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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回顾 了我国种植业三元结构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建立和发展新型三元种植结构韵必要性，提 出了新 

世 纪我 国种植业 的区域化 调整战略和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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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正面临着严峻 

的人 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为确保我国2l世 

纪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作为 

突破 口，实行农牧结合 ，以农促牧 ，以牧养 

农 ，以农牧产品带动加工的“种 、养 、加”和 

“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 

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 

在实施过程中，调整传统的作物种植结构 ， 

建立农牧结合型作物种植模式，注意发展饲 

料生产 ，以料(草 )换食物，是广开食物来源 

的关键。换言之，我国种植业未来l5年的技 

术方向是 ：以优质为主导方 向，突 出种植业 

结构调整与优化，研究建立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的综合技术 

体系。 

l 我国种植业三元结构的发展回顾 

总体来看，我国种植业结构演变的基本 

趋势是 ：建 国初期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基本 

保持在占总播种面积的90％左右，是一种以 

传统式种粮为主的单一种植结构 ；从20世纪 

6o年代后期开始，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逐年 

有所下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逐年有所增 

加，到1989年 ，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下降到 

76．6％，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上升到14-3％， 

基本演变成了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二元结 

构；然而从1989年到1998年的l0年间，虽然 

总体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所 占的比例略 

有下降，但基本上仍然维持着粮——经二元 

结构不变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 

之和仍然占到总播种面积的90％左右。 

长期以来，在我国种植业内部一直是粮 

饲不分 ，粮食既作 口粮又作饲料 ，饲料作物 

的生产未能列入专门的种植业生产计划，饲 

料粮的多少，取决于粮食总产量中口粮需要 

量的增减变动 ，形成给多少用多少 ，给什么 

用什么的被动局面。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 

因是全国粮食需求压力过大，人 口的不断增 

加和土地的日益减少 ，导致部分地区的温饱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当然 ，这与我国国民经 

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也有直接关系。 

2 建 立和发展新型 三元种植结构的 

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对动物性蛋白质的需求越来越 

多。历史上我国人民以素食为主，膳食蛋 白 

质中的85％-90％是来源于植物性蛋白质。根 

据农业部“十五”规划的需求量分析 ，全国将 

争取达到人均每日摄3．24．8g动物性蛋白质， 

为了达到这一水准至少每年需要从肉、蛋、 

奶 、血 、内脏等畜 、禽、水产品的粮食部分中 

提供大约l 20o万t纯动物性蛋白质，才能接 

近或赶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世界人均消 

费水平。根据现代最佳饲养技术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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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这么多的动物性蛋白质 ，至少需要从农 

区种植业中提供饲料粗蛋白质大约6 000万 

t，这是一个总需求量。但是，根据20世纪9o年 

代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预测，从谷实类 、饲 

粕类 、糠麸类 、糟渣类 、藤 、蔓 、荚 、壳 、秸 、秧 

等农业副产品类以及动物性饲料资源中总 

计约可提供3 000万t饲用粗蛋白质，仅能满 

足需要量 的一 半 。基于 这样一个特殊历史 阶 

段 ，农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在挖潜上 

下功夫，首先是在保护地力上下功夫，在“菜 

篮子工程”与“沃土工程”的结合点上寻求出 

路。当前首先应重点抓好畜牧业与种植业的 

结合 ．走以牧养农 、农牧互补的可持续发展 

之 路 。 

“三元结构”农业的设想已经提出很多 

年，但 目前对“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与“饲 

料作物”的涵义很难做 出明确的界定。如玉 

米、薯类等在我国属于“粮食作物”的范畴 ， 

但可食用、可饲用 、亦可工用。又如大豆、花 

生可榨油 ，亦可食用 ，是集经济、食用 、饲用 

为一体的农作物。可见许多农作物并没有一 

成不变的固定属性，而是随着人民生活、国 

民经济的需求及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若 

根据传统的三元结构的涵义 ，对近20年来这 

三大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分析 ，则基本上 

无变化，大体上是“粮食作物”占播种面积的 

3／4，“经济作物”占总播面积的1／6，而专门 

用于生产饲料的种植面积则微乎其微。但事 



实上，从20世纪8O年代以后 ，这3类作物的实 

际用途 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 ，全国粮食 总产 

量的 1／3已经用于饲料 (不含农副产品)。 

“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中的棉花、菜籽、花 

生及部分豆类、谷实类的加工副产品等也都 

通过饼粕 、糟渣等途径转入饲用。按传统定 

义的三大类作物已经形成了 “你中有我 ，我 

中有你 ”的格局 。从 目前 我 国种植业 主 、副产 

品 的市场 流 向分析 ，至少有 2／5以上 是以各 

种形式 用于饲料 ，只不 过是 没有把养 殖业所 

需的饲料作物品种作为独立的产业需要 ，事 

先安排在整个种植业生产计划之 中而已。 

3 区域化调整战略与三元结构的实 

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调整种植结构必 

须充分认识到 ：①由于我国地少人多，粮食 

需求量大，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仍是农牧结 

合型种植业的基本特征 ；②逐步有机配合和 

协调发展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 

三元 种植结构新 模式 ，是农 牧结构 型种植 结 

构的核心；③建立饲料新体系是三元种植结 

构的关键所在 ，其中心任务是扩种优良饲料 

(草)作物并充分利用 ；④把土地 、种植和养 

殖视 为一个 系统 的农业 生态工程 ，采取多 种 

措施使其向更高程度的社会化、商品化和专 

业化方向发展 ，以便提高其各种产品的商品 

率和经济效益。基于上述 ，发展农牧结合型 

种植业 的基本 战略方针是 ，以农业 生态学 理 

论 为基 础 ，按系统工 程学原理 ，把 土地 、种植 

和养殖连为一体 ，根据 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 

态条件 ，因地制宜地调整种植业结构 ，经过 

多次生产实践 ，逐步优化各类作物轮作换茬 

制 度 ，建 立一 个 以粮食 生产 为基 础 ，以饲 料 

作物生产为重点，以经济作物生产为动力， 

并能有机配合和协调发展 的粮一经一饲三 

元 种植业 生 产 的新模 式 形成 一 个 以农促 

牧 ，以牧促农 ，以农 牧产 品促 加工 的“种 、养 、 

加”新型农业生产体系 ，实现土地生产率大 

提高 ，经济效益大增加和农业生态环境大改 

善，从而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最终达到 

人均粮食消费 400kg以上 ，畜牧业产值 占农 

业总产值 50％1~2上，在人类的食物组成中， 

动物性食品占15％～20％左右的目标。 

3．1 调整种植业结构和人们的食物结构 

长期以来 ，在全国的总耕地面积中。粮 

食作物占 80％ 左右，而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 

仅占 l5％和 5％左右 ；在食物组成中，谷物产 

品占90％ 左右 ，而动物性产品仅占 lO％左 

右 ，这是由传统种植业和食物观所造成的。 

要 变单一粮 食生产 的种植 业为粮 食一经 

济一饲料作物的三元种植业，变传统的“粮 

食”观念为现代大粮食 的“食物”观念 ，人类 

食 物不仅有 谷物产 品 ，也包 括动物 产品 、水 

产品和林果类产品。 

3．2 因地制 宜制 定三 元结构 较合 理 的种植 

比例 

通过调整各类作物种植 比，逐步建立三 

类作物有机配合和协调发展 的新型种植体 

系，这一体系的产品，不但是人类食品，同时 

有的也可作为动物饲料，去换取人类优质食 

物——肉蛋奶 ；还有的可作为商品获取资 

金 ，增 加收入 。实施这 一全功 能型 的种植结 

构，目的是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 

要 因地制宜地建立一个 比例恰 当并能协调 

发展的三种作物种植比例结构。国内已有许 

多研究工作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可供借鉴 

与研究。杨再等认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 

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恰当比例应是 5：2：3；而 

陈阜等则认为三类作物恰当种植比是 47：28： 

25；也有的建议把三类作物种植面积调整为 

59：20：21。笔者认为，不同地区不可能有一个 
“

一

刀切”的统一比例，关键是各地要根据具 

体情况 ，因地制宜通过试验建立不同时期的 

各类种植业的恰当比例。不同种植比的三元 

种植结构是不同地 区的特定生态条件下的 

种植模式 ，其优化程度的判断标准是看其生 

产是否达到了高产 、优质、高效和不污染环 

境的 目的，其产品是否能满足人类食物供给 

的需要 。 

3．3 种植 业结构调整 的具体 策略 

在粮食作物种植上，要提高粮食耕地的 

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水平 ，例如开发 

“吨粮田”等 ；要引种一些新的，特别是粮饲 

兼用型玉米和高产小麦等。在北方 ，玉米种 

植宜维持 占粮食生产总面积的 20％左右 ，小 

麦维持在 25％，而南方水稻生产维持 30％左 

右。在经济作物种植上，要重点发展棉 、油、 

蔬菜大宗作物 ，稳定发展烟、茶 、麻 、甘蔗和 

蚕桑 ，开拓实用菌和花卉 ，抓好产品系列开 

发 ，形成产品优势；要注重提高产品质量 ，优 

化加工工艺和创立名优特产品。在饲料作物 

种植上，要把精饲料、牧草等绿色饲料和秸 

秆饲料同时纳入饲料生产范畴；在北方要采 

用多种形式的间套作 ，增加玉米、大麦及青 

贮饲料用作物生产；在干旱农区可实行粮草 

轮作 ，退耕种草，发展优势饲草生产 ，同时大 

力推 广优质饲 草种植 范 围；在南 方丘 陵区通 

过间套作发展多熟种植，增加粮饲兼用作物 

生产，利用冬闲 田，发展绿色饲料兼用作物 

生产。总之 ，在进行上述种植业结构调整时， 

必须注意以下几条基本原则：①要确保主要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面积稳定和产量提 

高；( 饲料作物是结构调整之重点，其数量 

和质量都要有很大程度的提高；③饲料作物 

生产中，要以精饲料为基础，青饲料为重点， 

秸秆料为辅助，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在注意 

提高饲料 生产总量 的 同时 ，提高蛋 白质饲料 

的比重。 

3I4 三元种 植结构在我 国的实践 

山东从 1999年起在全省实施跨世纪农 

田种草工程 ，以期改变传统的以“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农 田种植业，建成新 

型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草饲料作物” 

科 学配置 的三元种 植业 ，到 2002年末 ，三元 

结构改制基本完成和完善 ，三者面积达到 

60：23：17；江苏省在南方水网农区大力推广 

“稻一草一禽(渔)”生态农业模式 ，利用“这 

些地区冬春光照偏少，种植以收获种籽为主 

要消费品的农作物不易取得高产 ，而恰恰适 

宜种植牧草 ，利用牧草发展养殖业”的特点， 

将饲料作物纳入主要种植模式之中；黄淮海 

豫北地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大面积推广 

“小麦一玉米 (青饲 )一花生”和“玉米一大 

豆一红薯(饲料 )”等粮一经一饲模式 ，取得 

了很好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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