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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农产品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十二五)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
展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利用中国农业年鉴等统计资料!从粮食生产现状和形势出发!深入剖析了当前制约我
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主要面临的问题& 制约粮食增产潜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粮食播种面积波动和下降'粮田
基础设施和水利配套建设缺位'粮食生产力布局和耕作栽培制度不合理以及科技潜力发挥不够等!从而提出
(十二五)四条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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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稳民心'安天下)的基础产业& 稳定
粮食生产既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应对
复杂国际环境'维护国家自立'维持社会稳定'保
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基础战略!对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快速上涨!

尤其是!"">年上半年泰国'埃及等部分发展中国
家出现了粮食供给危机和价格危机!并迅速转化
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波及全球& 当今世界影

响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正在明显增
加!对于粮食生产和稳定发展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我国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坚持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千方百计
促进粮食生产!较好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一五)我国粮食生产实现
了自!""=年以来的连续?年增产!并从!""?年
开始连续=年保持在'亿4以上& 但从国民经济
快速发展的长期角度看!(十二五)我国粮食生产



面临资源约束与总量平衡'基础薄弱与自然灾害
多发频发重发'消费升级与结构平衡'小规模分散
经营与提高市场竞争力'(要粮)与(要钱)等的矛
盾将越来越突出!同时粮食产量在七连增的高基
础上继续提高!比较基数偏高!因此(十二五)我
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本文立
足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从粮
食生产现状与形势出发!深入剖析了当前制约我
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而提出了
(十二五)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对策建议&

@A我国粮食生产现状与面临的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逐年
加快'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水土资源约束刚性增
加'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下!我国粮
食生产依靠政策扶持'科技进步'资金投入和市场
调控!实现了稳步提高和稳定发展& 在播种面积
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单产连续跨上$亿4

"#A?>年#'=亿4"#A>=年#和'亿4"#AA%年#"见
图##台阶!保证了居民食物消费和经济社会发展
对粮食的基本需求!粮食自给率保持在A'b以
上& #A=A &!"">年间!我国粮食总产和单产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H%'b和!H?"b& 特别是(十一
五)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自!""=年以来的连
续?年增产!!""? &!"#"年连续=年保持在'亿4

以上!!""A年粮食产量达到'H$">亿4!人均占有
量$AA _1

,#-

%!"#"年粮食产量达到'H=%=4!单产达
到=HA?= 4J9C

!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
撑& 我国基本实现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居民
膳食结构不断改善!食物消费日益增多!口粮消费

减少!肉'禽'蛋'奶'水产品及食用植物油等消费
逐步增加!营养水平不断提高& 据K0c"联合国
粮农组织#测算!!""!年我国居民人均每日食物
热值'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从图#曲线走势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我国粮
食产量除#A%# 年和!""$ 年的两次较大滑坡以
外!基本处于轻微波动中的稳定增长状态!说明我
国的粮食生产发展比较稳定& 我国的粮食自给率
一直保持在A'b以上!储备率除了!""$ 年低于
!"b!其他年份均高于!"b

,!-

& 较高的粮食自给
率和储备率使我国应对粮食突发事件的能力较
强!在!""$年粮食总产和人均占有量较低'!"">

年全球粮食危机和粮价大幅上涨情况下!我国实
现了粮食供需的基本平衡!并没有发生较大粮食
恐慌事件& 另一方面!从曲线图也可以看出!我国
粮食总产在#AA%年和#AA>年达到'亿4后!出现
了连续五年的下滑!到!""$年降到了#AA"年以
来的最低点=H$"?亿4& 这充分说明保持粮食生
产长期稳定发展并不容易!这是由我国人口持续
增长'水土资源严峻约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逐
年加快'与国际市场关联度迅速提高等因素和粮
食需求刚性增长的基本现实决定的& 我国粮食供
需偏紧的态势长期存在& 深入探讨!主要受到以
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B@A粮食需求持续增长趋势不可逆转
未来#" d!"年!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新增

人口仍会使粮食消费维持较高水平!再加上饲料
和工业用粮的增加!使粮食需求持续增长& 据预
测!到!"!"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为'H?!'亿4

,$-

!

比!"#"年的'H=%=亿4增长了"H!%#亿4!平均每

图@;建国以来我国粮食总产增长状况
+#1B@A8962,3+6-G6G4-4*G)/1+)GG:26.7 1+)[49 G4-46)/1+-2, G2,36496/)*,7-42), )/)*+3)*,4+:H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5)*+36)/4967-4-$ V92,6G6G4-42G423-.:6-+Z))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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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万4& 而粮食生产却会出现波动!因
此!粮食需求的持续增长与粮食生产波动的矛盾
使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

@BCA粮食生产重心由南向北"由东向中转移
从!"世纪>"年代开始!东南沿海省份粮食

播种面积大量减少!从粮食盈余或基本自给状态
逐渐变为粮食大量调入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
仍是粮食主产区之一!但其盈余量也在逐年减
少,=-

& 粮食流通格局出现了(北粮南运)'(中粮
西运)'(南进北出)的态势!使粮食生产地域重心
发生了由南向北'由东向中的渐变转移& 这种转
移意味着粮食生产由经济发达'交通便捷'资源条
件相对好的地区转向相对落后和资源条件差的地
区!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流通不利因素的增加给
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带来较大考验&

@BDA国际粮食贸易对国内粮食进口调剂空间
有限
首先!世界粮食供给趋向偏紧& 联合国粮农

组织数据显示!!"#" &!"## 年度!世界谷物产量
约为!!H$? 亿4!而消费量达!!H?> 亿4!产不足
需& 其次!国际市场调节空间有限& 全球粮食贸
易量大体保持在!H= 亿4!约为我国粮食总产的
'"b左右,!-

!大米贸易总量为"H!' d"H$亿4左
右!仅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b左右& 再次!国
际粮食市场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年!

受自然灾害及俄罗斯等国发布的小麦出口禁令等
影响!国际粮价一路飙升& 最后!我国存在明显大
国效应!买什么贵什么!如果大量进口粮食!会拉
动国际市场粮价大幅提升!不仅打破现有世界粮
食贸易格局!也使我国进口成本加大& 因此国际
粮食贸易对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调剂空间十
分有限,'-

& 因此!我国需要始终坚持基本立足国
情!适度利用国际粮食贸易调剂余缺!采取各种措
施以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CA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因素
剖析

;;虽然城镇化进程逐年加快等诸多因素都影响
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但具体深入分析原
因主要如下$

CB@A粮食播种面积波动和下降
根据国土资源部#A=A &!"">年耕地面积'农

作物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数据绘制出变化曲线走

势图"图!#&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
面积持续下降!农作物播种面积在波动中增长!但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却在波动中持续下滑& 这主要
是由于粮食生产成本上涨"生资和劳动力成本上
涨#'粮食生产效益下滑'经济作物增长和生物质
能源发展等(挤出)效应导致了耕地撂荒'双改
单'弃粮转经等现象不断增加!从而使粮食播种面
积持续下滑& 李振声先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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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粮食播种面积的稳定对于粮食
生产稳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CBCA粮田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配套建设缺位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虽然在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中投入大量资金!但由于投资标准'投资方向和
维护机制等因素影响!粮食主产区农田基础设施
损毁老化严重!沟渠'田埂等田间设施不配套!防
灾减灾能力较弱& 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却存在投
入不足的问题!目前维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水
利基础设施基本是改革开放$"年前打下的基础&

我国现有灌溉控制面积约' >""万9C

!

!但每年的
有效灌溉面积仅在' """ d' #"" 万9C

!

!约%??

万9C

! 的灌溉面积不能保证灌溉,?-

& 以粮食核
心产区河南省为例!各管区灌区因缺水以及渠系
老化失修和工程不配套!有效灌溉面积仅为设计
灌溉面积的'"b d?"b!水资源利用程度较低!

对粮食生产稳定发展造成较大障碍&

CBDA耕地障碍因素制约基础生产能力
由于耕地立体条件差!耕作措施和养分投入

单一化!使耕层变薄'土壤板结酸化'有机质不足'

养分失衡等障碍因素逐渐增多!中低产面积较大&

根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年详查数据!!""?

年我国耕地中低产田占$!b!中产田占$Ab!高
产田仅占!Ab& 其中!可改造的中产田$#$ 万
9C

!

!低产田!%?万9C

! ,>-

& 耕地耕层厚度从建国
初期的!! 3C下降到!"">年的#%H' 3C

,'-

%土壤
有机养分投入占总养分投入比例从建国初期的
AAeAb下降到#A>" 年的=Ab!!""" 年的$"b!

!""$年只占!'b!化肥单一投入的趋势明显& 与
此相对应!部分地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呈下降趋势!

黑龙江土壤有机质已由建国初期的?b d##b下
降到目前的$b左右!吉林省中部黑土区每年有
机质下降速度大体在"H"">b d"H"$$b

,>-

& 上
述因素制约了作物品种遗传潜力发挥!也使得提

$

%期 张江丽等$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因素分析及对策建议



图C;我国耕地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情况
+#1BCAV9-,16G)/3*.42Y-467 .-,7 -,7 G)[, -+6-)/1+-2, 3+)TG2, V92,-H

注$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

N)46$ 8967-4--+6/+)C496U2,2G4+:)/f-,7 g6G)*+36GH

高水肥利用率的栽培耕作技术措施难以达到预期
效果!耕地生产能力和生产稳定性降低!制约了粮
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CBEA已有的科技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多年来!我国通过组织实施(>%$)'(A?$)'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转基因重大专项'粮食丰产科技
工程'科技支撑计划'粮食作物高产创建'农业科
技入户等科技计划!取得了一大批国际先进的农
业科技成果!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b以
上,A-

& 但相比发达国家的%"b d>"b科技进步
贡献率!还有不小差距,#"-

& 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率还较低!(十一五)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
=#b

,##-

!许多科技成果没有得到有效转化应用&

因此!已有的科技潜力对于未来粮食生产必须要
克服一系列实际困难还可以发挥巨大作用$首先
要克服耕地面积减少'可耕资源不足'水资源紧张
等自然因素障碍%其次要克服全球气候变化'水土
流失严重'土地沙化加快'盐碱地与酸性土壤增
加'土壤有机质下降等不利生态因素障碍%第三需
要弥补粮食科研装备水平不高'经费保障和科研
基础建设方面的差距%第四要攻克粮食单产增速
慢'资源利用效率低'成果转化率低等实际难题!

着力提升粮食科技整体实力!保障我国粮食生产
稳定发展&

CBFA粮食生产力布局和耕作栽培制度已不适应
气候变化的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了北方作物种植界

限偏移'发育期变化!南方经济作物发展与粮食双
改单!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地'农民种粮积极性
下降等一系列新问题& 同时!各种极端气候事件
频发对粮食生产影响较大!例如冬季温度升高使
主要病虫害越冬条件得到改善等& 这些变化与农
业生物多样性下降叠加!从而使干旱'高温'霜冻
等灾害发生频率加快'强度加强!病虫害爆发态势
加重& 近五年我国粮食因自然和生物灾害造成的
损失分别达到"H'亿4和"H!'亿4左右!占粮食
总产的#"b和'b

,#!-

& 因此!现有的粮食生产力
布局和耕作栽培制度应尽快调整以适应气候变化
的影响!从而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

DA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对策
建议

DB@A强化科技支撑#建立科技兴粮长效机制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突出重点!规划一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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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技术!在中产田区推广应用&

以粮食丰产直接相关性为原则!重点规划农作物
生物技术'基因资源'作物育种'作物耕作栽培'中
低产田改良'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农业机械化'灾
害防控'土壤肥料'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粮食产业
发展'粮食作物丰产技术集成'区域性粮食丰产技
术工程和粮食丰产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体系等急
需解决的重大关键技术& 这些技术在$Ab的中
产田区进行技术创新'集成示范和大面积推广!带
动促进全国粮食持续增产!为新增' """万4粮食
提供技术支撑!形成我国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稳
定发展的保障主渠道&

DBCA进一步加大粮食直接补贴力度#稳步提高粮
食价格

!""=年以来我国实行了以农业税减免和农
业补贴"包括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
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为主的惠农政策!对粮
食生产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建议继续实施农业
税减免政策并进一步加大各种惠农补贴$逐步加
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力度!充分调动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建立农资综合直补与农资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使对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的
增加幅度能够弥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造成的
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和规模!进
一步提高五大粮食作物良种补贴标准%增加农机
具购置补贴种类!逐步提高补贴比例&

粮食价格增速过高和过低均不利于粮食生产
和粮价稳定& 建议我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提高粮食
价格!通过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粮价维
持在合理水平!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增产增
收!以保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 根
据我国#AA# &#AA%年和!""= &!""?年的经验!

要使粮食产量以每年!H%b的速度增加"相当于
每年增加# $"!万4#!粮食价格的年增长率应保
持在?H%b以上,#$-

& 考虑到粮食需求的逐年增
加!又考虑到粮价快速上升带来的通货膨胀效应!

建议我国粮食价格年增长率保持在$b d'b之
间!使粮食每年增产'#$ d>''万4"未发表数据#&

DBDA建立粮食调入省和调出省利益平衡机制
为维护粮食主产省的经济利益!充分调动主

产区政府抓粮积极性!建议国家利用主要粮食调
入省雄厚的财政实力加大对主要粮食调出省的农
业综合补贴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
农田基本建设!公路'铁路'内河航运港口和海运

码头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仓储设施建设!以协
调省际经济利益!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保护!

保证粮食物流的顺畅高效&

DBEA加大对中低产田的财政投入
我国中低产田占?"b!约为>H'千万9C

!

!其
中易改造中低产田约'H>千万9C

! ,#=-

!多分布于
贫困地区!当地粮食短缺!地方财力弱!而且一般
都存在各种耕地障碍因素!但改造和增产潜力很
大!对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扶贫都具有重要
意义!急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和发达地区的对
口支援来维护当地粮食数量安全!提高农民的收
入水平& 建议国家至少在#"年内!加大对中低产
田的长期稳定投入!针对各个主要耕地障碍因素
设立耕地改造专项资金!对各种耕地障碍因素进
行全面治理!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以
确保未来$"年我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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