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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中国耕地关系的动态调整 

瞿商;杨祖义 

粮食安全历来是中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粮

食安全具 有强烈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使粮食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政 治范畴，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本文基

于中国虚拟耕地及其贸易的研究角度， 考察粮食安全与中国耕地动态调整的关

系。   

        一一一一、、、、虚拟耕地的概念与计算方法虚拟耕地的概念与计算方法虚拟耕地的概念与计算方法虚拟耕地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一一一一））））虚拟耕地的概念虚拟耕地的概念虚拟耕地的概念虚拟耕地的概念   

  本文提出的虚拟耕地概念是指从具体农产品实物中抽象出来的耕地资源消

耗。这样，作为 一种不可移易的资源的耕地就可以虚拟地依存于具体农产品的

贸易中，并成为一种可以在地区 或国际间进行流动和贸易的虚拟资源。这也就

是说，有关地区或国际间进行的农产品的贸易， 可以看作是相应的耕地的贸易，

由此，我们把这种内含于农产品流动和贸易中的虚拟耕地的国 际流动和配置称

之为虚拟耕地贸易。  

  虚拟耕地概念的提出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艾伦等人所提出的

虚拟水  ［1］  及美 国学者彭慕兰等人提出的虚拟面积概念  ［2］  的

启发。最早实施虚拟水战略的地区是严重缺水的 南部非洲和沙漠化的中东地区，

后来，艾伦等人在 90 年代后期和 21 世纪初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虚拟水进

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3］  国内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是刘幸菡和吴国蔚等

人运用 该概念对中国农产品贸易进行的实证研究  ［4］  ，以及柳文华等人

在近年对虚拟水在中国粮食安 全中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  ［5］  。2004 年

罗贞礼等人提出“虚拟土”概念，并相应地提出了“虚 拟土战略”，即土地贫

乏或土地生产能力低下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进口粮食等农产品的贸易方 式，从土

地富足的国家或地区购买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获得土地和粮食安全。  ［6］  

伍国勇提出 了“虚拟土”消费的计算方法并对贵州喀斯特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进行了研究  ［7］  。  

  本文之所以弃用“虚拟土”概念而使用“虚拟耕地”概念，原因在于“虚拟

土”的使用 范围过于宽泛，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粮食安全和耕地资源。此前已有

人尝试过这方面的研究，如 闫丽珍等把粮食贸易所隐含的虚拟耕地资源流动看

成是一种重要的粮食和农业资源配置形式， 并具体分析了中国南北区域间玉米

“北粮南运”的虚拟耕地资源流动及其对于区域耕地资源 配置的影响，表明中

国每年相当于从北方向南方调运了 5.9×10   6  hm   2  ～

9.5×10   6  hm   2  的虚拟 耕地。  ［8］   

        （（（（二二二二））））研究虚拟耕地的意义研究虚拟耕地的意义研究虚拟耕地的意义研究虚拟耕地的意义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必须保障的战略性目标，但是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下，世

界任何一个国 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生产满足自己全部需要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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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或多或少地进口或出口某 种农产品，从而卷入到内含虚拟耕地流动和交换

的贸易之中。因此，粮食安全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与粮食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由

于粮食国际贸易上的顺差或逆差，虚拟耕地消耗量与实际耕地 耗用量就存在着

一个背离的差额。这个差额就是虚拟净耕地贸易量。对这个差额的估计和研究 有

助于准确地判断农产品的外贸形势，既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又要防止粮食这种

战略产品在 战略上受控于外部力量，制定正确的外贸发展战略和政策。  

  研究虚拟耕地贸易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以占世界 9.5%的

耕地基本满足 了占世界 22%的人口的需要，但同时，中国的农业人口又占世界

农业人口的 40% ① 。对中国 来说，一方面，要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缓解人

地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有限的土地承载着巨 量的人口，而且不能使粮食这种战

略产品受控于外部力量，因此又要使农产品供给只能增加而 不能减少。这样的

一对矛盾从现实上制约着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通过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虚拟耕地的研究，可以了解和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农产品进出口中所

隐含的虚 拟耕地的贸易量，可以从动态上虚拟调整中国耕地总量，从而为调整

农产品贸易政策提供实证 上的依据，以更有效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三三三三））））虚拟耕地及其贸易量的计算方法虚拟耕地及其贸易量的计算方法虚拟耕地及其贸易量的计算方法虚拟耕地及其贸易量的计算方法   

  虚拟耕地是本国农产品的实际需求量所应该耗用的耕地总量，其计算方法是

以当年本国各 种农产品的生产量加上当年本国实际农产品的净进出口量（净进

口为正值，净出口为负值）， 除以当年本国各种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所得到

的实际应该耗用的耕地面积;或者是用当年本 国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加上当年本

国农产品净进出口量所耗用的耕地量（用本国农产品单位面 积产量核算）。  

  虚拟耕地贸易量实际上是虚拟耕地的一个部分。它的计算方法主要是根据当

年本国各种农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数量分别除以当年本国该种农产品的单位面积

产量所得到的耕地面积之和， 即当年本国虚拟耕地贸易量等于当年本国虚拟耕

地进口量的绝对值加上当年本国虚拟耕地出口量的绝对值。 

        二二二二、、、、1980198019801980～～～～2004200420042004 年中国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及其分年中国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及其分年中国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及其分年中国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及其分析析析析     

（（（（一一一一））））谷物类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谷物类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谷物类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谷物类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   

  谷物（稻谷、小麦、玉米）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

进出口农产 品之一。通过对 1980～2004 年中国谷物类农产品的虚拟进口耕地量

和虚拟出口耕地量的计算， 可以得出谷物虚拟净进出口耕地量与虚拟耕地贸易

量。  

  第一，1980～2004 年，中国谷物虚拟进口耕地数量都在百万公顷以上，最

高年份是 2003 年，达到了 527 万公顷;最低年份是 1998 年，为 157 万公顷。多

数年份虚拟进口耕地数量都 在 300 万公顷～500 万公顷之间，这个数量相对于

中国年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1.5 亿公顷来说， 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大约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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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国谷物虚拟出口耕地数量最高的仍然是 2003 年，达到了 510 多万

公顷;最少的 年份只有 30 多万公顷;多数年份都维持在 200 万公顷～300 万公

顷，大约占中国年均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1.7%。 

   第三，从虚拟净进出口耕地的指标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的连续5年和1995

年、2004 年是中国谷物虚拟净进口耕地数量规模较大的年份，但与谷物虚拟净

出口耕地数量相减后，都 没有超过 500 万公顷。其他年份谷物虚拟净进出口耕

地数量互有轮替，但从总的方面来说，谷 物虚拟净出口耕地只有 9 个年份，占

统计年份数的 36%，并且集中在 1985～1987 年、1992～ 1995 年和 1997～2000

年三个阶段。其他年份均为粮食虚拟净进口耕地。25 年统算，谷物年均 虚拟净

进口耕地 144 万多公顷，而谷物年均虚拟耕地贸易量则达到了 548 万多公顷，分

别占年 均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0.95%和 3.6%。  

   第四，从谷物虚拟耕地贸易总量看，大多数年份都维持在 500 万公顷～700

万公顷之间， 只有 2003 年一度达到了 1000 多万公顷以上。这说明，中国通过

国际市场配置耕地资源的数量 只占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3.5%～4.7%之间，都

没有超过 5%。这也表明，1980～2004 年中 国虚拟耕地贸易并没有从根本上威胁

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1980～2004 年，中国谷物虚拟进口耕地和出口耕地对

国际市场 的依存度都很小。在中国耕地资源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作为耕地密集

型产品的谷物，其虚拟净 进出口耕地过少，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有足够的能力保

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但同时也意味着没有 充分利用国际耕地资源来解决中国的

粮食安全，意味着没有把中国的耕地资源从生产粮食产品 中解放出来。这一视

角可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参考。   

            （（（（二二二二））））其他种类主要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其他种类主要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其他种类主要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其他种类主要农产品的虚拟耕地和虚拟耕地贸易   

   棉花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出口农产品之一。1980～2004 年中国棉花虚拟进

口耕地量有 8 个年份只有几万公顷，超过 10 万公顷的也只有 12 个年份，超过

百万公顷的年份更是只有 3 个，且都在 200 万公顷以下，有 2 个年份无进口。

从虚拟出口耕地量看，所有年份均未超过百 万公顷，1997 年甚至不到 1000 公

顷。1980～2004 年中国棉花虚拟耕地贸易总量也只有 4 个年 份超过了 100 万公

顷，但也都在 200 万公顷以下。这些数据说明，棉花虚拟进出口耕地规模都 不

大，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并不占中国虚拟耕地贸易的主体，同时也说明其

对国际市场 的依赖程度较低，利用国际市场配置棉花耕地资源的空间较大。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食用植物油的进口有一个明显的持续增长过程。

尤其是 2003 年和 2004 年，以进口食用植物油折算的油料虚拟进口耕地量分别

达到了 1100 多万公顷和 1  200 多万公顷以上，并大大地拉动了这两年中国虚

拟耕地贸易量和虚拟耕地数量。2003 年中国 虚拟耕地贸易量第一次超过 2000

万公顷以上，同期中国油料虚拟耕地出口量呈现不断下降的 趋势。原来影响中

国粮食安全的粮食虚拟耕地贸易量已经让位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 量

的油料虚拟耕地贸易量，这是中国虚拟耕地贸易量上的最显著变化。  

   糖料虚拟耕地贸易量是 4 种重要农产品中规模最小的。从糖料虚拟进口耕地

量看，1980 年以来，除 3 个年份外，其余均为虚拟净进口耕地，只有 1988 年超

过了 10 万公顷，其他年份 只有区区的几万公顷。从虚拟耕地贸易总量看，也是

只有 1988 年超过了 10 万公顷，其他年份 均为几万公顷。糖料的虚拟耕地贸易

量无法构成中国虚拟耕地贸易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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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的总体分析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的总体分析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的总体分析虚拟耕地数量和虚拟耕地贸易量的总体分析    

   1. 1980～2004 年中国虚拟耕地数量   

由于上述 4 种农产品是中国生产和进出口农产品的主要部分，假设其他农产品也

有进有 出，且在总量上相互抵消，我们就可以得到在比较完整的中国农作物播

种面积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的虚拟净进出口耕地数量与虚拟耕地总量。 可知:  

   第一，在谷物、棉花、油料和糖料 4 大农产品中，虚拟净进出口耕地量只有

3 个年份为正 值，即为虚拟净出口耕地，分别是 1985 年、1986 年和 1993 年，

其他年份均为负值，即为虚 拟净进口耕地，占总年份数的 88%。  

   第二，中国虚拟耕地总量低于 1.5 亿公顷的有 7 个年份，其中，有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的连续 5 个年份和 90 年代初的连续两个年份。虚拟耕地数量最

低的年份是 1985 年的 1.41904 亿公顷;其余年份的虚拟耕地数量均超过了 1.5

亿公顷，占总年份数的 72%。最高的是 2004 年，达到了 1.71745 亿公顷。  

   第三，4 种农产品的虚拟净进出口耕地平均数量占虚拟耕地总量的 3.1%，最

低年份是 1992 年，只有 0.47%;最高年份是 2004 年，为 10.59%。尽管此前有高

低变化，但 2003 年前 均未超过 6%。2003 年迅速上升到近 9%，2004 年更是冲破

了 10%的大关。这说明，近两年 来，中国虚拟耕地的对外依赖性大大提高了。  

   第四，从平均值来说，无论是谷物，还是棉花、油料、糖料，虚拟净进出口

耕地数量均为 负值，意味着从 25 年的平均值来说，4 种农产品均为虚拟净进口

耕地，年均为 454.3 万公顷。 其中，油料虚拟净进口耕地数量最大，年均为 284.6

万公顷;其次是粮食，达到了 144.5 万公 顷;糖料最低，年均为 2 万公顷。  

   第五，这一期间中国年均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并没有超过 1.5 亿公顷，从与年

均虚拟耕地总 量 1.54 亿公顷的差额来看，实际上，中国每年只需要净进口虚拟

耕地 470 多万公顷以平衡国 内耕地资源的不足。  

   第六，中国 4 种重要农产品的虚拟净进出口耕地多数为负值，即虚拟净进口

耕地。分别从 4 类农产品的虚拟净进出口耕地来看，首先，谷物的虚拟净进出

口耕地波动最大。在 25 年里， 谷物虚拟净出口耕地的年份有 9 个，分为 5 个周

期。其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油料虚 拟净进口耕地量持续稳定地上升，

表明提高生活水平的食用植物油对中国虚拟进口耕地数量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应更关注这种变化。    

   2. 1980～2004 年中国虚拟耕地贸易量  可知:  

   第一，1980～2004 年中国谷物、棉花、油料和糖料 4 种农产品的虚拟耕地

贸易总量之和 超过 1000 万公顷的年份有 9 个，且大多数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后，尤其是 2003 年和 2004 年都达到了 2000 万公顷以上，分别占中国当

年虚拟耕地总量的 9%和 10%。这一现象说 明，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

国利用国际市场配置耕地资源的力度和趋势加强了。  

   第二，从 4 种农产品的分类来看，1996 年以前中国进口粮食的 90%以上是小

麦，个别年 度甚至达到了 98%以上。1996 年以后，中国进口粮食的主体已经从

小麦转移到了大豆和食用 植物油上。而进口食用植物油也主要是豆油。这表明，

1996 年以前对中国粮食安全和经济安 全甚至是政治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小麦

进口已经基本上退出了中国“战略粮食”的历史舞台， 代替它的是对人民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有着重要影响的大豆和豆油的进口。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虚拟耕地贸易量的规模的大小更重要的不是表示中国粮食安全系数的高

低，而 是中国利用国际市场配置耕地资源效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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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这一期间占中国虚拟耕地贸易量的主体是谷物、油料和棉花等三种农

产品。其中，谷物虚拟耕地贸易量较为稳定，一般年份大致稳定在 400 万公顷～

600 万公顷之间;棉花虚拟 耕地贸易量略有起伏;糖料的虚拟耕地贸易量在大多

数年份都未突破 10 万公顷;变化最突出 的是油料的虚拟耕地贸易量。近几年，

油料虚拟耕地贸易量更是高达 8 位数的规模。这也表 明，中国今后农产品贸易

政策更主要的是要关注在这个方面的调整。   

            三三三三、、、、几点结论与政策建几点结论与政策建几点结论与政策建几点结论与政策建议议议议 

第一，1980 年以来，中国虚拟耕地贸易表现为虚拟净进口耕地，这与中国人多

地少的国 情是相吻合的。中国更主要的是从国际市场上进口虚拟耕地，而不是

出口虚拟耕地。  

   第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虚拟耕地贸易最重要的主体已经由粮食让

位于油料。前 者在传统上关系着中国的口粮安全，而后者更主要的是关系着中

国人民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 这表明，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的提高，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基本上可以由 中国自身来解决;同时，随着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食用油的数量有 了更多的需求，对

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因此，影响中国虚拟 耕

地贸易数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口粮安全而是生活质量了，中国应该在扶持国内

大豆产业上 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第三，中国应该动态调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在有效利用国际市场来配

置耕地资源与 在保障口粮安全的基础上，利用虚拟耕地贸易，对耕地总量进行

动态调整，提高现阶段的耕地 利用效率和整体国民经济效率，推进整体的现代

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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