮海主

产区散粮收纳设施建设，提高散粮收纳、集并能力。 

（三）增加散粮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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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通道的粮食流量、品种、作业需求，增加适用的

散粮运输工具。鼓励大型粮食物流企业增加散粮火车皮、散

粮汽车和内河散粮船舶及散粮集装箱。 

（四）建设粮食物流信息平台和检验检测设施 

鼓励基础条件较好的信息服务企业，建立粮食电子交易

和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在粮食物流的各主要环节，建设相应

的粮食检验检测设施。 

五、政策措施 

（一）改革体制 

改革粮食仓储、运输管理体制，创新粮食物流机制，打

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分割，整合现有粮食物流资源，推进仓储、

码头设施社会化和运输服务市场化。继续推进国有粮食企业

的改组改造，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

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整合国债粮库建设项目、世行粮食流

通项目、机械化粮库项目以及各种所有制企业的设施，鼓励

港口、运输企业以资本运作等合资、合作的方式参与粮食码

头的建设、经营和粮食运输。 

（二）完善政策 

合理调整粮食铁水运输比价关系，鼓励铁、水合理分流

运输。采取税收优惠、价格支持等政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散粮集装箱和散粮专用火车运输。对符合规划要求的散

粮物流设施建设项目用地,依法优先审批。跨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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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物流项目要纳入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管理。抓紧起草粮

食现代物流的有关法律法规。 

（三）加大投入 

粮食物流设施项目主要依靠企业投资建设。中央和地方

政府要安排必要的投资，以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贴息等

方式，对重要的粮食物流设施项目予以扶持。中央对粮食物

流设施项目的投资主要用于服务于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重

要物流通道和物流节点上的散粮中转库和信息检测等项目

建设。 

（四）培养人才 

鼓励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培养粮食现代物

流管理和技术人才，满足粮食物流现代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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