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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价格大涨会传导至国内吗？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 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摘要：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食品（包括谷物、植物油、食糖、奶类和肉类）

价格指数大幅上涨，引发人们对国内食品价格上涨的担忧。本文研究发现，中国

国内食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与国际价格的相关性很小，国际食品价格大涨对

国内口粮价格基本没有影响，但会推高国内饲料价格，使得养殖成本上升。在目

前生猪养殖利润较高的情形下，饲料价格上涨基本不会导致生猪供给下降，猪肉

价格在春节后将维持下降趋势。由于肉鸡养殖的利润已经转负，饲料价格上涨，

最晚会在二季度推升鸡肉价格。当前情况下，可以适度减少玉米燃料乙醇加工，

以平抑饲料价格。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涨幅达到 15.5%，比过去五年

平均涨幅高出近 17 个百分点。分类别看，植物油涨幅最大，高达 47.2%，其次是

谷物、食糖、奶类和肉类。2020 年 12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食品价格

指数为 107.5，达到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图 1 全球食品价格及分类价格涨幅 

数据来源：FAO、北大汇丰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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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人们对于全球食品危机的担忧，并使得全球

通货膨胀压力提升。国际食品价格上涨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食品价格？是

否会引发国内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引发了诸多关注。为此，我们分析如下： 

1. 本次国际食品价格大涨的主要原因

本次国际食品价格上涨，一部分源于产量的减少。例如全球主要油菜籽生产

地区因为干旱，导致产量下降。美国农业部预计，2020 至 2021 年度全球油菜籽

产量为 6917 万吨，同比减少 5 万吨。但总体而言，产量下降的幅度是较小的，

并且主要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下滑。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0 年 12 月 3 日的预

测，2020 年全球谷物产量有望达到创记录的 27.42 亿吨，比前一年增长 1.3%。

因此，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主要来自于以下因素： 

(1) 一些粮食出口国采取禁止或限制粮食出口措施。例如 2020 年 3 月越南限制

大米出口、乌克兰控制小麦出口发货量，4 月柬埔寨禁止白米和稻米出口、

俄罗斯设定谷物出口配额等。

(2) 近年来国际经贸冲突不断，世界粮食贸易不确定性加大，不少国家增加粮食

储备。例如，2020 年 3 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提高粮食战略储备，进口 100 万吨

小麦和 25 万吨大米；摩洛哥政府宣布继续暂停征收小麦进口关税以鼓励进

口；沙特政府宣布将小麦储备提升至 100 万吨，并从 4 月起再进口 120 万吨；

4 月苏丹政府宣布采购 20 万吨小麦，以提高新冠疫情时期的小麦储备。

(3) 受疫情影响，全球货物运输和供应链严重受阻，物流成本大幅上涨。上海出

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从 2020 年 5 月至年末已经上涨到三倍有余。印度、越南、

泰国的大米出口都面临集装箱运费暴涨和运力短缺。

(4) 部分发达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增发货币，推高了国际食品价格。历史数据显示，

发达经济体的货币量与国际食品价格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欧美 M1 提升一个

百分点，国际食品价格将上涨 0.88 个百分点。2020 年 11 月，欧元区与美国

的 M1 合计同比增长了 30%，远高于过去 10 年平均 6.1%的年增速。流动性

泛滥除直接导致以美元计价的食品价格上涨外，还通过石油、化工品等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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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使得价格进一步攀升。 

2. 国际食品价格变动对国内食品价格的直接影响不大

我国的食品消费大部分为自给自足，对食品的国际贸易实行调控，国际食品

价格波动对国内食品价格的传导效应很小。图 2 显示了自 2005 年以来全球食品

价格与中国食品价格的变动趋势。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食品价格与国际市场食

品价格存在很弱的相关性，在国际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中国的粮食价格也会出

现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波动幅度远低于国际市场。例如，从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以及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4 月这两次国际食品大幅上涨的时期，国

际食品价格分别上涨了 69.6%和 42.5%，而国内食品价格仅相应上涨了 21.7%和

13.9%，涨幅均不足前者的三分之一。在国际食品价格呈下降趋势时，国内食品

价格也并未随着全球价格走低。例如，从 2011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国际食品价

格下降了 37.8%，而国内食品价格反而上涨了 21.5%。国内和国际食品价格的变

动差异显示两者之间的传导效应很小。 

图 2 全球与中国食品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FAO、CEIC、北大汇丰智库 

在粮食价格方面，国际市场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的相关性更小。图 3 显示

了全球谷物价格与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相对于食品价格，国内

粮食价格的波动更小，并且跟全球谷物价格变动的相关性更低。同样看 2008 和

2011 年两次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时期，从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和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4 月，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分别为 88.3%和 72.8%，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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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粮食价格涨幅仅 8.8%和 11.5%，不足前者六分之一，比食品价格的相关性更

低。国内粮食价格波动远小于国际市场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实行了的较强的出口限

制，包括征收关税和实施配额管理制度，原因之二是我国粮食结构是大部分为本

国生产，仅少量依靠进口，且口粮主要是本国自给自足，饲料粮部分依靠进口。 

图 3 全球与中国粮食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FAO、CEIC、北大汇丰智库 

图 4 主要粮食国内国际价格变动

数据来源：IMF、CEIC、北大汇丰智库 

从图 4 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国际价格变动看，我国的主要口粮小麦和大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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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基本不受国际市场的变动影响，玉米和大豆价格的波动则与国际市场更为相关，

但波动幅度也小于国际市场。 

从图 5 我国粮食的进口依存度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主

要是大豆。2020 年大豆净进口量为总消费量的 85%，玉米、小麦分别为 5.8%和

5.6%，大米为净出口，净出口量占总消费的 0.3%。此外，虽然 2020 年玉米和小

麦进口额度均创十年新高，但两者进口的原因不同。中国小麦库存充足，约有全

球一半的库存1，库存量约为一年消费量的 1.2 倍2，进口的强筋弱筋小麦主要是

为了调剂需求结构。而玉米在 2016 年取消临时收储政策后，经过 5 年快速去库

存、调结构阶段，尤其是在 2017 年推广生物燃料乙醇后，库存结余已经下降至

低位。据此判断，2021 年大豆将继续高度依赖进口，玉米进口可能将继续增加，

小麦主要还是调剂需求结构，净进口可能下降。 

图 5 中国主要粮食净进口依存度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Wind、北大汇丰智库 

3. 饲料价格上涨对猪肉价格影响较小，但将推升鸡肉价格

1 根据美国农业部估计，2020 年末全球小麦库存为 3.17 亿吨，其中中国有 1.61 亿吨，约占 51%。 

2 在 2020 年 4 月 4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也

提到，我们国家粮食库存是充足的，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 17%-18%的水平，特别是两

大口粮，小麦和稻谷库存大体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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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的渠道是饲料价格上涨推升养殖成本，从而影响肉类供给，推升

肉类价格。我国居民主要的肉类消费是猪肉和鸡肉。2020 年，饲料的主要成分玉

米和豆粕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生猪和肉鸡养殖成本上升。从 2020 年 1 月 2 日到

2021 年 1 月 12 日，玉米现货平均价 1917 元/吨上涨至 2902 元/吨，上涨了 51%。

豆粕价格从 2020 年 1 月 23 日的 2783 元/吨上涨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的 3949 元

/吨，上涨了 42%。一般生猪和肉鸡饲料中，玉米占到 60%至 70%，豆粕占 20%

左右，受原料价格上涨影响，从 2020 年 1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 月 6 日，发改委

公布的生猪饲料价格从 2.45 元/公斤上涨至 3.16 元/公斤，上涨了 29%，肉鸡饲

料价格从 2.86 元/公斤上涨至 3.56 元/公斤，上涨了 24%。 

虽然饲料成本大幅增加，但目前生猪养殖利润较高，饲料价格上涨并不会降

低生猪供给，影响最终猪肉价格。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养猪的饲料成本，一般生猪

料肉比在 3 左右，再考虑到乳猪饲料价格更高，将生猪养殖到出栏 120 公斤体

重，折合所需普通饲料约 400 公斤。最新生猪出栏价格为 36.33/公斤，总价值为

4360 元，其中饲料价格按 3.16 元/公斤计算，饲料成本为 1264 元，仅占总价值

不足 30%。每头猪的总价值与饲料成本之差为 3096 元。对比 2019 年 1 月，最低

时生猪出栏价格仅为 12.21 元/公斤，仍按出栏 120 公斤计算，出栏总价值为 1465

元，当时饲料价格为 2.48 元/公斤，对应饲料成本 992 元，占总价值的 68%。每

头猪出栏总价值与饲料成本之差仅为473元。2021年1月最新的猪料比价为11.5，

高于平衡点 7.59 超过 50%。因此，即使饲料价格再上涨 50%，生猪养殖依然有

利可图。目前的饲料价格上涨会减少养殖利润，但在高额利润下未来生猪供给将

继续回升，猪肉价格也难以维持高位，近期受春节因素影响会有所上升，春节后

预计将持续下降。 

但饲料价格上涨可能会对鸡肉价格产生冲击。当前肉鸡的鸡料比价为 2.3，

而鸡料比价的平衡点为 2.34，表示现在养鸡的利润已经转负。从历史数据看，由

于产能调节滞后，因此鸡料比低于平衡点后，仍可能维持最长一个季度的时间。

2020 年由于猪肉价格维持高位，肉鸡养殖规模大增，目前正处于产能收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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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饲料价格上涨将最晚在二季度推动鸡肉价格上涨。 

4. 结论和应对政策

本文分析发现，中国国内食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的相关性很小，

国际食品价格大涨对国内影响不大，口粮价格几乎没有影响，但饲料价格受国际

市场大豆和玉米价格攀升会上升。在当前生猪养殖利润较高的情形下，未来生猪

供给基本不会受到饲料价格上涨的影响，猪肉价格预计在春节后下降，但养鸡利

润现在已经转负，饲料价格上涨最晚在二季度可能导致鸡肉价格上升。 

在大豆依存度很高，玉米库存较低的情形下，预计 2021 年我国将继续进口

大量大豆，玉米进口量也可能高于去年。但我国小麦库存非常高，在进口高筋低

筋小麦作为改善消费的途径时，可以在国际粮价较高的情况下，适度出口一些本

土小麦，以降低库存成本。此外，在玉米库存已经较低，价格已经上涨较多的情

况下，可以减少玉米燃料乙醇加工的使用，以平抑玉米价格，降低饲料价格上涨

对养殖户的影响。 

【声明】  

本文版权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所有。 



8 

专题报告系列 

北大汇丰智库简介 

“北大汇丰智库”成立于 2020 年 7 月，旨在统筹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各院属

研究中心，协调资源，打造一个为政府和企业形势研判和政策制定提供学术依据的

专业化、国际化的新型智库平台，为各级政府、企业及社会在应对中国与全球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新挑战，展开系统、客观、专业

的研究并出谋划策。 

北大汇丰智库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兼任主任，智库副主任为肖

耿、巴曙松、任颋、王鹏飞教授。北大汇丰智库聚焦于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

资、金融改革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经

济贸易与合作、乡村发展等领域的实证分析、政策研判以及专题研究。

北京大学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简介 

       

 

 

地址： 

北大汇丰智库 

深圳市南山区大学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邮编：518055 

电话：（+86）755 2603 8161 

邮箱：thinktank@phbs.pku.edu.cn  

网址：https://thinktank.phbs.pku.edu.cn

公众号：PHBS-ThinkTank 

北京大学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acroeconomy and Finance，

Peking University）是经北京大学正式批准成立，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平安科

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虚体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王鹏飞教

授担任中心主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

教授担任首席顾问，并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相关领域教授联合平安科技的资深

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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