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罩防护服包机到迪拜航空运输服务

产品名称 口罩防护服包机到迪拜航空运输服务

公司名称 广州涵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侨光西路13号十七楼07、08房（仅
限办公）

联系电话 18520223827 18520223827

产品详情

深圳涵文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获得一级国际货运代理资格；经国家交通运输部审核批准，获得无船承
运人资格；同时也是通过ISO9001认证的企业。

涵文总部位于深圳，现已在广州、上海、成都、青岛、天津、北京、厦门、大连、西安、宁波、昆明、
重庆、南昌、香港、台湾、洛杉矶等城市设立分公司及办事处，向世界各地进出口企业提供国际货物运
输报关报检、保险及供应链等全方位服务，涵文作为深圳市重点物流企业之一，近五年来的出口货量均
在深圳机场排名靠前。空运方面，我们与阿联酋航空公司（EK）、国航（CA）、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
H)、南航（CZ）和东航（MU)等航空巨擎有良好配合，并取得核心包板代理资格；同时也成为联合包裹
服务公司（UPS）、华航（CI）、长荣航空公司（BR)、亚洲航空（AK）、深航（ZH）、大韩航空（KE
）、海航（HU）和卡塔尔航空（QR）的主要销售代理。

海运方面，我们与马士基航运（MAERSK）、韩进海运（HANJIN）、地中海航运（MSC）东方海外（O
OCL）、中国远洋（COSCO）、中海船务（CSCL）、阳明海运（YML）和法国达飞轮船公司（CMA)等
都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运输产品的多样性，带给客人更多选择空间和创造更优物流方案。我们的海
外代理机构遍布全球，服务范围覆盖印度、欧洲、北美及中南美洲、东南亚、澳洲、中东等地区，甚至
在非洲大部分的国家，我们依然可以提供运费到付及门到门的贴心服务，让客人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
业务。

 

空运包机服务：美国洛杉矶、纽约、芝加哥、意大利米兰、西班牙马德里、德国法兰克福、柏林、法国
巴黎、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列日、俄罗斯莫斯科、迪拜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机服务。

包机机型:

1.A330-200客改货，装20-30吨左右，150个方

2.A330-300客改货，装30-40吨左右，180个方



3.B747F:装100吨，600个方

专业接收口罩、防护服、额温枪、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质，另外可收普货、重货和电商货。

可以在广州、深圳、长沙、厦门、南昌、武汉、长沙、上海和北京等起飞，接收福建，浙江，江苏，山
东，湖北等全国的口罩出口，可以交广深仓库，长沙仓库，厦门仓库等。

疫情冲击全球粮食贸易 中国人需要囤点粮吗？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多个粮食出口国宣布暂时禁止粮食出口，会否出现“粮食危机
”，对于中国粮食供给安全会带来哪些影响等相关话题引发了中国相关各界的高度关注。

“我们认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
障国内粮食供应。”4月2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综合分析研判中国
国内粮食生产、流通、消费情况，“过度恐慌、抢购粮油，大可不必。”

亦有相关研究人士对《财经》记者指出：近期有分析称如全球多个粮食大国因疫情禁止粮食出口，以中
国有将近20%的粮食需要从国外进口来看，肯定会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尤其是大豆等。“类似观点成
立的前提假设太多，而且中国近年来进口逆差较大的也主要不是谷物等真正的粮食，而是水果、牛奶等
农副食品。”

“食物安全包含了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口粮安全等，主要涉三个平衡：数量与质量、区域与资源、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这几年进口农品增量主要集中在种类调剂型、消费升级类。不可混为一谈。”北京东
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聚焦安全与发展交叉领域研究的联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首聘专家黄德钧
也对《财经》记者分析称，“中国口粮（稻谷及小麦）十余年来都是买方市场。不算社会储存，只国储
及地储库就超过2亿吨（全球谷物储备的50%）。2019年中国产出6.5亿吨粮食（其中口粮3.5亿吨）、6亿
吨蔬菜、2.5亿吨水果、2亿顿肉蛋奶鱼⋯⋯每人每天1斤米面、1斤动物蛋白制品、2斤果蔬是有保证的。
”

口粮短期自给有保障

按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中国近年来提出了“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

相关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谷物库存保持较高水平，2019年中国粮食再获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66384
万吨，同比增加594万吨，增长0.9%。具体而言：2019年中国稻谷产量2.096亿吨，同比减少252万吨，食
用消费1.58亿吨，同比减少50万吨，尽管稻谷饲用和工业用粮有所增加，预计年度结余1430万吨，已连续
多年结余；2019年中国小麦产量1.34亿吨，连续5年保持在1.3亿吨以上。因消费结构升级，面粉消费下降
，国内食用消费总体平稳，但饲用和工业消费有所下降。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估算小麦消费1.235亿吨，同
比减少532万吨，年度结余1400万吨，同比增加870万吨，已连续7年产大于需。

综合来看，中国的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实现自给，谷物自给率超过95%。中国每年进口粮食1亿多吨，主
要以大豆、粗粮等为主，大米、小麦进口一般分别为200万吨、400万吨，占国内消费总量分别为1%至2%
，主要起品种调剂作用。

以大米为例：近日越南宣布暂停大米出口。越南常年大米出口700万吨左右，大体占世界贸易量的15%，
限制出口可能会造成国际市场大米价格波动。2019年中国进口越南大米48万吨，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
；今年1月至2月从越南进口大米3万吨。2016年中国实行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以来，大米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2019年大米进口255万吨，同比下降53万吨，进口大米占中国大米消费约1%，主要用于品种余缺调剂，
如泰国香米。



长期关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程国强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在聚力抗击疫情的同
时，也具备应对全球粮食危机风险的坚实基础。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粮食连
年丰收，库存充足，粮食供应不会出现脱销断档。

在解释原因时，前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也指出：从供给情况看，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特
别是稻谷、小麦两个口粮品种连续多年产大于需，有少量进口主要是为了品种调剂。以2019年为例，大
米和小麦全年进口量仅占当年产量的1.8%和2.3%；从库存情况看，中国在部分主产区实行稻谷、小麦最
低收购价政策。由于产大于需，近几年政策连续启动，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库存，稻谷、小麦都能满足1年
以上的消费需求；从市场体系情况看，目前中国粮油市场较为活跃，市场主体多元。物流配送、供应投
放网络健全，粮油产品供给是有可靠保障的。

据其透露：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协同运作、政府储备和企业库存互为补充的粮食
库存体系，粮食总库存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小麦、稻谷库存均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按照联合
国粮农组织定义，保持三个月左右的库存消费比就算是安全库存水平），成为应对突发事件、市场保供
稳价的安全防线。主要出口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可能会加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但有利于消化
中国的不合理粮食库存，减轻国内部分粮食品种库存压力。

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在前些年时曾用两个“前所未有”来形容当时的粮食储存形势：“目前我国粮食库存
达到新高，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
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粮食去库存，但总体库存仍然很高。

为了加强调控，中国近年来还在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情
况“两项考核”。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连续两年纳入中央一号文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
项目。

具体而言，中国的粮食保障及供应大致可分为如下体系：其一，粮食储备体系。近20年来，中国建立起
了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和协调机制。在中央储备规模保持稳定的同时，从2014年开始，国家按照“
产区保持3个月，销区保持6个月，产销平衡区保持4个半月”的市场供应量要求，重新核定并增加了地方
粮食储备规模。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储备品种结构中，小麦和稻谷等口粮品种比例超过70%；其次，针
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自然灾害等，中国还建立起了相应的粮食应急保障机制。大中城市建立了米面油
等成品储备，据称可满足当地10天至15天供应。

“通过不断加强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和应急体系建设，中国不仅经受住了汶川地震、冰雪灾害等多发重
发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而且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挑战的关键
时期，也有力保障了各地特别是重点疫区的粮食有效供给，为稳定市场、安定人心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程国强称。

据《财经》记者获悉：从疫情出现至今，在北方部分的一些重点城市，粮油轮出和增加库存的轮换节奏
开始加快。不仅如此，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形成，粮食的商业库存也可以保障部分应急需求。

持续应对紧平衡

“要特别注重推动加强国际粮食安全与贸易政策协调。”程国强也提醒称，“疫情对全球粮食生产和需
求造成全面冲击，如果后期世界疫情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同时缺乏有效的国际粮食安全宏观协调机制
，加之部分国家蝗灾影响粮食生产，有可能会恶化全球粮食市场预期，威胁到我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粮
食安全。”

一旦全球新冠疫情引发粮食危机，全球粮价上涨以及供需形势变化仍可能会对中国粮食市场乃至宏观经
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保持紧平衡态势。在部分粮食作
物进口增加的情况下需要尽可能通过多元化等手段进行规避。



前者的传导链条是通过大豆、谷物等进口链条传导到国内市场，推动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影响包括植物
油价格上涨导致食品价格高企；此外，和玉米饲料能通过小麦等替代不同，豆粕作为蛋白饲料仍有较高
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价格上涨会对下游养殖业进一步带来成本提升。

对于后者而言，4月2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转引国际文传电讯相关消息称：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欧亚经济委员会执委会决定对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部分粮食产品出口实施禁令，包括
大米、荞麦、小米、谷类食品、粗磨面粉及麦片、压碎及未压碎的大豆、葵花籽等。禁令自公布之日起1
0日内生效，有效期至6月30日。“越南带了个坏头，欧亚五国掀起高潮，估计乌克兰、东南亚地区很快
会跟进。之前几次粮食市场波动也是这些国家率先禁止出口。未来中国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时，对部
分敏感地区应有所警惕。”有相关研究人士称。

程国强对此建议称：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构框架和机制下，强化消除饥饿、保障粮食安全
的全球共同责任与使命，推动各国启动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贸易协调、合作与行动，确保全球农业与粮
食供应链有效运转和持续推进，不断完善和强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共同维护全球农业贸易和市场秩序
。

从粮食生产角度来看：2020年中国全国冬小麦播种面积3.31亿亩，目前苗情长势良好，全国冬小麦一、二
类苗占比分别为23%、77%，北方冬小麦苗情明显好于上年同期，今年夏粮再获丰收有较好基础。此外亦
有专家指出：如果国际粮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内粮价上升预期，有利于促进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组近期的一份相关报告则指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尤其是农业的季
节性决定了重要生产时节必须要有足够的农资产品与农事活动相匹配，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装备要
及时在各个生产环节实现供需对接。在遭遇疫情等危机时，农资储备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正
常开展，降低不利影响；饲料储备。此次疫情导致养殖户损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难以及时获得充足饲
料，对此同样要做好储备工作。

“这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很多农民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不少农村居民家庭也像城市居民家庭一
样不存粮。如果粮食出问题，城乡一起出问题。防疫情，吃饭是大问题。目前进行新基建，能否考虑多
拿一些钱投入支持粮食生产，让种粮有积极性。国家要乡村振兴，要农业富强、农民有尊严，首先要让
种粮食的农民收入有保障有尊严，否则手中无粮，心中就慌。如大米和小麦这些关键口粮大涨价，问题
要严重更多。”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红东教授对《财经》记者解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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