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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ain circulation model in Qingdao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original supervision model needs to be innovated and upgraded.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hanges and problems in the new pattern of grain circulation, puts forward some risk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upervision of grain circulation in Qingdao,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grain circulation under the new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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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粮食流通监管是保障岛城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百姓口粮安全的重要防线，始终受到市政府、

市粮食局的高度重视。然而，近年来青岛市的粮食流通模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原有的监管模式亟待

创新升级。本文通过对青岛市粮食流通新业态中的变化和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青岛市当前粮食流通监

管中存在的几点风险，并就如何加强新业态下粮食流通监管谈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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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对粮食流通市场进行监管，保护了粮食

生产者、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的规

模和结构持续改变，粮食市场环境日新月异，粮食流通的新业态已然产生。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是挑战，

也是机遇。大势当前，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结合本地区粮食流通行业的特点，围绕深化依法治

粮、科学管粮的方针主线，积极促进粮食流通监管模式创新，才能保障青岛市粮食市场的良性发展。 

2. 我市粮食流通新业态的特点及产生原因 

(一) 流通渠道拓宽，传统渠道缩减 
青岛市属于粮食消费型城市，本地粮食作物主要为小麦和玉米，大米、大豆等基本依赖外来输入。

我市原有的粮食流通模式可大致参见图 1。本地、外地粮源经粮食加工经营企业流转，于市内各粮油综

合批发市场集散，而后由各级分销商销售至食品加工企业、商场超市、餐饮场所等，或由消费者直接采

购，最终到达岛城人民的餐桌。其中，市粮油综合交易批发市场为 70%的青岛城市居民提供口粮供给。 
这种粮食流通模式产生的原因包括：一、市粮油综合交易批发市场的地理优势，周边铁路和高速公

路的物流便利可以降低粮食的运输成本；二、政府的政策导向，市政府的大力投入和政策支持；三、抱

团经营的规模效应有利于市场的扩大和竞争等。该模式是过去一段时期市场演化的产物，现阶段我市的

粮食流通监管体系也是应运而生，与这种模式相匹配。 
这种传统粮食流通模式的益处是：1) 渠道单一，便于监管；2) 规模经营，管理规范；3) 平台优势，

促进竞争。这给粮食流通监管带来了便利，使得我市粮食监管部门可以从源头把关，做到对每批次入市

粮油都进行质量检测，从而大大降低我市粮食安全风险。因此，近年来我市的粮食流通监管取得了良好

成效，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但是，这种流通模式正悄然改变。2016 年我市常住人口已达到 920.40 万人[1]，市粮油综合批发交易

市场主要服务的市南区(58.03 万人)、市北区(108.37 万人)、崂山区(43.55 万人)、城阳区(70.23 万人)四个

行政区划的人口较之前保持小幅上涨，且连续多年保持上涨态势。从图 2 和图 3 我们可以看出，从 2016
年至 2017 年[2]，市粮油综合批发交易市场入市粮油吨数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跌。在 2018 年[3]，下跌势

头依然保持。这一现象与我市人口增长的趋势不相符合。按照一般规律，这说明新的粮食流通渠道已经

形成，传统流通渠道被一定程度的替代。 
笔者通过对数十家粮食经营单位和商场超市进行咨询调研，绘制出现阶段青岛市粮食流通的模式图

如图 4。 
与传统的粮食流通模式相比，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现代粮食物流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粮食

批发市场的功能。从源头的粮食运输到末段的快递配送，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已在我市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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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通结构扁平化，流通时间大大缩短 
我市粮食流通新业态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通结构扁平化，流通时间大大缩短。得益于现代物流业

的飞速发展，粮食企业直销消费者和电商平台销售配送粮食已成走入我们生活。无论是粮食生产经营企

业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还是与大型超市等粮食销售企业的直接合作，都减少了中间环节和仓储成本。 
 

 
Figure 1. The original pattern of grain circulation 
图 1. 原有的粮食流通模式简图 
 

 
Figure 2. 2012 to 2017 tonnage of the Qingdao grain wholesale market 
图 2. 2012~2017 市粮油综合批发交易市场年入市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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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2014 to 2018 annual sales curve of the Qingdao grain wholesale market 
图 3. 2014~2018 年青岛市粮油综合批发交易市场入市粮油吨数月度曲线 
 

 
Figure 4. The current pattern of grain circulation 
图 4. 现行的粮食流通模式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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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销售方式具有更大的价格优势和效率优势，为粮食物流提速提供了软件保障。飞速推进的城市化

进程也为粮食物流提速提供了硬件保障。使得货品配送更加精准、高效、便捷。极大的提高了粮食物流

效率。 
集仓储、集散、批发、配送于一体的地区级的大型物流配送中心的广泛建立，使得粮食配送的距离

大大缩短。部分电商品台的粮食配送时间已从天为单位计量，提升到以小时为单位计量，粮食流通时间

大大缩短。 
(三) 流通方式流量化，流通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 
我市粮食流通新业态的另一个特点是流通方式流量化，流通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粮食流通的流量

化是指每次交易的粮食量可大可小，如同流体一般。上至大型企业批量采购、招标采购数万吨粮食，小

至消费者网购几天所需的口粮，粮食流通已不再拘泥与传统的大批量流转。订单经济的普及使得粮食流

通的形式不断丰富：消费群体的购粮跨度已经实现从克到吨覆盖，购买的方式也从简单的购买变成了订

购、团购、私人订制等。粮食的来源已拓宽至全国乃至全世界，尤其是经过加工的半成品粮食产品日渐

成为消费者青睐的对象。 
(四) 粮食流向改变，粮食消费结构改变 
通过分析近几年我市粮油综合交易批发市场的入市粮油数据和对经营企业的访谈记录整理，笔者发

现我市的粮食流向和消费结构已与往日不同。 
1、粮食流通量上升的渠道包括： 
1) 电子商务平台网络销售； 
2) 粮食企业直销； 
3) 小型放心粮食示范店分销； 
4) 货销分离的新兴小型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分销； 
5) 农户直销消费者。 
导致这些渠道流通量上升的原因包括： 
1) 电子商务的兴起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商业模式发展，给消费者

提供了更为快捷、便利的购买方式，促使消费者选择新兴的网购方式采购粮食。另外，电商平台在拓展

市场期间的优惠活动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电商粮食产品的销售价格甚至低于本地粮食

批发经销商的产品进价，使其无法与之竞争。 
2) 货销分离的经营模式有利于粮食经营者降低经营成本，将销售平台和仓储分离或者移至网络，可

以大大节省场地、水电、人员等费用，专业库房的使用有利于流转粮食的保藏和管理，第三方物流企业

可以提供高效且稳定的配送服务，降低了粮食企业的经营成本。 
3) 农家乐、土特产等新兴产品经由网络和自媒体走进城镇居民的生活，其采购方式的趣味性和产品

相对环保、健康的特性，使其成长为颇具潜力的增长点。 
2、粮食流通量下降的渠道包括： 
1) 流向餐饮企业的粮食数量减少。可能的原因包括：餐饮企业为便于管理开展统一采购或网上订购，

这类方式采购的粮食大多是从粮食生产商家直接进货，并不经由本地的粮食流通渠道，所以经由传统渠

道流向餐饮企业的粮食数量减少。 
2) 流向百姓家庭的粮食数量减少。可能的原因包括：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百姓的饮食结构

也发生了变化，粮食消费日益多元化，表 1 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岛城人民的大米消费量呈下降趋势，杂

粮消费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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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tonnage proportion table of the Qingdao grain wholesale market 
表 1. 青岛市粮油综合交易批发市场入市粮食占比表 

年份 大米入市吨数 占总吨数百分比 小麦粉入市吨数 占总吨数百分比 杂粮吨数 占总吨数百分比 

2014 131,660 58% 51,428 20% 46,598 20% 

2015 97,722 54% 40,817 23% 41,462 23% 

2016 105,431 53% 46,296 23% 47,017 24% 

2017 93,339 51% 38,848 21% 49,163 27% 

2018 35,416 49% 16,244 23% 19,922 28% 

 

3) 流向学校、工厂、建筑工地等大型食堂的粮食数量减少。随着我市旧城改造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大量工业企业、学校向外迁移至郊区地市，施工工地也随着市内城镇化建设的完成而逐步外移。随着学

校、工厂、工地搬走不仅是人，还有粮食需求。因为这些单位往往会在单位驻地就近选择粮食供应商，

导致原有的粮食流通渠道萎缩。 
4) 流向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粮食数量减少。大型粮食加工企业作为用粮大户是各地粮食厂商竞争

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级、地区级的大型粮食企业拓展青岛市场，凭借企业

的技术、体量、资金、政策优势，对本地粮食企业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些大型企业的粮食往往采用本

地建厂直供或者跨地区物流实现厂商对接。这部分粮食同样未经过传统的粮食流通渠道，导致传统渠

道萎缩。 
5) 流向市粮食综合交易批发市场的粮食数量减少。由于城市化建设的不断进行，城市的道路交通格

局也随之变化。市粮食综合交易批发市场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不再存在，交通拥堵导致物流成本上升，

迫使部分入市粮食企业选择郊区地市的粮食交易场所流转集散。 

3. 我市粮食流通新业态对粮食监管产生的影响 

(一) 流通渠道拓展，监管渠道需拓宽 
粮食从田地到企业再到百姓餐桌，其流通渠道从传统的线状结构发展到现在的网状结构，只经历了

短短的几年时间。高速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便利，还有伴生的风险。许多直购、代购、团购的渠

道，给粮食产品的质量监管造成了一定难度。部分新渠道的监管存在交叉和盲区，不同部门之间有权责

不明析的现象，导致监管难、监管弱。 
(二) 流通时间缩短，监管效率需提升 
现代商业模式追求效率和成本。监管效率，尤其是检测机构的检测效率直接影响粮食经营企业的仓

储和物流成本。所以提升检测机构的检测能力和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三) 流通产品流量化，监管方式需创新 
网购、直购带来的海量订单对现有的监管方式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每次交易涉及的粮食数量大小不

一，品种分类不规范、来源地遍布全国等因素都是粮食流通监管的新瓶颈。亟需监管方式的创新。 
(四) 流通品类多样化，监管范围需拓展 
现在不少网购粮食案例和农家乐直购粮食的案例中我们发现，部分产品并不符合传统的粮食产品分

类，部分产品是多种产品混合衍生出的新品类，国家对于此类产品并无国家标准规定或无相应检验项目，

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不要求检验。这导致检验检测机构工作时无标准可依或者有标难依，从制度上限制了

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能力。事实上，现阶段的我市检验检测机构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具备远超现行检测

范围的检验检测能力，造成检测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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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粮食流通新业态，改革创新是破局关键 

针对我市粮食流通渠道拓展、效率提升、流通流量化和流通品类多样化的新业态，笔者提出两点建

议： 
(一) 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粮食流通有效监管 
应相应国家号召，积极借鉴北京、江苏、安徽等城市的先进经验，依据国家《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

法诚信评价办法(试行)》，逐步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以构建粮食经营者诚信体系为重点，大力加强信

用管理信息化建设，促进粮食流通有效监管。建立以检验检测为抓手，信用分级制度为主体，奖惩反馈

机制为杠杆的信用体系[4]，具体包括： 
1) 建立粮食经营企业信用分级制度。以安徽省为例，按照诚信水平将企业分为 A、B、C、D 四个等

级[5]。依据等级实施分类监管，各地对 A 类企业采用“结合式”监管，注重搞好服务，推动企业发展；

对 B 类企业采用“回访式”监管，注重查找不足；对 C 类企业采取“巡查式”监管，注重问题导向，巩

固整改成果；对 D 类企业采取“点穴式”监管，注重问题整治，结果运用突出“联合惩戒”，实现“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扩大了守法诚信评价的运用范围和影响力。 
2) 建立以抽检、巡检结果为依据的产品评价奖惩制度。依据不同的分级对粮食企业和产品进行不同

频次的抽检、巡检、普查等，对于有过不良记录的厂商加大检测批次，对于诚信经营的企业减少检测频

次，集中优势检验资源重点监管问题企业。 
3) 建立与工商部门、征信部门的联动机制，共享粮食经营企业信用信息。与食药、质检等部门紧密

合作，逐步实现执法联合、平台连接、信息共享的合作机制。 
4) 建立信用信息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使信用评价科学高效。以江苏省为例[6]，粮食企业信用品系

平台涵盖粮食企业 5 大类 33 个数据项，包括认证类、表彰类、监管类、违约类等信息事项 120 项。可以

对各市县属地涉粮企业信用信息实现即时采集、及时审核、及时上传共享。 
5) 建立基于信用体系的溯源问责制度。对于问题产品要能够追溯生产源头，既有利于对不良厂商的

惩处问责，也有利于保护守法厂商的合法权益。 
(二) 建立完善的粮食检验检测体系，全市各站点统筹协调，优化配置，实现无缝监管 
由市粮食局牵头，建立以青岛市粮油质量检测中心为核心，辐射带动各地市粮油检测站点，第三方

检测为辅助的青岛市粮油质量监测体系。为岛城粮食流通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后盾。具体要把握下面三

个重点： 
1) 聚力关键点。动态监测体系建设的核心困难就是要面对许多国家政策、检验标准的盲区、漏点。

这需要多部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为监测体系提供坚实后盾。让基层执行者能管，敢管，管得住。在

保持传统检测项目和监测监管方式的同时，有针对性的加强新生威胁、潜在风险的检验检测，做到先知、

先防、先管。要从制度上给检验检测机构松绑，释放检测机构潜力。并通过拓展和其他职能部门的合作，

形成岛城粮食安全动态检测体系，扎紧岛城人民的“米袋子”。 
2) 调研原产地。积极开展原产地调研，科研、检验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获取粮情、墒情、行情第一

手资料。并根据粮食原产地的气候、土质、污染、施肥、用药等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方案，

实现动态监管。 
3) 服务产业链。加强与粮食企业的合作，发挥技术优势，解决企业困难，为粮食企业转型升级提供

助力。同时融合企业资金，优化硬件设施，提升科研能力。进一步推动监管体系由“管”向“服”的拓

展，实现良性循环。 
通过完善覆盖地市的检验监测网络，全面提升监管能力，实现“机构成网络，监测全覆盖、监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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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区”[7]，达到市、县、区三级工作联动。确保粮食质量监测体系健康良性运行、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5. 结论 

综上所述，面对我市粮食流通新业态的新局面，粮食流通监管部门应当变革创新，改进监管模式，

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建立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监管效率。通过完善粮食检验检测体系，提升检

验监测能力。最终使我市的粮食流通监管模式与新业态相匹配，促进行业良性发展，保障岛城粮食安全。 

6. 本文的不足与展望 

笔者的观点来源于数据分析和市场调研，受限于调研条件和资源，其结果的代表性有限。期望在未

来能够有更多的部门和机构关注粮食流通的新业态，并开展更大规模的调研，从而找出更科学、更准确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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