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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玉米相关内容解读 

内容概要 

国家于 2 月 21 日晚间发布 2021 年一号文件，本文试图在汇总历年一号文件玉米相关

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简单解读。 

回顾历年一号文件可以看出，2015 年及其之前一号文件更多强调继续临储托底收购政

策；2016 年玉之后国家推出市场化改革政策，并提出加快临储库存去化；2018 年临储

玉米库存大幅去化之后，一号文件逐步转向保障供应。 

今年一号文件继续聚焦供应保障问题，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国内耕地面积无法完全

实现全部农产品自给；其二是农产品临储库存持续去化，国家对市场调控力度下降；

其三也是最直观的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战之下，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凸显。 

对应提出的主要措施有三，其一是守住耕地红线，目的在于保证农产品种植面积；其

二是延续鼓励进口政策，即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

应链；其三也是长期战略，即首次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旨在提高国内农产品单产水

平。 

尽管今年一号文件试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来保证国内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并提

出要实现粮食产量目标，但并未对具体品种进行详细的规划，政策层面仍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 

对于玉米而言，当前年度即 2020/21 年度国内玉米产量已经大体确定，市场供需缺口

主要通过进口和抛储两个方面加以补充，考虑到国内临储小麦和水稻库存相对充足，

当前年度供应总体问题不大。 

市场更多关注下一年度乃至更远年度国内玉米供应保障的长效机制，其中种植面积更

多关注国家补贴政策，即生产者补贴会否继续向大豆倾斜；抛储部分玉米储备库存有

望在当前年度去化完成，水稻更多关注陈化库存量，小麦则需要留意国家安全红线，

因当前年度临储拍卖成交高企，库存去化仍在继续之中；进口层面变数较大，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即进口放开的方式和数量。 

但从长期来看，进口放开或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有四，其一是玉米市场地位已经下

滑，相应保障水平转为基本自给；其二是玉米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即与国际市场价格

接轨；其三是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可以视为铺垫，包括提高单产水平和完善补贴政策；

其四是国内供需缺口补充的需要，特别是水稻和小麦临储库存去化危及国内口粮安全

的情况下，进口放开或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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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一号文件玉米相关内容汇总 

图 1. 历年一号文件玉米相关内容汇总 

文件 公布日期 玉米政策相关内容 

1 号文件 13/1/31 

充分发挥价格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激励作用，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

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适时启动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食糖等农

产品临时收储。 

1 号文件 14/1/19 

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

标价格保险试点，开展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继续执行稻谷、小麦

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 

1 号文件 15/2/1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继续执

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总结新疆棉花、东

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完善补贴方式，降低操作成本，确保补贴

资金及时足额兑现到农户。 

1 号文件 16/1/27 

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在使玉米价格

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同时，综合考虑农民合理收益、财政承受能力、产业链协调发

展等因素，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按照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离的原则，

改革完善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 

1 号文件 17/2/5 

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鼓励多元市场主体

入市收购，防止出现卖粮难。采取综合措施促进过腹转化、加工转化，多渠道拓展

消费需求，加快消化玉米等库存。 

1 号文件 18/2/4 

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培育多元市场购销主体，改革完善

中央储备粮管理体制。通过完善拍卖机制、定向销售、包干销售等，加快消化政策

性粮食库存。落实和完善对农民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效能。健全粮食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探索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

点，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号文件 19/1/3 

（五）实施重要农产品保障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立足国内保障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供给，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科学确定国内重要农产

品保障水平，健全保障体系，提高国内安全保障能力。将稻谷、小麦作为必保品种，

稳定玉米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加快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进

程。 

1 号文件 20/2/5 

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20 年粮食播种面积和产

量要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

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加大对大豆高产品种和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支持力度。

抓好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防控，推广统防统治、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模

式。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增加适应国内需求的农产品进口。 

1 号文件 21/2/19 

2021 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 1.3

万亿斤以上，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

政策。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支持种业龙

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

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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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玉米相关内容的理解 

回顾历年一号文件可以看出，2015 年及其之前一号文件更多强调继续临储托底收

购政策；2016 年玉米市场严重供大于求问题暴露之后，国家推出市场化改革政策，

并提出加快临储库存去化；2018 年临储拍卖成交接近 1 亿吨，临储玉米库存大幅

去化之后，一号文件逐步转向保障供应。 

今年一号文件继续深化供应保障问题，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国内耕地面积不足，

引用前农业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的话来说，就是我国耕地不足以提供国内所

需的农产品，过去相当于战略性放弃了大豆；其二是诸多农产品品种临储托底收

购政策相继取消，临储库存持续去化，国家对市场调控力度下降；其三也是最直

观的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战之下，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国家相继提出大豆振兴

计划，并号召国民减少粮食浪费。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三大措施在保障国内供应，其一是守住耕地红线，这主要针对

上述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目的在于保证农产品种植面积；其二是延续鼓励进口政

策，今年提法是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

这应该是对 19 年“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科学确定国内重要农

产品保障水平，健全保障体系，提高国内安全保障能力”的升华；其三也是长期

战略，即首次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旨在提高国内农产品单产水平，就目前而言，

与美国相比，水稻单产水平相差不大，小麦与棉花高于美国，大豆和玉米则显著

低于美国，其中大豆甚至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尽管今年一号文件试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来保证国内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应，

并提出要实现粮食产量 1.3 万亿斤即 6.5 亿吨的目标，但并未对具体品种进行详细

的规划，政策层面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玉米而言，当前年度即 2020/21 年度国内玉米产量已经大体确定，市场供需

缺口主要通过进口和抛储两个方面加以补充，前者包括玉米、高粱、大麦和小麦

等，其中小麦受配额限制，高粱、大麦全球可供出口量受限，玉米在进口配额之

外，国家发放了基于中美贸易协议的国营配额；后者则主要为储备玉米、小麦和

水稻，其中玉米包括临储和一次性储备剩余 600 万吨左右，水稻主要为陈化库存，

截至 12 月 25 日当周累积成交 922 万吨，小麦则以临储拍卖为主，自 8 月底以来

截至 2月 9 日当周累计成交 3173 万吨。考虑到国内临储小麦和水稻库存相对充足，

当前年度供应总体问题不大。 

后期市场更多关注下一年度乃至更远年度国内玉米供应保障的长效机制，其中种

植面积更多关注国家补贴政策，即生产者补贴会否继续向大豆倾斜；抛储部分玉

米储备库存有望在当前年度去化完成，水稻更多关注陈化库存量，小麦则需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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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国家安全红线，因当前年度临储拍卖成交高企，库存去化仍在继续之中；进口

层面变数较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进口放开的方式和数量。 

但从长期来看，进口放开或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有四，其一是玉米市场地位已

经下滑，过去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三大主粮，而 2019 年一号文件将水稻和小

麦定为口粮，而玉米定为谷物，相应的保障水平亦有所不同，前者为必保品种，

继续临储托底收购政策，需要保证绝对安全，而玉米则是基本自给；其二是玉米

市场化改革的需要，2016 年 1 月 26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提出市场化改革目的之

一便是玉米价格回顾到国际市场价格相近的水平；其三是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可

以视为铺垫，如发展种业提升单产水平，亦会起到缩小内外生产成本差距的作用，

而完善补贴政策可以弥补内外成本差，使得国产玉米可以参与国际化市场竞争；

其四是国内供需缺口补充的需要，特别是在水稻和小麦临储库存去化危及国内口

粮安全的情况下，进口放开或提速。 

 

图 2. 18 年玉米临储成交情况         单位：吨，%  图 3. 高粱月度进口量              单位：吨 

 

 

 

数据来源：国家粮食交易中心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4. 大麦月度进口量              单位：吨  图 5. 小麦月度进口量              单位：吨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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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玉米月度进口量              单位：吨  图 7. 美玉米对中国出口未装船量        单位：吨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USDA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8. 南方港口全部谷物库存           单位：万吨  图 9. 南方港口进口玉米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广东玉米数据网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广东玉米数据网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0. 南方港口进口大麦库存           单位：万吨  图 11. 南方港口进口高粱库存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广东玉米数据网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广东玉米数据网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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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陈化水稻定向销售           单位：万吨，%  图 13. 临储小麦拍卖成交         单位：吨，%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天下粮仓  华泰期货研究院 

 

图 14.  DCE 大豆玉米比价  图 15. 黑龙江生产者补贴            单位：元/亩 

 

 年份 玉米 大豆 

2016 190 118.58 

2017 133.46 173.46 

2018 25 320 

2019 30 255 

2020 38 238 

备注：2016 年及其之前东北大豆仍实行目标价格补

贴，标准为 2014 年 60.5 元，2015 年为 130.87 元，2016

年为 118.58 元，2017 年起调整为大豆生产者补贴，

与玉米相同。 
 

数据来源：文华财经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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