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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夏季以来，受极
端高温致大米歉收等因素影
响，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
涨。去年8月，气象部门发布
日本东部太平洋南海海槽发
生大地震可能性增高的警
示，引发民众囤积大米，日本
一度出现“米荒”。随着新米
上市，“米荒”有所缓解，但米
价依然居高不下。

日本农林水产省 26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 12日
至 18日这一周，日本超市 5
公斤装大米平均售价为
4285日元（约合 214元人民
币），再创新高，是去年同期
的两倍多。

日本媒体 4月报道，由
于米价高涨，日本部分地区

的中小学生午餐供应受到
影响，一些学校计划减少每
周供应米饭的次数，代以其
他主食。

在大米价格连创新高
的背景下，日本多地近期频
现“大米盗贼”，给农户造成
经济损失。据日本警方通
报，进入 4 月以来，大米主
要产地茨城县和千叶县已
发生 12 起大米失窃案，累
计至少 2.5吨大米被盗。在
茨城县筑西市，有盗贼一
次性窃走多达 420 公斤大
米。新潟县和青森县也发
生类似盗窃案。有的农户
不得不在米袋中放入定位
设备防盗。

随着日本米价不断上

涨，越来越多赴韩国观光的
日本人带米回国。韩国《中
央日报》22日报道，许多日
本游客在社交媒体上晒出
在韩国旅游时“顺便买米”
的经历。一名日本游客发
帖说：“在韩国的任务包括

买米。”
韩国一名超市管理人

员说：“韩国国内大米消费
量去年减少，销售额下跌约
10%，但近期我们注意到（大
米销量）回升，这主要归功
于日本游客。”

日本何时不再吃“天价米”
一年间米价翻番，日本百姓苦不堪言，政府试图平抑米价，但收效甚微

N新华 文/图

近一年来，日本大米价
格屡创新高。日本农林水
产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5月12日至18日这一周，日
本超市 5 公斤装大米平均
售价为4285日元（约合214
元人民币），再创新高，是去
年同期的两倍多。

大 米 是 日 本 核 心 食
材 。 面 对 一 年 间 米 价 翻
番，日本百姓苦不堪言，直
呼消费不起。日本政府自
3 月起数次向市场投放储
备米，试图平抑米价，但目
前看来收效甚微。此间专
家指出，若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供需矛盾，政府储备
米不过是杯水车薪。

专家们对后续米价
回落并不乐观。三菱综
合研究所研究理事稻垣
公雄指出，只要储备米投
放仅作为临时措施实施，
其 效 果 必 然 是 昙 花 一
现。当前居高不下的米
价能否经过适度调整回
落并趋于稳定，归根结底
还取决于整体供需平衡。

事实上，日本多地农
协计划大幅提高收购今
秋稻米的预付款。全国
农业合作协会联合会新
闻网站 5 月 23 日发布消
息称，新潟县农协收购
2025 年产一等“越光”米
预付款目标价位为 60 公
斤 2.6 万 日 元 以 上 ，比
2024 年产米高出 9000 日
元。农协的预付款报价
通常被视作大米市场价
格基准，普通日本消费者
今秋可能将迎来更高的
大米零售价。

真壁表示，小泉与市

场的博弈恐难轻易见分
晓。若业界无法形成“米
价将趋稳”的普遍预期，
经销商势必延缓库存释
放节奏。这可能会是一
场持久战。

大米流通领域专家
常本泰志认为，只有当消
费者能够负担的价格与
农户能够积极生产的价
格水平趋于一致时，真正
的价格稳定才有望实现。

小前田表示，为维持
未来大米的稳定供应，日
本亟需构建不过度依赖
生产调控和政策干预的
可持续农业体系。这需
要制定能精准捕捉需求
波动的库存战略，以及具
备风险快速响应能力的
决策机制。将农业生产
一线的实际诉求纳入政
策考量，同时强化连接消
费者与生产者信任的协
调机制，应是今后大米相
关政策的核心。

供应能力下降与需求
结构变化叠加，导致日本
大米短缺成为长期且深刻
的社会难题。日生基础研
究所综合政策研究部副主
任研究员小前田大介说，
从供应面来看，日本政府
长期推行旨在抑制大米产
量过剩的“减反政策”、气
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
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农
业劳动力不足等都严重影
响大米产量。

今年 2 月，日本政府
决定向市场投放储备米，3
月拍卖首批 15 万吨储备
米。但不少日本专家批评
政府反应滞后，丧失了抑
制米价的最佳时机。

小前田说，一直以来，
日本农业政策的目标都是
防止大米市场价格下跌，对
投放储备米的态度非常谨
慎。政府收集信息和预测
速度赶不上剧烈的供需变
化，制度掣肘、部门间协调
需要时间，导致紧急时期也
无法灵活投放储备米。

多摩大学特聘教授真
壁昭夫指出，农林水产省
最初使用竞标的方式来选
择出售储备米的企业，优

先与报价最高的企业签
约。其结果是，日本全国
农业合作协会联合会收购
了90%以上的政府投放储
备米，形成实质上的垄断，
之后出货迟缓致此前投放
的几批储备米在平抑米价
方面收效甚微。

农林水产省5月30日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
至 5 月 11 日，3 月份通过
竞标方式投放的约 21 万
吨储备米中只有约 2.7万
吨到达了零售企业，约占
13%，算上餐饮企业等也
仅有约20%。

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
泉进次郎5月21日在其就
职新闻发布会上表明，将
投放储备米的方式由竞标
改为政府直接与零售商签
约。5月 31日，通过此方
式投放的储备米开始上市
销售，售价为 5 公斤 2160
日元，在限购的情况下很
快售罄。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
尚不清楚这些举措会否让
米价总体回落，因为日本
每年大米的国内需求总量
约为 670 万吨，而储备米
却相对有限。

时任日本农林水产大
臣江藤拓 5 月 18 日在一次
公开演讲中说：“我从未买
过大米，因为我的支持者
送来了很多大米，多到可
以出售。”

在日本国内大米价格

持续上涨、民众怨声载道
的背景下，这一言论立刻
引发舆论哗然。在野党批
评其发言“极为不当”，质
疑其继续担任农林水产大
臣的资格。

江藤拓随后公开道歉，

并于 5 月 21 日上午与日本
首相石破茂会谈后决定引
咎辞职。他表示：“在国民
因大米价格高涨而承受沉
重负担之时，我作为主管大
臣却发表了极不恰当的言
论，对此深感愧疚，向国民

表示诚挚歉意。目前正处
于控制米价的关键时期，我
已不再适合继续任职。”

石破茂当天接受其辞
呈，并决定由自民党前选举
对策委员长小泉进次郎接
任这一职位。

专家预测：
今秋大米零售价或再创新高

米价一年翻番，多地近期频现“米贼”

民众怨声载道，主管大臣失言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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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本百姓在超市排队购买政府投放的储备米

政府投放的储备米售价为5公斤2160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