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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南方双季稻主产区粮食
生产结构调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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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 文 在区域 比较优 势分析 的基拙上
,

结 合 资源 票赋 和

市场需求
,

提 出 了一 些新的粮食生 产结构调 整的建议
。

关键词 根 食生 产 结构调 整 双季水稻主 产区

南方双季稻主产区
,

是指以双季稻为主要粮食作

物的省区
,

包括浙江
、

江西
、

湖南
、

福建
、

广东
、

广西和

海南 个省 区
,

即江南和华南两大区域
。

水稻
,

尤其

是双季稻是这些省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

水稻面积占各

省区粮食作物总面积的 以上
,

其 中早晚稻面积

占水稻总面积的 以上
。

随着早稻积压和饲用玉米短缺问题的 日益突出
,

调整粮食生产结构
,

实施玉米替代的呼声 日益高涨
。

然而
“

玉米替代
”
的实施效果如何 南方双季稻主产区

粮食生产结构应如何调整 对此
,

我们在系统分析的

基础上
,

提出一些建议
。

一

晚稻一 冬作物为主的种植制度改为玉 米 水稻

冬作物为主的种植制度
,

即将早稻改种玉米
。

在南方

一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来实施玉米

替代
,

但并未取得进展 见表
。

年与 。年相

比
,

南方双季稻主产区玉米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

比重仅提高 个百分点
。

既使这 个百分点
,

也

并不是玉米替代的结果
。

如 年与 年相比
,

广东省玉米面积 比重上升 了 个百分点
,

但其早稻

面积比重并未下降 广西玉米面积 比重上升了 个

百分点
,

但其早稻面积 比重不仅未下降
,

反而上升 了

个百分点
。

表 所示
,

在我国南方双季稻主产 区
,

玉米替代

并无明显进展
,

早稻仍然是该区主要的粮食作物
。

其

原因正是区域 比较优势在起作用
。

为此
,

我们将对南

方双季稻主产区粮食作物 比较优势进行测定和分析
。

玉米替代的实施结果

玉米替代是指在南方水稻集中产区
,

将现有早稻

表 南方双季稻主产区水稻和玉米面积占粮作总面积比重及水稻面积构成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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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数据是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编
,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年和 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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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比较优势及其测定

区域粮食作物比较优势测算模型的选择

区域粮食作物 比较优势是指在某一个资源环境

具有多宜性
,

可以发展 多种粮食作物的地 区
,

总有某

种作物
,

或因生产条件最适宜
,

或因市场需求数量最

大
,

而得到高于同一地 区其它粮食作物生产的利益
。

这种作物可被称为区域 比较优势作物
,

或称这种作物

具有 比较优势
。

按照 比较优势的原 则去进行生产布

局
,

可以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
。

区域粮食作物比较优势是农业 自然资源票赋
、

社

会经济及区位条件
、

科学技术
、

种植制度
,

以及市场需

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一个地区
,

一种作物的单产水平是当地 自然资源

察赋以及各种物质投入水平和科技进步的综合体现

而一种作物的生产规模
,

即种植面积
,

是劳动与物质

可投入能力
、

市场需求
、

种植制度
、

政策支持和 自然资

源察赋的综合体现
。

单产水平与种植规模相互作用所

形成的作物生产的综合实体则是农业 自然资源察赋
、

社会经济及区位条件
、

科学技术
,

种植制度
、

政策支持

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既然如此
,

我

们就可以 以粮食作物单产和种植规模作为区域粮食

作物 比较优势测定规模的关键因子
。

为此
,

我们可以

建立如下模型
。

即

, 一丫 , · 。

, 一 〔会
、

令〕
。 , 一 〔食

令

蚤〕
只 ‘。。

,

为 区 种粮食作物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

浅
,

是 区 种粮食作物的效率优势指数
,

及
,

是 区 种

粮食作物的规模优势指数
。

表示 区 种粮食作物单产
,

表示 区粮食

作物平均单产
,

表示全 国 种粮食作物平均单产
,

表示全国粮食作物平均单产
。

凡 ,

表示 区 种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 ,

表示

区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
,

表示全国 种粮食作物的

播种面积
,

表示全国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
。

效率优势指数 凡 ,主要是从资源 内涵生产力的角

度来反映作物比较优势的
。

单产水平越高
,

效率优势

指数也就越高
。

规模优势指数 及
,

反映一个地区某种

作物生产的集中程度和生产规模
。

生产规模越大
,

规

模优势也就越明显
。

生产规模是市场需求和资源桌赋

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

其中包含了经济效益 因素
,

因为

只有市场需求
,

才能形成生产规模 而有市场需求
,

就

意味着有经济效益
。

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是效率优势指数与规模优

势指数综合的结果
,

它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某种作

物生产的优势度
。 , ,

毛
,

表 明与全 国平均水平相

比无优势可言
, ,

表明 种粮食作物在 区有

优势
。 。

值越大
,

优势越明显
。

区域优势粮食作物及区域粮食作物比较优势序

区域优势粮食作物 表 反映了我国南方双

季稻主产区主要粮食作物综合优势指数测算结果
。

从

表 可以看出
,

在南方双季稻主产区
,

各省区仅有水

稻的优势指数均大于
,

即从全 国角度看
,

南方水

稻具有绝对优势
。

正是由于水稻具有绝对优势
,

所以

水稻成为南方双季稻主产区比重最大的粮食作物
,

其

面 积 占了各省粮食作物 总面 积 的 一

见表
。

在福建
、

广东和海南三省
,

甘薯的优势指数不仅

大于
,

并且高于三省水稻的优势指数
。

说 明在这

三省甘薯具有绝对优势
。

另外在其它省区
,

甘薯的优

势指数虽低于
,

但均在 以上
。

反映了甘薯在南

方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

也正是甘薯在南方具有一定

的比较优势
,

所以甘薯成为南方各省面积及产量 比重

最大的旱粮作物
。

如双季稻主产区甘薯面积及产量分

别 占 了全 区 旱 粮 总 面 积 及 总 产 量 的 和

其中湖南
、

江西
、

福建
、

广东和海南的甘薯产

量 分 别 占 了 本 省 旱 粮 总 产 量 的
、 、

、

和
。

区域粮食作物 比较优势序 在南方双季稻主

产 区
,

除 了水 稻 及 部分 省份 甘 薯 的优 势 指数大 于
,

其它粮食作物的优势指数均小于 福建省马

铃薯除外
,

即从全国角度看
,

南方的其它粮食作物不

具优势
。

其它粮食作物不具优势
,

并不等于不发展其它作

物
。

这是因为还存在茬 口衔接及地方需求等问题
。

所

以在发展水 田水稻及旱地甘薯的同时
,

还得适当发展

其它作物
。

发展什么作物应根据粮食作物优势序来选

择
。

为此
,

我们根据南方主要粮食作物优势指数测算

结果 表
,

可 以得到南方粮食作物 比较优势序 水

稻 甘薯 大豆 马铃薯 玉米 小麦 高粱 谷

子 同样可 以得 到各省 区粮食作物 比较优 势序
,

文

略
。

表 还反映了我国南方双季稻主产 区早
、

中
、

晚

稻的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测算结果
。

从表 中可以看

出
,

除了湖南省早稻优势指数略低于晚稻外
,

其他各

省区均以早稻的比较优势指数为最大
,

其次为晚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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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稻的优势指数最低
。

表明早稻在南方粮食生产中具 有突出优势
。

表 南方双季稻主产区主要粮食作物综合比较优势指数 计算结果
一 、一

地区 水稻 早稻 中稻
一 一

晚稻 小麦 甘薯 马铃薯
一

玉米 高粱 谷子
一

大豆
之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双稻区

,

,

注 表中数据是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
,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一 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相关数据 年平均值计算所得
。

一 一 一 , ,

一

对南方双季稻主产区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

思考与建议

对南方双季稻主产区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思考

前面的分析表明
,

与全 国其它地 区相 比
,

在南方

双季稻主产区粮食作物中
,

水稻和甘薯具有 明显优

势
,

属优势作物
。

南方双季稻主产区粮食作物 比较优

势序的基本格局为水稻 甘薯 马铃薯 大豆 玉

米 小麦 高粱 谷子 其中早
、

中
、

晚稻的比较优势

序的基本格局为早稻 晚稻 中稻
。

表明水稻为南方

双季稻主产区第一优势作物
,

甘薯为第二优势作物

在水稻中
,

又 以早稻的优势最为明显
。

其它作物虽与

全国其它地区相 比不具优势
,

但从当地各种粮食作物

比较优势指数对 比中
,

可以排出前后顺序
,

即前面所

提到的比较优势序
。

根据双季稻主产区粮食作物 比较优势序
,

其粮食

生产的重点应该是 水 田 以发展水稻为主 旱地 以发

展甘薯
、

马铃薯
、

大豆为主
,

适度发展玉米
、

小麦
、

高粱

和谷子
。

在水稻生产中
,

双季稻是优势
,

它可以较 充分地

利用本 区的光
、

热
、

水
、

土资源
,

有效地缓解 人 口 一 粮

食 一土地之间的矛盾
。

所以在粮食生产结构调整过程

中
,

双季稻的地位不可弱化
。

在旱粮生产中
,

甘薯抗旱耐瘩能力强
,

适宜性广
,

并且即可作饲料
,

又可作为工业加工原料
。

马铃薯是

一种适宜性较广的作物
,

可以利用冬闲地进行种植
,

以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 同时
,

马铃薯又是一种经

济效益较高的菜粮及加工兼用型作物
。

所以甘薯和马

铃薯是本区有发展前途的旱地作物
。

但因马铃薯存在

市场需求有限的问题
,

其发展面积不宜过大
。

大豆是

一种耐瘾薄的
、

可与多种作物套种的高蛋 白作物
,

即

属粮食作物
,

又可归为经济作物
,

其加工副产品是很

好的蛋白饲料源
,

因此大豆也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旱

地作物
。

在未来粮食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
,

应适当提

高甘薯和大豆的比重
。

玉米在南方非常短缺
,

但利用早稻 田种玉米常因

低温阴雨而造成烂种死苗
。

另外
,

玉米属喜光作物
,

而

春季及夏初常阴雨天气
,

光照很弱
,

玉米很难获得高

产
,

所以将早稻改种玉米是不适宜的
。

然而这并不说

明南方不能发展玉米
。

在南方双季稻主产区还有占耕

地总面积 的旱地
,

可利用部分旱地发展秋玉米
。

另外
,

在南部还可利用部分冬 闲田发展冬种玉米
,

以

缓解饲用玉米的不足
。

实现粮食生产结构优化之建议

前面根据区域 比较优势分析了南方双季稻主产

区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方向
。

根据这种思路发展下

去
,

似乎不但不能解决早稻积压和饲料短缺问题
,

反

而会加剧这一问题
。

对此
,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

其一是 积极培育推广优质高产早稻品种是扭转

早稻米积压卖难及低效问题的关键
。

由于早釉稻米质

差
、

经常出现积压卖难而受到 人们的轻视
,

玉米替代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

然而
,

由于受资源环境

的约束
,

一方面是早釉稻积压卖难
,

一方面是 玉米生

产难有起色
。

最近
,

在长江流域
‘ ’

计划两 系法杂交早稻 品

种选育已获得成功
,

为解决常规早釉稻产量低和米质

不好以及三系杂交早稻米质差和生育期偏长的难题

打开了突破 口
。

其中以优质
、

高产的中熟组合香两

优 表现最为突出
,

其单产 比同期的中熟常规品种

增产 左右
,

米质达到了农业部颁发的二级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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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巨习。

我们相信
,

随着优质
、

高产早稻品种选育技术的

突破和优 良品种的推广
,

早稻积压低效问题将得到解

决
,

早稻面积比重有可能上升
。

其二是继续加强饲料稻开发工作
,

并加强绿色饲

料 的综合利用研究
。

国家 已将饲料稻开发 列入
“

九

五
”

重 中之重科技攻关计划
,

这体现 了国家对饲料稻

开发工作的重视
。

无论是从 自然资源票赋
,

还是从农

民的种植技术考虑
,

如果在饲料稻开发技术方面获得

突破
,

南方饲料粮短缺问题可望大大缓解
。

另外
,

南方高温多雨
,

绿色植物体生长迅速
,

利用

冬闲田和 山丘坡地发展优质牧草
,

可以大大地缓解饲

料短缺问题
。

如据广东省的实验与调查结果叫
,

利用

冬闲田种植赣选 号多花黑麦草
,

个月左右的生育

期可收割 一 次
,

产鲜草 一 万
。

冬季种

植 黑麦草
,

可以解决 头耕牛或 只兔的

青饲料
。

如果每年在广东省推广种植 万

黑麦草
,

就可多产饲料 以干物质计 万
,

相当于

广东 年粮食总产量的
。

其三是在以优质 口粮换饲料粮的同时
,

适当发展

旱地玉米
。

在南方水稻生产具有明显优势
,

而在华北

和东北玉米生产具有明显优势
。

因此
,

应充分发挥 区

域优势
,

在南方重点发展优质稻米的生产
,

通过调出

优质稻米换取北方的优质玉米
。

我们认为利用早稻 田种植玉米不可取
,

但并不等

于在南方不能发展玉米
。

在长江以南地 区有占耕地总

面积 的旱地
,

其中西南地 区的旱地面积 占耕

地总面积的
,

利用这些旱地发展饲用玉米的

潜力是相当可观的
。

所以
,

解决饲料问题不能仅盯住

水 田
,

而更重要 的是要重视冬 闲 田和旱地 的开发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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