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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稻谷种植行业运营态势及投资价值评估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nongyezhongzi/29250929250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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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水稻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常年播种面积3000万hm2左右，总产2亿t（2012年），
全国近60%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水稻生产和消费在我国国计民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我国谷物生产成本及结构变化分析

（一）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种植总成本变化分析1990年以来，我国粮
食生产成本呈现快速上涨趋势。首先，从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亩均种植总成本分
析：1990年以来，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亩均生产成本不断攀升，2015年三
大粮食作物亩均成本为309.89元，是1990年126.63元的2.4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64%。其
中，稻谷亩均种植成本由1990年的148.96元上升到2015年的339.74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3
5%；小麦亩均种植成本由1990年的114.33元上升到2015年的280.75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
66%；玉米亩均种植成本由1990年的116.63元上升到2015年的280.75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
.98%。

图:1990-2015年中国三大粮食作物的总成本及其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从单位粮食产量的生产成本分析，1990年稻谷、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每吨生产成
本平均为421.11元，到2015年增至763.45元，是1990年的1.81倍，年均增长2.41%，相较
于亩均成本年增长率要低1.23个百分点。其中，稻谷每吨生产成本由1990年的390.21元上
升到2015年的739.51元，年均增长2.59%；小麦每吨生产成本由1990年的536.91元上升到2
015年的780.93元，年均增长1.51%；玉米每吨生产成本由1990年的386.70元上升到2015年
的787.00元，年均增长2.88%。

由上述分析可知，稻谷、小麦、玉米亩均成本的增长率较每吨成本的增长率分别高0.7
6、2.15、1.10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粮食单产的提高抵消了部分种
粮成本的提高，这在小麦的种植上体现最为明显。

        2.2030年中国稻谷供求趋势预测

        2.12030年中国人口总数的预测

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使我国人口的增长率得到有效的控制。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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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2.626亿人，年增长率（1995～2000）为0.9%。至2010年，达13.383亿人（不同板本统
计数据略有差异，此数据比表1少0.016亿人），年增长率已降至0.5%，同期印度为1.3%，
世界平均为1.1%（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0年的报告）。这样的年增长率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如果用这个增长率作基数来预测2030年我国总人口数，则2030年中国人口总数=13.3
83亿人+（13.383亿人×0.5%/年×20年）=13.383亿人+1.338亿人=14.421亿人。

        2.22030年中国人口消费稻米总量预测

2000年我国人均占有稻谷148.3kg，至2010年下降为146.1kg，10年间只下降2.2kg/（
人年）。今后，也很难象发达国家那样大幅下降。但随着动物性食品与瓜果菜食品消费的增
加，今后20年稻谷消费会有小幅下降，预计为140.0kg/（人年）。以此作为基数，求算203
0年中国人口稻谷总消费量。

表：中国水稻生产与人均占产量（1990～201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报告网整理
2030年中国人口稻谷总消费量=2030年人口总数×消费量/（人年）=14.421亿人×0.14t/

（人年）=2.061亿t稻谷=1.443亿t稻米（按糙米率70%计）=1.340亿t精米（按精米率65%计
）。

        2.32030年我国水稻种植面积、产量与供求预测

据分析（《世界农化网》2013年3月4日发布），2005年至2010年国际水稻种植面积增
长率为0.73%，总产量年增长率为1.56%；而同期我国水稻面积增长率为0.70%，总产量增
长率为2.00%。世界水稻和中国水稻面积年增长率几乎相当，而中国稻谷总产量年增长率比
世界平均高0.44个百分点。通观近期我国稻业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南方稻区种植面积
减少，东北稻区（主要是黑龙江省）增加，增不抵减；二是“三稻”种植结构调整，“两头减中
间增”，即双季稻种植面积减少，中稻（含单季晚稻）增加，同样是增不抵减。因此，总体
趋势是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在递减。2010年之后的20年间，预计可以（也必须）挽回局面，
在调低两个增长率中，使种植面积年增长率保持在0.4%，总产量年增长率达到1.0%（品种
要有新的突破）。以此为基数来测算至2030年的稻谷总面积和总产量。

2030年中国水稻种植面积=2010年基数+20年增长数=3005.7万hm2+（3005.7万hm2×
0.4%/年×20年）=3005.7万hm2+240.5万hm2=3246.2万hm22030年中国稻谷总产量=2010
年基数+20年增长数=1.9576亿t+（1.9576亿t×1.0%/年×20年）=1.9576亿t+0.3915亿t=2.34
91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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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保证上述增长率的实现，那么，2030年我国稻谷供求关系不会很紧张，将达
到供求平衡，略有节余。

        3我国稻谷生产发展对策探讨

        3.1保稻谷才能保粮食安全

我国有60%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上世纪80、90年代稻谷消费占粮食消费的40%以上
，21世纪之初还占35%左右。这一占比，显现其历史地位和粮食安全地位的重要性。抓稻谷
生产就是抓粮食安全，就是抓保障民生。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要求：“保障口粮绝对
安全”，这根弦要绑得紧紧的，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统一这个认识是第一位的。有了
这样高度的认识，才能及时地在“抓面积、攻单产、出政策”上采取重大举措，促生产、保供
给。

        3.2保面积攻单产才能保总产

保面积：水稻种植面积是水稻总产量的基础。上面分析的保两条红线之一是保水稻种
植面积3000万hm2以上。随着种植业结构继续调整低效益产业，以及上亿稻农弃田进城务
工，保面积的难度很大。各级政府及农业部门都要加快组织和扶持家庭农场，集中稻田（包
括整合弃田），实行稻田规模化种植，给予政策性扶持，特别是机械化种植的扶持。保面积
的重点是“一恢一扩”，即恢复南方稻区双季稻面积。因为近期来递减的面积很大，恢复发展
的潜力也就很大；再者是扩大东北稻区的种植面积，最大的潜力还是黑龙江省。虽然这个省
近20年来水稻种植面积已扩大几倍，但这片“黑土地”只要适当改善水利等条件，尚有众多的
土地可开发种植水稻。

攻单产：回顾前20年，水稻单产的提高对水稻总产的增加贡献率最大。预计今后我国
水稻增产策略，在保面积的基础上，依然要靠攻单产。攻单产，主要有两项措施。一是适时
更换推广良种。一般一个优良品种能增5%～8%，但种植3～5年后，其种性就会退化，特别
是抗病性会逐渐衰退，所以应及时换上接班品种。二是推广模式栽培。上世纪80、90年代
兴起的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模式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笔者在参与实践中，将各推广组合的
主攻目标、生育特性和配套技术措施综合在一张图上，指导稻农高产栽培，“看图种稻”，规
范栽培，增产效果高于1个新品种的推广效果。笔者总结试验和大面积的示范，结果是同品
种采用模式栽培比习惯栽培增产12.1%，高于1个新品种的增产能力。

        把良种与良法结合起来，仍然是今后“攻单产”的重要举措。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3.3保政策才能保目标的实现

稻谷由于生产比较效益低，属弱质产业，但又是战略性物资，特别需政策性扶持和保护。

今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扶粮政策主要有：4.3.1提高优质稻谷
最低收购价

虽然从2004年起连续11年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也按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的不
同类型稻谷质量差异给予不同的最低收购价。但是，籼稻间、粳稻间的品种质量差异也很大
。所以，应该增加一条对达到国标3级米以上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以鼓励优质稻米生产。

        3.3.2把农资综合补贴的重点放在农具上

我国稻作机械化程度近期来虽有提升，但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更不适应大批稻农
外出务工，缺乏劳动力的现状。所以，农资补贴不要停留在发点钱、补点化肥等临时行为上
，而应该放在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就是稻作机械化。集中主要扶持财力，分别补贴各种稻
作机械，包括研制单位。

        3.3.3大力扶持再生稻开发利用

鉴于双季稻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中稻面积不断增加的趋势，要充分利用中稻区的温
光资源，大力发展再生稻。这是今后增加稻谷总产量一项极为现实、有效的途径。目前再生
稻的开发利用技术已趋成熟，只要政策上给予扶持，技术上给予指导，开发再生稻大有可为
。当前一些地方给予“催芽肥”补贴，虽补在点子上，但力度还不够。建议今后实行面积（成
功面积）和产量（收购数量）相结合的“双补”，补贴的份额相当于收购单价的30%～50%。
有这项补贴，稻农不仅会扩大面积，而且还会注意提高单产。

        3.4保稻险才能化解稻农生产风险

种植水稻既是个弱质产业，又是个风险产业，常因台风、暴雨、旱灾、寒害、病虫害
等频繁发生而减产或绝收。因此，对水稻产业实行保险，是化解稻农风险的重要举措。福建
省水稻种植保险办法实施后深受稻农欢迎，称之为水稻种植史上的创举，稻农生产有了安全
感。因此，今后各水稻主产区都要视省情推行和保护水稻种植保险的办法。这种保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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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是确定单位面积的保险费（福建为300元/667m2）；二是制订保险费率（福建为4%
）；三是分摊政府和稻农承担比率（福建是政府占大头为80%，稻农出小头为20%），即稻
农的出险费=300元/667m2×4%×20%=2.4元。如此算来，福建农民种植667m2水稻，只要
花2.4元的保险费。

        3.5保责任制才能落实各项政策措施

以往许多省（市、区）曾实行粮食生产省长负责制，并由省长与各市县签订责任制合
同书。实行了几年，大大加强了粮食生产的组织领导，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考虑到今
后稳稻保产任务的艰巨性，在已停止这种做法的地方，必要时，似应重启这种行之有效的“
责任制”或“合同制”。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稻谷种植行业运营态势及投资价值评估报告》内
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
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
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
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
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
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中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综述
1.1稻谷种植行业报告研究范围
1.1.1稻谷种植行业专业名词解释
1.1.2稻谷种植行业研究范围界定
1.1.3稻谷种植行业分析框架简介
1.1.4稻谷种植行业分析工具介绍
1.2稻谷种植行业定义及分类
1.2.1稻谷种植行业概念及定义
1.2.2稻谷种植行业主要产品分类
1.3稻谷种植行业产业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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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稻谷种植行业所处产业链简介
1.3.2稻谷种植行业产业链上游分析
1.3.3稻谷种植行业产业链下游分析

第二章：国外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1美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1.1美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2.1.2美国稻谷种植行业运营模式分析
2.1.3美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1.4美国稻谷种植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2.2日本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2.1日本稻谷种植行业运作模式
2.2.2日本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分析
2.2.3日本稻谷种植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2.3韩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3.1韩国稻谷种植行业运作模式
2.3.2韩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分析
2.3.3韩国稻谷种植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2.4欧盟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与启示
2.4.1欧盟稻谷种植行业运作模式
2.4.2欧盟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经验分析
2.4.3欧盟稻谷种植行业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章：中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稻谷种植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3.1.1稻谷种植行业监管体系
3.1.2稻谷种植行业产品规划
3.1.3稻谷种植行业布局规划
3.1.4稻谷种植行业企业规划
3.2稻谷种植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3.2.1中国GDP增长情况
3.2.2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3稻谷种植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3.3.1稻谷种植行业专利申请数分析
3.3.2稻谷种植行业专利申请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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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稻谷种植行业热门专利技术分析
3.4稻谷种植行业消费环境分析
3.4.1稻谷种植行业消费态度调查
3.4.2稻谷种植行业消费驱动分析
3.4.3稻谷种植行业消费需求特点
3.4.4稻谷种植行业消费群体分析
3.4.5稻谷种植行业消费行为分析
3.4.6稻谷种植行业消费关注点分析
3.4.7稻谷种植行业消费区域分布

第四章：中国稻谷种植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4.1稻谷种植行业发展概况
4.1.1稻谷种植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4.1.2稻谷种植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4.1.3稻谷种植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4.2稻谷种植行业供需状况分析
4.2.1稻谷种植行业供给状况分析
4.2.2稻谷种植行业需求状况分析
4.2.3稻谷种植行业整体供需平衡分析
4.2.4B主要省市供需平衡分析
4.3稻谷种植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4.3.1稻谷种植行业产销能力分析
4.3.2稻谷种植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4.3.3稻谷种植行业运营能力分析
4.3.4稻谷种植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3.5稻谷种植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4.4稻谷种植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
4.4.1稻谷种植行业进出口综述
4.4.2稻谷种植行业进口市场分析
4.4.3稻谷种植行业出口市场分析
4.4.4稻谷种植行业进出口前景预测

第五章：中国稻谷种植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5.1稻谷种植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5.1.1稻谷种植行业区域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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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稻谷种植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5.1.3稻谷种植行业企业性质格局
5.2稻谷种植行业竞争五力分析
5.2.1稻谷种植行业上游议价能力
5.2.2稻谷种植行业下游议价能力
5.2.3稻谷种植行业新进入者威胁
5.2.4稻谷种植行业替代产品威胁
5.2.5稻谷种植行业行业内部竞争
5.3稻谷种植行业重点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5.3.1海安美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2资中县腾飞养殖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3海安泰宇农业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4岳阳市禾丰农牧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3.5海安宝龙大米有限公司竞争策略分析
5.4稻谷种植行业投资兼并重组整合分析
5.4.1投资兼并重组现状
5.4.2投资兼并重组案例

第六章：中国稻谷种植行业重点区域市场竞争力分析
6.1中国稻谷种植行业区域市场概况
6.1.1稻谷种植行业产值分布情况
6.1.2稻谷种植行业市场分布情况
6.1.3稻谷种植行业利润分布情况
6.2华东地区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2.1上海市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2.2江苏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2.3山东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2.4浙江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2.5安徽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2.6福建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3华南地区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3.1广东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3.2广西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3.3海南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4华中地区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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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湖南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4.2湖北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4.3河南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5华北地区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5.1北京市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5.2山西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5.3天津市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5.4河北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6东北地区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6.1辽宁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6.2吉林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6.3黑龙江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7西南地区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7.1重庆市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7.2川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7.3云南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8西北地区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8.1陕西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8.2新疆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6.8.3甘肃省稻谷种植行业需求分析

第七章：中国稻谷种植行业竞争对手经营状况分析
7.1稻谷种植行业竞争对手发展总状
7.1.1企业整体排名
7.1.2稻谷种植行业销售收入状况
7.1.3稻谷种植行业资产总额状况
7.1.4稻谷种植行业利润总额状况
7.2稻谷种植行业竞争对手经营状况分析
7.2.1海安美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2资中县腾飞养殖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3海安泰宇农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4岳阳市禾丰农牧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5海安宝龙大米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6江苏绿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7.2.7海安鑫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概况
（2）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3）公司运营情况分析
（4）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八章：中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和投融资分析
8.1中国稻谷种植行业发展趋势
8.1.1稻谷种植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8.1.2稻谷种植行业产品结构预测
8.1.3稻谷种植行业企业数量预测
8.2稻谷种植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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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稻谷种植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2.2稻谷种植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8.3稻谷种植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8.3.1稻谷种植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8.3.2稻谷种植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8.3.3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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