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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以大米涨价为标志的全球粮价暴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粮荒，粮食危机在全球蔓延。民以
食为天，食以粮为纲。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西双版纳州中心支行联合勐海县支行深入景洪市、勐海县的
主要产粮乡镇调查粮食生产情况和全州安全现状。调查显示，由于种粮收益低，西双版纳州农民种粮
积极性下降，出租耕地，减少种粮，扩大种植经济作物面积。西双版纳原本是云南省粮食生产自足有
余并能外销的少数地州之一，但现在粮食自求平衡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全州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
量逐年下降，由粮食调出地州正转变为粮食调入地州。各级党委、政府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安全。 
一、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西双版纳属亚热带，终年温暖、阳光充足、热量丰富、湿润多雨，发展种植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优势。橡胶、粮食、甘蔗、茶叶是西双版纳四大传统产业。西双版纳是我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干
胶产量居全国第二位，约占全国年产量的30%；西双版纳素有“滇南粮仓”之称，是全省粮食自给有余
能调出粮食的少数地州之一。西双版纳还是世界上大叶种茶的原产地之一，是“普洱茶”的故乡，早
在明清时代，境内六大茶山为主的茶区，年产干茶已达8万担。但是，近年来，农村转变经营土地的方
式，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减少种粮，出租、转让土地较普遍，扩大开发种植橡
胶、香蕉等经济作物面积，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一）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全州粮食难以自求平衡 
据统计，2003年以来的五年间，西双版纳州橡胶园面积增加了117万亩，茶园面积增加了22万亩，以香
蕉为主的水果面积增加了10万亩，粮豆播种面积则由2003年的120万亩下降至2007年的111万亩，产量
由33.1万吨下降至32.7万吨。由于农民减少种粮或不愿意种粮，现在地方政府收购储备粮都非常困
难。据调查，3年前，勐腊县收购二三百万公斤的县级储备粮只需到所辖的勐捧镇就能收购完成，但由
于勐腊县主要产粮乡镇的许多农民把粮田出租给外商种植香蕉（出租期限一般为6～10年），有些农民
减少种粮，有些只种家庭口粮，有些农民开始不种粮，导致今年粮食企业收购150万公斤储备粮都非常
困难，从勐捧镇收购的粮食只有4.6万公斤，从全县各乡镇收购的储备粮不足90万公斤。西双版纳作为
旅游地州，随着人口增长以及接待海内外旅客增加，粮食消费增长加快，目前全州粮食年消费量约35
万吨。西双版纳原本是全省粮食自给有余能调出粮食的少数地州之一，现在粮食难以自求平衡。 
（二）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出租转让大片耕地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农民转变经营土地的方式，农村旋起了出租、转让土地的热潮，山区、半山区农
民不断出租轮歇地给当地城镇居民或外商开发种植橡胶。为了保护天然林资源，适度控制橡胶种植规
模，2006年地方政府下发了暂停集体林轮歇地开发流转的通告，但农民转让土地的势头未得到有效控
制。坝区（盆地）乡镇的许多农民出租大片粮田给外商种植香蕉，我们调查的景洪市勐罕镇曼贺科
村，全村水田面积905亩，已出租800亩给外商种植香蕉，全村89户今年只有30户种植粮食约100亩，主
要生产家庭口粮；曼空岱村水田面积747亩，已出租700亩给外商种植香蕉，全村63户今年仅有4户种
粮，种粮面积约40亩。据报道，在勐罕镇的坝区农村象曼贺科、曼空岱村出租粮田给外商种植香蕉现
象较普遍，目前全镇出租给外商种植香蕉的粮田面积已超过2万亩。调查显示，景洪市、勐腊县的坝区
农民把大片粮田出租给外商种植香蕉，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末全州香蕉种植面积已突破10万亩，按
水田复种率50%、亩产水稻350公斤计算，因香蕉种植导致水稻播种面积减少15万亩以上，每年粮食减
产5万吨以上。占全州国土面积5%的坝区是西双版纳州粮食主产区，但由于出租土地收入远高于种粮收
入，坝区农民把大片粮田出租给外商种植香蕉，并且每轮出租期限长达6-10年，随着土地租金越炒越
高，每亩租金由最初的350元上涨至2008年的1200元，农民出租粮田还在延续……越来越多的农民由粮
食生产供应者正转变为纯粹的粮食消费者。 
调查显示，由于种粮收益低甚至亏本，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有的乡镇农民出租大片轮歇地、粮田被
用于种植橡胶、香蕉；有的乡镇农民只生产家庭口粮，土地闲置，全州粮食面积减少、粮食产量下
降，粮食难以自求平衡。西双版纳州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二、四因素促成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 
调查显示，四因素促成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农民减少种粮或不愿意种粮： 
（一）物价上涨，种粮成本增加削减了种粮收益 
我们在勐海县勐遮镇调查时，许多农民一脸苦恼地说，近年来农药、化肥，请工费等物价上涨大快，
增加的种粮成本高于粮价上涨带来的收益，现在农民种粮基本不赚钱，农民消费自己生产的口粮的成
本要高于城里人。曼垒村岩嫩拉村长介绍说，他们种植杂交水稻每亩的成本约410元，而杂交水稻亩产
约450公斤，以去年每公斤稻谷1.2元计算（田间刚收割好的稻谷收购价），每亩收入540元，加上40元
财政补贴，总收入为580元，从表面上看种植一亩水稻可赚170元，但是每个种粮季度每亩地家人还要
投入累计12个工作日，按照他们村每天50元的请工费计算，每亩地的劳动力投入达600元，农民种植一
亩稻谷就要亏本430元。勐遮镇2007年农民种粮的每亩成本约410元（不含家庭成员务工费），比2006
年的285元增长了45%；与2006年相比，2007年因粮价上涨使农民种粮收入每亩增加45元，但因物价上
涨导致农民种粮成本每亩增加125元，增加的种粮成本是粮价上涨增加收入的近3倍，每亩种粮纯收入
由250元下降至170元。由于种粮成本大幅增加，抵消了粮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当地农民一般只种植一
季粮食，第二季水田基本撂荒，或少量种植蔬菜。 
勐遮镇2006、2007年种1亩水稻的成本、收入对照表 
单位：元、公斤  

 

 



（二）比较收益下降，农民转向种植经济作物或出租耕地 
近年来，西双版纳农民种粮收益低于种植橡胶、甘蔗、茶叶和出租粮田的收益。特别是2005年以来普
洱茶价格暴涨后，2006、2007年勐海县主要茶山的许多农户基本放弃了种粮，大片水田撂荒。天然橡
胶是目前西双版纳州收益最高、收入最稳定和市场前景最好的种植业，近几年开割10亩橡胶的年收入
可达3-4万元，而且橡胶种植一次可连续收益约30年，橡胶对西双版纳农民来说就是财富的源泉。胶价
持续上涨，半山区农民逐渐放弃种粮，把轮歇地、粮田改种橡胶，象景洪市景哈乡，勐腊县关累镇、
勐润乡等人均橡胶种植面积较多的乡镇农民基本放弃了种粮或少数人只种家庭口粮；以及坝区农民纷
纷到山区、半山区租用土地开发种植橡胶，全州橡胶种植规模迅速扩大。此外，为了确保原料基地，
辖内糖厂纷纷采取各种奖励政策鼓励农民种植甘蔗。勐混镇曼扁村岩比村长介绍说，英茂糖业对他们
种植一亩甘蔗奖励200元现金、土地机耕费120元和一袋化肥，在糖厂的各种奖励政策下，他们种植甘
蔗的收入高于种粮收入每亩近200元，现在全村170中有73户种植甘蔗，种植面积达193亩。土地租金收
入远高于种粮收入，农民出租粮田收入高于种粮收入每亩约600~800元，以及土地租金越炒越高，景洪
市、勐腊县的坝区许多农民出租大片粮田，坐享收益。种粮的比较收益下降，农民转向种植收益较高
的经济作物，或直接出租粮田，逐渐减少种粮或开始不种粮，越来越多的农民由粮食生产供应者转变
为纯粹的粮食消费者。 
（三）国家种粮补贴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不够规范，削弱了惠农政策对农民种粮的促动效果 
我们对勐遮镇、勐混镇、勐罕镇调查显示，国家种粮补贴政策在操作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有的乡
镇在实际操作中体现了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有些农户出租了全部粮田，已不种粮食但仍在享受
国家种粮补贴政策；有的农户种粮面积远大于其他人，但获得的种粮补贴资金比其他人少等等。国家
种粮补贴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不够规范，削弱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促动效果。 
（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粮田复种率 
2007年末西双版纳州耕地面积132.6万亩，其中保水田面积36.4万亩，占全州耕地面积的27.5%。以及
农民出租给外商种植香蕉的10万余亩粮田基本是保水田，其余的耕地大部分是二水田、雷响田和旱
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落后，灌溉水源不足，种粮成本高，水田复种率低。在勐海县调查时，农民
普遍反映由于农田灌溉排水系统简陋，水源不足，以及第二季种粮成本高，化肥、农药使用量比春季
要增加1倍，粮食产量低，农民很少种双季稻。勐海县的勐海、勐遮、勐混三个坝子近20万粮亩，冬季
基本闲置。 
三、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安全的建议 
统计显示，世界主要粮食价格自2005年以来已上涨80%。由于粮食供应吃紧，一些农产品出口国迅速转
为进口国，有27个国家出现了粮食危机。与国际粮价飞涨形成对比，中国到目前还没有陷入这场国际
粮食危机，这归功于中国高达95%的粮食自给率和政府对粮价的管制。但调查显示，由于种粮收益低，
西双版纳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减少种粮或放弃种粮。西双版纳原本是全省粮食
自给有余能调出粮食的少数地州之一，但现在粮食难以自求平衡，收购储备粮都困难，粮食安全面临
挑战。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安全问题，应引起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一）积极干预农民出租耕地行为，严格保护耕地 
民以食为天。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干预农民出租耕地行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控制香蕉下田
规模，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引导、教育农民减少出租粮田的面积，缩短出租期限，以及采取更加积极
的措施鼓励农民生产粮食；严格控制有林轮歇地开发流转，适度控制橡胶种植规模，保护天然林资
源。发展橡胶产业对西双版纳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研究表明，橡胶种植园的土壤侵蚀率是热带
原始雨林的3倍，持续的水土流失使土壤的肥力逐渐耗尽，同时橡胶作为外来物种将威胁到本地物种的
生存。控制橡胶种植规模，尤其要严格控制海拔超过900米的有林轮歇地开发种植橡胶的规模，这是保
护雨林民族与雨林和谐共存的必然选择。 
（二）加大投入，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西双版纳州农村劳动力有3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8.5%，耕地面积有133万亩，其中水田60万亩，保
水田36万亩，人均拥有保水田0.59亩。人均拥有1亩以上保水田的有724个自然村。人均没有达到1亩以
上保水田的有1408自然村，占全州自然村的66.04%。农村人均水田面积只有1.6亩，以及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落后，水源不足是当前制约西双版纳州提高粮田复种率和粮食产量的一个主要“瓶颈”。需要进
一步加强政银合作，创新融资平台，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确保粮田水源充足，以扩大粮田灌溉面积，提高粮田复种指数和粮食产量。 
（三）优化惠农政策操作，加强对执行国家种粮补贴政策的监督检查工作 
调查显示，国家种粮补贴政策在操作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建议优化惠农政策操作，有关部门要加
强对国家种粮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让财政补贴资金真正补贴到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民手
中，使其充分发挥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正向激励作用。 
（四）加强农资价格管理，确保种粮有合理的盈利空间 
因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增加的种粮成本抵消了粮价上涨和国家种粮补贴增加带给农民的收益，
国家每年巨额的种粮补贴资金仅在农民手中打个转，就全部成为农资生产、销售企业的收入。相关部
门应加强农资价格管理，严肃查处乱涨价等到违法行为，确保种粮有合理的盈利空间，防止因农资价
格不合理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五）加强农村粮食流通市场管理，培育地方优质大米品牌 
西双版纳素有“滇南粮仓”之称，发展粮食产业、生产优质大米，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西
双版纳州盛产“滇屯502”、“滇陇201”等优质软米，当前需要加强农村粮食流通市场管理，确保地
方优质大米品质，要积极扶持地方粮食加工销售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地方优质大米品牌，依靠品
牌增值，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西双版纳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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