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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国对粮食流通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试点。相比起

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作物来，大豆不是主粮。也就是说，万一

试点失败，其副作用相对要小。试点就从大豆开始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

任、研究员钟钰回忆，1995 年开始，大豆作为油料作物，首先

放开市场。也正是那一时期，中国各大城市的市场上出现了不

少“精制油”。

比起原来买的色泽较深的低等级豆油来，精制油色泽澄亮，

炒菜时油烟少。没过多久，零拷油彻底退出了上海市场。市民

买油，以塑料壶包装为主，逐渐也有了金属罐、玻璃瓶装的——

从豆油，菜籽油，到调和油，到花生油、玉米油、茶籽油、橄

榄油……品种极大丰富。

回顾当年所谓的精制油，和色拉油在工艺上几乎大致无

种植面积新增 1000 万亩，新增大豆产量 26 亿斤。

我国大豆种植的区域不局限于东北。4 月 7 日，江西省农

业农村厅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全省大豆生产工作的通知》，

要求稳定原有大豆种植，积极开发红壤丘陵旱地、荒坡地、土

壤保水性较差的低产水田等多种耕地资源，在农村房前屋后、

稻田田埂等见缝插针地种植大豆，确保今年江西省大豆种植面

积超过 159 万亩、产量有所增加，全力推进大豆生产和产能提升。

我国在大豆生产方面并非没有潜力，只要像抓谷物、口粮

一样抓大豆生产，把政策落实到位，完全能做到提高自给率、

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2021 年，我国农业生产保持稳中有进，全年粮食产量再创

新高，继续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对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丰收连连让人欣喜，但粮食问题也绝非高枕无忧。

大豆的故事，是我们研究粮食安全的一个切口，饭碗稳稳

在手，才是大国粮策。

大豆曾是粮食流通改革试点

“菽者稼最强。古谓之尗，汉谓之豆，今字作菽……”语出《春

秋·考异邮》。这本书据传作于汉朝。

司马迁《史记》头一篇《五帝本纪》提到轩辕黄帝“治五气，

鞠五种，抚万民，庆四方”，其中“鞠五种”之五种为：黍、稷、

菽、麦、稻。

菽，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大豆。从《五帝本纪》中不难看出，

华夏之初大豆就纳入了国家战略。中国自然标本馆明确记载，“在

中国，大豆有 5000 年栽种历史”。大豆最常用来做各种豆制品、

榨取豆油、酿造酱油和提取蛋白质。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中，大豆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下，大豆似乎无足轻重。

环顾全球，世界各国所栽培的大豆，种子全都是直接或者

间接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一直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仍是全球最

大的大豆生产国和最大的出口国。数据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大豆产量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到 1994 年，达到 1600 万吨，

完全自给自足。

20 世纪末，全球大豆市场出现了一个如今看来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当时是那么细，那么小，那么不起眼。

1970 年，黑龙江垦区职工享受大豆丰收的喜悦（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