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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自主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三大体系”的应有之义，是让世界读懂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对话工具。新

时期粮食安全新思想与实践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进行理论创新，形

成粮食安全话语体系，提供了指引和广阔的现实背景。同时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也迫

切需要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知识体系，并用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文章在凝练粮食安

全理论创新，夯实粮食安全知识体系，构建具有文化价值、理论与实践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

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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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突出中国

特色上下功夫，要立足中国实践，提升原创能力和水平，推动重大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创新[1]。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粮食安全实践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广阔背景，中

国农业与粮食安全之路也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的粮食安全理

论指导发展的实践。

一、新时期粮食安全新形势、新要求

中国在 2003年之后陆续取消了农业税，结束了 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历史，逐步由农业支持工

业发展，转向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对农业的支持逐年增加[2]。党的二十大提出“农业强国”目标，

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3]，美国是世界农业最强国，中国是世界农业

最大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农业必须强。而保障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稳定社会经济发

展的基本盘，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1.新时期粮食安全新形势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需求发生转型升级，更加多元，消费种类更加丰富，消费需求呈

现出营养化、便捷化、个性化、高端化等多种特点，其中肉蛋奶等的肉类、水产品、乳制品类的需求增

加使饲料粮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表现为刚性增长。与此同时，我国水土资源匮乏且空间分布不均，

农业生产效率不高，从农业用水满足程度看属于中重度缺水国家。而多年来粮食作物生产重心北移

加剧了水土资源约束，加上气候变化异常带来的生产不稳定和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进口不确定

性增强，给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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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时期粮食安全新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向均衡型内涵式转变，对经济结构、生态环境、科技进步等都提出了

更高要求，体现在粮食安全领域主要有四个维度：农业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大食物观、以内为主

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对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生产和供应提出了更高标准。中国粮食安全实践迫

切需要有得到学术共同体认同的、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

二、新时期粮食安全新思想与理论创新

1.新时期粮食安全新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发展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粮食安全的新理念与新战略，多次

强调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

安全观；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贯彻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食安全以我为主新路径；提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粮食安全概念。

这为进一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凝练粮食安全领域的理论创新提供了

基本逻辑框架。

2.新时期粮食安全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在新时期粮食安全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在粮食科技创新、食物开发路径、粮食安全国际合作、

粮食安全责任制等实践上不断取得较大进展，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粮食安全理论提供了支撑。

第一，构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与内涵。“大食物观”的思想，为将粮食安全内涵从关注数量安全拓

展到数量、质量、营养、多样化、绿色等维度，粮食安全由谷物安全向所有食物安全转变提供了思路。

第二，构建粮食系统韧性理论。生产与供应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是粮食生产系统应对各类

风险的系统韧性。应对可能的气候、贸易、地缘政治变化等多元冲击，粮食生产与供应链需从自然韧

性、经济韧性、贸易韧性等多方面构建粮食安全韧性体系，这为韧性理论研究演化及其在粮食安全领

域的应用提供了场景。

第三，构建粮食生产绿色发展理论。投入与产出是生产的前端和后端，粮食系统的投入产出效

率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维度，是生产效率最基础的内容，而中间的生产方式则决定了在物质产出的同

时，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的大小，绿色、低碳、高效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体现。

第四，构建粮食安全合作与共同安全理论。在以内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中，粮食自主安全是“以国

内稳生产保供应，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风云变幻”的主要方面，合作安全是“国内稳生产保供应”的重要

补充，共同安全则是主动融入全球粮食安全框架，寻求自身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安全。

第五，构建粮食安全责任理论。中国粮食安全的本质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体现。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粮食既是一般商品，也是具有政治属性

的特色商品，在领导责任、战略物资、法治化、政策支持、外交等方面均有体现。

三、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安全的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安全的知识体系是形成中国特色粮食安全理论的基础。要形成系统的、

有效的、能说明或解决粮食安全某一问题的逻辑，才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粮食安全理论，这需

要扎实的知识基础。

知识是人类经验中的共识，具有层次分明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并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积累。

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是在中国不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粮食安全领域共识的总和。粮食本

身是物质的客观存在，粮食安全则描述了人与粮之间的关系，具有“认识”属性。不同地区或国家，不

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粮食安全的主观认识具有显著差异，形成的粮食安全观与粮食知识体系必然

具有国家和地域性，带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也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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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知识体系包含哲学社会科学和非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例如经济学、管理学、资源

与环境学、农学基础等科学，是一个涉及人文、自然、社会经济与管理众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知识体系，可以从粮食生产与资源基础、粮食消费、市场与价格、贸

易与风险、金融与保险、技术与政策、管理体制与治理体系等结构单元出发，分别对各单元内涵、特

征、维度、关系等内容进行定义、分解和展示，同时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粮食安全实践经验作为

支撑。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安全的话语体系

当前国内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国际粮食安全领域不平衡不平等加剧，在全球化呈现集团化趋势

和地缘政治动荡背景下，对中国粮食领域的误解和批评声此起彼伏。在中外对话平台不足情况下，

中国迫切需要能正当和准确表达自身逻辑的话语体系，从公平与正义角度出发为中国粮食安全思

想，为尊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全球新型粮食安全价值体系和治理体系说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

食安全话语体系是中国粮食安全知识和理论、价值观与思想体系的语词表达；是展示中国粮食安全

文化价值、凝练理论特色，讲好中国故事，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并愿意携手共同塑造全球粮食

安全价值体系的重要战略工具。

1.中国特色粮食安全话语体系构建的语料基础与优势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话语权，除了硬实力方面的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它的价值观念和

话语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它的文化能否受到世人的尊敬[4]。中

国粮食安全建设的伟大实践，实现了 14亿人口大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回应了“如何养活中国”的重大

命题，为全球反饥饿、反贫困作出了重大贡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国家粮食安全领域的学术话

语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基础。

中国的文化向来崇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全球粮食安全休戚相关，在实现

自主安全的同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增加资源与环境领域投资、参与全球粮食产业

链构建，倡导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公平，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普遍认同。这种价值观与实践逻辑的自洽性为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粮食安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话语体系提供了优势。

2.构建粮食安全话语体系的思路

中国特色粮食安全话语体系应体现中华优秀文化价值，体现学理气质与逻辑自洽。总的来说需

要构建一个国际社会接受的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理论内涵，体现全球粮食安全共同价值观的语言体

系，讲清楚中国粮食安全是什么样，为什么这样，以后会怎样？讲清楚我们希望世界粮食安全是什么

样，我们能怎样？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逻辑线条进行构建。

（1）文化逻辑。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智慧宝库，绵延几千年的中华农耕文化与和谐

共生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是粮食安全理论与话语体系构建的深厚基础。

凝练中国农耕文明在不同时期以农为本的思想发展，挖掘粮政、仓储、赋税政策变化与历史关键事件

背后的文化价值与人文理念，是体现粮食安全话语体系文化自信的重要一环，也是增强感召力、获得

尊重、扩大全球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共识的切入点之一。

（2）学理逻辑。学理逻辑是体现粮食安全话语体系学术自信与学理气质的关键，需要运用逻辑

化的知识体系与辩证唯物的方法体系进行梳理、辨析，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观点。一方面，围绕中国粮

食安全新思想、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战略、战略举措、保障体系之间辩证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提炼

出有学理性的新概念，在概念、内涵、维度、内容、保障措施、政策支持等学术范畴之间形成逻辑严密、

相互支撑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着重辨析核心思想和观点的逻辑起点、逻辑演进、逻辑归宿，例如

中国的“耕地红线观”“科技根本出路观”“粮食安全的人民观”“粮食安全合作观”“粮食安全命运共同

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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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逻辑。粮食安全理论创新需要体现实践检验的标准。应当注重从时空的角度梳理国际

和国内粮食安全实践发展的历史脉络，辨析中外粮食安全领域不同时代背景下现实发展的主要矛盾

与关键问题、粮食安全战略的异同与其根源，突出粮食安全实践的历史逻辑、中国现实逻辑以及与国

际逻辑发展的趋同。着重把握中国粮食安全历史定位和时代特征，理解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战略的发

展逻辑，阐释好中国的全球粮食安全合作观，用中国在全球发展的资源投入与技术支持的事实，支撑

中国“共同、合作、可持续的全球粮食安全理念”[5]，努力扩大共识，营造全球粮食安全新价值观，共同

打造全球粮食安全新话语体系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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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Food Security

LI Xiaoyun，QING Ping

Abstract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food se⁃
curit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s well as crucial dialogue tools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theory and practical paths in the field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provide guidance and a broad background for constructing a food security knowl⁃
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onduct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and forming an academic an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f food security.At the same time，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in food 
security urgently requir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ood security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guidance of in⁃
novative theoretical practices.This article discusses in refin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s，consolidating the 
knowledge system，and constructing discourse system for food security with typical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and with logic consisten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the Greater Food approach；independent knowledge base；discourse sys⁃
tem；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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