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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12 个省区为粮食主产区 , 它们集中在长江中下

游平原、华北平原、东北平原, 分别是江苏、江西、湖南、湖北、

河南、河北、四川、安徽、辽宁、吉林、黑龙江。全国商品粮增

加的希望在东北, 而东北三省增加粮食产量最有前景的地区

是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除了东北3 省外, 其余的主产区由

于人口多、土地少、水资源条件差别大, 可供发展的空间小 ,

如江西省等主产区受到土地的限制, 单产已经较高, 已不具

备大规模提高商品粮生产的条件。宁夏黄河大柳树灌溉工

程可开发66 .7 万hm2 耕地, 但在西线南水北调建成后还要充

分论证其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提供粮食的必要性。

SWOT 代表优势( Strengths) 、劣势( Weakness) 、机遇( Op-

portnnities) 和威胁( Threats) , 是对内部资源( SW) 分析和外部环

境( OT) 分析的结合。笔者运用SWOT 方法分析了东北区粮

食生产 , 提出了东北粮食基地建设的保障措施。

1  东北区粮食生产能力的S WOT 分析

1 .1 丰富的耕地资源优势 

1 .1 .1 人均耕地面积大。东北3 省人口少, 农村人口的人均

耕地在1 hm2 以上, 黑龙江人均耕地面积在12 个省区中位居

第一, 其中三江农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达2 .33 hm2 , 有条件外

调粮食。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出发 , 把东北3 省作为

国家商品粮基地是一项重大的战略选择。

1 .1 .2 肥沃的黑土带。东北黑土带位于松嫩平原中部, 总

面积约1 100 万hm2 , 其中黑土耕地约815 万hm2 , 占东北地区

耕地总面积的32 .5 % 。黑土地的粮食产量占东北地区粮食

总产量的44 .4 % 。黑土带是东北玉米带的核心, 也是重要的

肉、乳生产带, 玉米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1/ 3 和1/ 2。

1 .2 粮食单产低、中低产田面积大的劣势

1 .2 .1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弱。东北地区

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无霜期短, 春季干旱少雨。冷

害、旱涝灾害影响大, 严重制约了粮食的稳产、高产。全区水利

基础设施差, 耕地中具备灌溉条件的耕地面积( 包括水田) 不足

27 % ,除水稻外的其他粮食作物大部分都是旱作, 近10 多年的

持续干旱气候使该区域粮食生产水平起伏巨大,粮食丰产年的

产量水平甚至达到低产年的2 倍。1999 ～2003 年, 东北3 省平

均每年的旱灾面积接近0 .06 亿hm2 , 约占耕地面积的30 % ,2001

年竟高达0 .09 亿hm2 , 占耕地面积的40 % 。

1 .2 .2 粮食品质差产量低, 比较效益差。粮食收入占农民

人均收入的60 % ～70 % , 粮食生产状况和粮价变动对农民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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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影响很大, 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粮食种植收益较低 , 玉

米平均纯效益不足2 250 元/ hm2 , 水稻不足3 000 元/ hm2 。东

北地区一熟种植, 单产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玉米低于美国

1 500 kg/ hm2 左右。种植规模化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严重阻碍了优良品种的大范围统一种植。东北地区商品粮的

国际竞争力不强, 粮食产品外观品质差, 杂质含量高, 颗粒色泽

不均一; 内在品质差, 玉米水分含量高达25 % ～32 % ; 种植品种

混杂, 不能实现专一品种的加工, 商品价值低。

1 .2 .3 中低产田面积大, 黑土退化严重。①东北地区低产

土壤占一定比重, 土壤肥力逐年下降, 潜在生态环境威胁大。

黑龙江省低产土壤占土壤总面积的21 .4 % , 这些低产土壤黑

土层薄, 有机质含量少, 保墒蓄水能力差, 对农业生产有较强

的制约作用。②农区黑土地用养失调 , 盲目追求产量, 使得

在对农业用地的开发利用中, 化肥投入不足, 有机肥投入减

少, 加之耕作方式的落后 , 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 , 养分含

量降低, 黑土层变薄, 结构变坏, 容重增加。③草原地区由于

经济利益驱动, 大面积开荒、粗放经营、超载过牧、环境污染

导致土地沙化、碱化、草场退化等问题严重。此外, 作物长期

连作, 病虫害发生频繁。

1 .2 .4 粮食生产科技水平低, 成果扩散渠道不畅。粮食增

产的主要科技影响因素是品种和与之配套的栽培技术 , 在实

际生产中则更多依靠先进技术的快速扩散。由于只重视育

种创新工作 , 忽视栽培技术创新, 导致优良品种的高产潜力

不能有效地发挥, 造成科学资源的浪费。以辽宁省主产的玉

米为例, 每年全省审定的新品种在30 个左右, 但与之配套的

栽培技术几乎是一个模式, 品种优势难以表现。农业科技服

务体系不健全, 各级推广网络紊乱也是造成粮食生产科技水

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1 .3  机遇  黑龙江省提出的“两江一湖”开发项目, 在理顺

管理体制和投资机制, 加强水土资源节约、生态和环境保护

的前提下, 可作为三江平原国家商品粮食基地的先行建设项

目。从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以及经济社会现状来看, 三

江平原地多水多, 在现有的农业基础上 , 引提黑龙江、乌苏里

江和兴凯湖水灌溉, 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 在三江平原大力发

展水稻可成为缓解我国大米危机的重要措施。同时, 该区可

建立稻谷—大豆产业区,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以猪、牛为主的

畜牧业生产基地。

1 .4  工业污染和黑土地流失的威胁  东北大平原土地肥

沃, 自然条件优越。伴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 ,

东北大平原的农业开发活动也在不断加强, 已成为我国重要

的农业基地之一。该区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的一倍以上,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大平原以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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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生态环境条件和丰富的农产品,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

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存在和发

展的重要保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伴随着该地区工业、农

业和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 东北大平原越来越面

临着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1 .4 .1 黑土的严重流失。黑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中部的

大片地区 , 以及沿哈尔滨—长春—四平一线的狭长地带。总

面积超过46 .7 万hm2 , 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黑土土质十

分肥沃 , 开垦之初的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10 % 以上。近

半个多世纪以来, 黑土已被充分地开垦。由于黑土地区多为

漫岗地形 , 耕地多为2 ～5 度的坡耕地, 坡面长, 汇水面大, 径

流冲刷力强。据调查 , 该地区2/ 3 的耕地都有较严重的水土

流失, 一般开垦60～70 年的坡耕地, 黑土层已由原来的60 ～

70 c m 厚减到30 c m 左右; 大约有1/ 4 的耕地由于黑土层被侵

蚀而露出下面的黄土 ; 该地区坡耕地年土壤侵蚀量高达50 ～

70 t/ hm2 , 年流失表土层平均为0 .5～0 .8 c m, 全区年流失土壤

总量约1 .5 亿t 。按这样的侵蚀强度, 该地区开垦80 ～100 年

的坡耕地( 约占农田的1/ 3) , 再有40 ～60 年, 黑土层将被剥

蚀光; 开垦30～40 年的坡耕地, 再有90 ～100 年, 黑土层也将

被剥蚀光。

1 .4 .2 中南部的严重污染。东北大平原中南部地区, 特别

是辽宁中部城市群地区, 钢铁、冶金、采矿、石油化工等产业

集中, 城市人口密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设和发展不断

的产生大量“三废”。长期以来“三废”治理的欠账较大。特

别是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城市和工业废水大量流入到

农业地区, 使土地受到严重的污染和毒害, 许多有害污染物

在土壤中长期累积 , 危及农产品安全和人们的健康。

1 .4 .3 西部的荒漠化。约占东北大平原面积1/ 3 的西部, 与

科尔沁沙地相邻接, 生态环境脆弱。该地区分布有总面积达

200 万hm2 的风沙土。由于开垦和不合理的利用, 使许多原

来有植被覆盖的风沙土变成了流动沙丘。一些调查显示, 该

地区的流沙有向大平原中部地区扩展的趋势。该区还有多

达300 万hm2 的盐碱化土地 , 盐渍荒漠化在迅速发展, 近年来

仅吉林省西部就有67 万hm2 优质土地退化为盐碱荒漠, 这

一数字仍在以每年1 .2 % ～1 .4 % 的速度增加。该地区共有

320 万hm2 草场, 已有80 % 以上的面积严重退化, 成为我国草

场退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  东北粮食基地建设的保障措施

东北地区粮食基地建设的基本思路是: 立足粮食生产 ,

依靠科技进步, 加大农业资源开发力度, 兼顾资源和环境的

可持续利用, 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商品化水

平,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技术体系和经营管理体

系, 推动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化增值。

2 .1 政策保障

2 .1 .1 加大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国家财政

应进一步扩大良种补贴的范围和规模, 对水稻、玉米的良种

补贴要全面实施; 实施购置农机具补贴政策, 对粮食主产区

种粮大户及农技服务组织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财政补贴 ,

推进机耕、机播、机收; 增加对种粮大户的小额信贷, 放宽担

保条件和贷款期限; 建立和试行农业灾害保险制度等。重视

保护和调动主产区政府与农民两方面的积极性, 特别是要保

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2 .1 .2  重视对东北商品粮基地的基础建设投入。从保护和

提高东北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出发, 将对粮食生产和流通

的直接干预转化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农田基础

设施的建设, 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国家大型商品粮

基地建设资金应加大对东北生产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 ; 财政

专项资金应进一步加大对东北地区粮食生产重大成套技术

推广的支持力度; 金融部门应进一步加大粮食相关产业化龙

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2 .1 .3  加强基本粮田保护, 注意生态保护。完善法律法规 ,

加大执法力度, 禁止侵占基本粮田的行为, 确保粮田面积长

期稳定。基本粮田内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

和主攻方向是优化粮食品种品质结构, 不是调减粮食面积。

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 , 注意自然资源的保护 , 改变掠夺式

的利用方式, 避免后期恢复生态建设的大量投资。

2 .2 科技支撑

2 .2 .1  强化超高产优质新品种及其配套技术攻关。增加粮

食生产发展的科技支撑, 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科技储备。采

取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的方法, 选育适宜于东北优质

稻区的常规超级稻和“三系”超级稻新品种; 提高玉米杂种优

势潜力, 选育具有超高产潜力的超级玉米新品种, 培育高产

与优质平衡的新材料, 筛选在超高产条件下抗病、耐旱的新

材料; 通过引进、创新, 丰富育种资源 , 创造优质、高产、抗病

新品种, 选育油分高、蛋白质含量高、增产潜力大的新品种。

同时, 开发与良种配套的高产、高效、优质栽培技术。

2 .2 .2 大面积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和节本、增效实用技术。

在水稻、小麦、玉米主产区示范推广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 以

及水稻超高产综合栽培技术、水肥高效利用技术, 水稻旱育

稀植技术、水稻抛秧技术、免( 少) 耕、工厂化育秧等省工节本

技术以及主要病虫害预防技术。近期示范推广玉米高产、优

质、专用新品种; 以及玉米低水分高产量栽培新技术、机械化

收割与秸秆覆盖还田技术、合理施肥灌溉技术、青贮玉米规

范化生产技术等。

2 .2 .3 有效解决黑土地退化问题 , 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型农

业。黑土地是宝贵的土地资源, 保护东北黑土地已是非常紧

迫的任务。应当采取综合措施, 如水土保持、保护性耕作、合

理施肥和轮作等, 保证其地力维持。同时针对东北地区干旱

严重、水资源紧缺的问题 , 要在发展田间水利设施、兴修水库

的同时, 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技术, 充分提高降水、灌溉水

等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 .2 .4 发展粮食精深加工, 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 提高粮食

附加值。借助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时期, 大力发展食品加工

业, 摆脱农产品以原料和初级产品为主, 附加值低的状况。

形成新的粮、经、饲的观念 , 在保证口粮种植面积的基础上 ,

种植专用的饲用玉米品种, 发展畜牧饲料基地 , 改变饲、粮生

产结构 , 发展规模化专业畜牧养殖, 实现多层次的加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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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手段 , 未能充分发挥联系公司与农户的作用和提供市场信

息、技术支持等功能。

3  建议

3 .1 产业链条优化, 建立茶业联盟  建立茶业合作联盟就

是要逐步实现中国茶业信息流、物流、服务体系的现代化。

主要包括: 建立现代茶叶基地; 建立、扶持和发展茶业龙头企

业群体; 创建现代茶业流通市场 ; 创建和扶持现代服务平台 ;

鼓励现代茶叶物流发展, 通过“品牌重组、人才重组、资产重

组”实现茶业一体化经营。在茶业供应链中, 龙头企业是核

心环节 , 龙头企业可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角度发展基地农

户, 精选少数销售商 , 帮助茶农实现规模经济, 降低生产成

本, 进而在保证茶农利益的前提下降低加工企业的采购成

本。同时 , 可与茶农和销售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2 打造有效的产品品牌体系  ①要扶强龙头, 做大名牌。

必须规范邛茶市场, 整合品牌, 在政府的引导下, 通过转机建

制,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 增强市场竞争力, 走“龙头企业基地

+ 农户”的产业化发展之路, 把分散的资源有效整合起来, 实

行规模化经营, 树立现代化经营理念, 实施品牌整合 , 巩固市

场发展策略 , 从而走出区域茶叶经济高效、高速发展的新路

子; ②强强联手,“名茶”变“名牌”。花秋茶厂、文君茶厂可联

合起来, 利用各自强大的科研、生产、营销和品牌优势, 实现

优势互补, 共同打造名牌茶产品 ; ③挖掘地方资源, 创建特色

品牌。应充分利用和发挥邛崃茶树品种资源分布广阔 , 环境

适宜的优势 , 依据地区茶叶品种资源所具有的地方特性, 将

品种资源与其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紧密结合起来, 将高雅的

文化和内涵融入到资源开发、品牌创建的设计中去, 以文化

支持品牌, 以品牌传播文化, 积极开发利用, 加强宣传, 塑造

有自身特色的茶叶品牌。

3 .3  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 首先, 构建基于电子商务的茶

业信息支撑平台。目前, 电子商务表现出了强大优势, 客观

上就要求茶业物流与之对接, 最终形成电子商务下的茶业物

流与供应链信息支持体系。其次, 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进

程。要在企业内实现各部门信息交流、资源共享, 开发以营

销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战略指导系统和更新系统, 建立连

接农户和市场的库存管理系统。再次, 政府应加大对信息化

的投入 , 为企业提供更优惠的发展政策。

3 .4 培育并规范茶叶市场 主要包括: 加强对农资市场的

管理, 加强对无公害、绿色产品、有机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 ;

控制农资产品的价格, 使其变化符合价格规律的要求; 严格

控制小型茶叶加工企业的数量, 为大企业提供更有利的市场

环境。

3 .5 走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 目前邛茶企业的科研能力相

对较弱 , 而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科研能力强大。因此, 要通

过政府或者中介组织的作用将茶叶加工企业与科研院所的

力量结合, 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科技开发长处 , 为企业产品

的改造与升级搭建良好的平台。

3 .6 创新茶叶生产组织形式 应以基地化 , 规模化, 标准化

为重点, 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生产组织。①巩固完善“龙头

企业+ 基地+ 农户”组织模式。茶农与龙头企业可通过签订

协议, 茶农连片形成茶叶基地, 统一管理、规范要求。②积极

发展“龙头企业+ 服务组织+ 茶叶基地”模式。通过发展中

介服务组织 , 创新茶叶生产组织形式, 克服茶叶生产以农户

为主体、规模小、难以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被动局面。同时 ,

通过中介组织的联系作用, 可减少茶农与企业的交易成本 ,

营造“双赢”局面。

3 .7  工艺流程的优化 一是研究开发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

二是采用和引进更为先进的加工工艺; 三是促进新产品的开

发, 突破茶叶的传统功能, 开发新的功能( 如保健茶叶的开发

等) 。要做强龙头企业, 必须着力提高龙头企业的科技开发

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带动农户能力, 通过提高质量创立品

牌, 通过品牌宣传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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