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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面积 攻单产 节消费

 ——关于我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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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大支农惠

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我国农业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联系我

国农业生产实际，我想谈谈在粮食生产方面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我国粮食生产现状与问题分析 

  1.我国粮食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 

  最近，在对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的综合分析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值

得重视的新问题，即50多年来决定我国粮食总产的主导因素是不断变化的。根据1952—2006年

的资料，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1952—1962年）。当时全国粮食单产水平很低，平均亩产多数

在100公斤以下（只有1958年达104.5公斤）。在这十年中，因为单产的变化较小，所以决定粮

食总产的主导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即粮食总产基本上随着播种面积的增减而波动。 

  第二阶段，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1962—1995年）。经过了“农业三年困难时期”之后，

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发展水利灌溉、增施化肥农药以及推广农业机械等），特别是

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单产迅

速提高。到90年代中期，粮食单产增长到283公斤，平均年增长3.5%；播种面积虽然不断下降

（年均减少约510万亩），但下降速度（年均减少0.29%）比粮食单产增加速度（年均增长

3.5%）慢，所以粮食总产仍呈上升趋势。这一时期，粮食单产的提高成为决定粮食总产增长的

主导因素。 

  第三阶段，90年代中至2006年（1996—2006年）。这十年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粮食单产增

长变慢，徘徊在300公斤上下（1996年为299公斤，1998年为300.1公斤，2000年为284.1公斤，

2006年为314.4公斤），因而再次出现了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情景，即由于粮食单产变化较

小，播种面积又成了决定粮食总产的主导因素，总产随播种面积的增减而波动。不过，这一现

象虽与上世纪50年代相似，但本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在我国粮食单产达到一定高度或者

说是进入爬坡阶段后出现的新情况，是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问题。 

  2.对我国粮食近年恢复性增长情况的分析 

  我国粮食总产自1998年达到最高值5.123亿吨后，紧跟着出现了连续5年下滑，到2003年达

到低谷，下滑到4.307亿吨。此后，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支农措施，使粮食总产开始恢

复性增长。到2006年，粮食总产恢复到4.975亿吨，相当于高峰值1998年的97.1%。2007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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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总产达到了5.015亿吨，但仍未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由此看来，最早也要到2008年才有可能

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不言而喻，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最大的一次波动，持续十年之

久，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和分析研究。 

  为了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根据已有的资料把上述大波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5年的

下滑期和后3年恢复期，并对这两个时期每年的粮食总产、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数量变化及其逐

年的增长百分比进行了分析比较。在前5年的粮食下滑时期，与1998年的高峰值相比较，粮食播

种面积、粮食单产和总产，全部是负增长，到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12.6%，粮食单产减少

3.77%。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粮食总产下降15.9%，即从5.123亿吨下降到4.307亿吨。在

后三年的恢复时期，与1998年的高峰值相比较，尽管粮食单产已经全部恢复为正增长，到2006

年增长了4.75%，但由于粮食播种面积仍为负增长（-7.3%），大于粮食单产的正增长值，所以

2006年粮食总产仍未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只有4.975亿吨。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容易，恢复难，没

有一个稳定的粮食播种面积，要想实现粮食总产量的稳定增长是很不容易或不可能的；第二，

粮食单产达到一定高度后，进一步提高的速度将会逐渐变慢。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尽管出

台了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粮食单产的年均增长率却只有1.58%。这个事实告诫我们，今后

要想实现农业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绝不可掉以轻心。此外，如果再与我国

的人口增长因素联系起来（1998年人口为12.4761亿，2006年为13.1448亿，8年中增加了6687

万），就更应引起我们对农业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视。 

  二、我国粮食消费状况的分析 

  关于我国粮食的消费情况，目前尚无由国家统一公布的正式资料，但是我们研究粮食生产

问题必须与消费结合起来，从供需平衡的角度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及其

对人民生活的影响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估或判断。为此，我们根据国家粮食局、国家统

计局和其他单位的数据，对我国1990—2006年间的粮食生产与消费进行了分析比较。 

  1.1990—2006年我国粮食生产与消费总量比较 

  从1990—2006年这16年的资料来看，自2000年起，我国出现了连续7年粮食消费总量超过生

产总量的新情况，超过数值的多少与粮食总产量的波动趋势一致，即2003年粮食总产最低的时

候差值也最大（-1224.6亿斤），后三年随着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差值也逐渐减少，到2006年的

差值仍有-204.4亿斤，尚未达到产需平衡。 

  2.我国粮食总消费量逐渐增加的发展趋势分析 

  粮食总消费量的增加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一，人口数量的增加，2000年人口数为

12.6743亿，2006年达到13.1448亿，6年增长了4705万，由此，总消费量必然相应增加。其二，

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增加，199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725.6斤，2006年达到772.5斤，16年增长

46.9斤。为了说明人均粮食消费增长的发展趋势，我们将这16年化分成为四段：第一段，

1990—1992年，年人均粮食消费量750斤以下；第二段，1993—2002年，年人均粮食消费量

750—760斤；第三段，2003—2005年，年人均粮食消费量760—770斤；第四段，2006年，人均

粮食消费量770斤以上。从这四段的发展进程看，消费量增长的速度明显在加快。加快的原因一

方面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改善生活的需要，如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一般估计,生产1斤鸡

肉需要2斤粮食，1斤猪肉需要4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斤粮食），这是完全正常的和应该的。但

另一方面，近年粮食消费增长过快，可能还包含了一部分不合理的消费和浪费，这是应该节制

或尽量减少的。 



  三、保面积、攻单产、节消费，确保我国农业持续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农业必须三管齐下才能确保持续稳定发展。 

  1.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6亿亩 

  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

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

的土地管理制度”。这是保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决策，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此

同时，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也需要确定一条红线。2006年粮食播种面积已经恢复到15.82亿亩，

而粮食总产仍未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由此看来，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少于16亿亩，这条红线也

必须守住，建议政府进一步正式明确下来。 

  2.攻单产，年均持续增长1%以上 

  自1998年到2006年，粮食单产的提高明显变慢，8年中增长了14.3公斤，年均增长1.79公

斤，年均增长率为0.6%，赶不上人口增长和粮食消费增长的需要。1998—2006年，虽然人口增

长率在逐年下降，但是粮食的人均消费量却在逐年上升，两者合计（粮食消费量）年均增长1%

左右，由此说明，今后必须保证粮食的年均增长率在1%以上才能满足需求。 

  在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粮食总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单产的提高。因此，对单产增长

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和规划，即年均增长1%以上。如何确保粮食单产增长的速度，过去的经验

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今后还是如此。这里重点谈谈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献问

题。 

  现在我们国家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大致为40%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潜力。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测算，1978—1996年我国各主要技术对粮食单产提高的贡献份额是：优

良品种占33.8%，先进栽培技术占34.1%，植物保护技术占14.2%，土壤改良占17.9%。这个结果

说明，必须全面提高和充分发挥各项技术的作用，才能确保单产的稳步增长。此外，从粮食生

产的长期发展看，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这就是加强对耕地土壤肥力的培养问题。我国

农业的传统经验是不仅要“藏粮于民”，还要“藏粮于地”，在这方面有许多好的经验和措

施，如“养猪积肥还田”、“秸秆还田”、“种植绿肥还田”、“城粪下乡还田”等。现在由

于城镇人居方式与家畜饲养方式等的改变，有机肥还田的数量明显减少，影响了土壤质量的进

一步提高。再加上发展工业与交通占用的土地中，相当一部分是肥沃的农田，而补偿的是较差

的土地，这就更加重了土壤培肥的任务。秸秆还田是大面积提高农田质量的有效措施，各地已

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建议各级政府加大秸秆还田的普及推广力度，促进耕地土壤肥力的提高与

改善。 

  3.节消费，不浪费，人人有责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十

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

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些都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导原

则，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原则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只有人人都来节约粮

食，节水、节电、节能，节约各种资源，保护环境，才能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目标。现在浪费粮食和食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对此，应动员各方面宣传力量，大力加强节

约粮食、爱护粮食的宣传工作，提倡“吃得饱，吃得好，不浪费”的行为准则，形成人人养成



节约粮食的良好习惯和社会风尚。另外，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节粮法”，以规范企业、单

位和个人的粮食消费行为。 

  （作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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