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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生产出现过的三年徘徊

自
"+,*

年我国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粮食生产连续
-

年持续快速增长，到
"+*.

年全

国粮食总产从
-&$+.

亿斤增长到
*&"/-

亿斤，人均

粮食从
-))

斤增长到
,*"

斤，初步解决了温饱问

题。但是，在
"+*.

年以后连续三年出现了粮食生产

徘徊不前的情况。这三年的粮食总产分别为
,&.*(

、

*&$-$

和
,&*)$

亿斤。以
"+*/

年为标准计算三年合

计减产
+-.

亿斤；而人口却持续快速增长，这三年

的增长数分别为
"&.$$

万、
"&-.-

万、
"&,+)

万，合计

增长
/&*+.

万人（相当于三个澳大利亚）。如何解决

三年徘徊的问题已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关注的焦点。

(&&&

中国科学院组织农业专家向政府提出解决粮食

徘徊的建议

针对我国粮食生产三年徘徊，中国科学院农业

专家急国家之所急，向政府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具

体建议，其要点如下：

第一、黄淮海地区有
*$0

的土地为中低产田，

具有很大的增产潜力。以中国科学院在河南省封丘

县的盐碱地治理为例，其“万亩试验方”治理前粮食

亩产只有几十斤，而治理后亩产达到
"&###

斤左右，

比当时新乡地区的平均亩产（
/##

斤）高
"

倍以上；

从封丘县的粮食总产看，治理前全县每年吃国家返

销粮
,&###

万斤，治理后给国家贡献
")&###

万斤，

正负相加全县每年增产粮食
(

亿斤。

第二、中低产田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大。以中

国科学院在山东禹城实验基地的“沙河洼”治理效

果为例，治理投资
"*

万元，实施一年后回收
(#

万

元；再如安徽省蒙城县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治理中低

产田的效果，治理贷款的还款期为
".

年，而实际
)

年就收回了成本，资金还可滚动使用。

第三、黄淮海地区中低产田治理可带动全国粮

食增产。中国科学院农业专家组的分析与估算结果

是黄淮海地区有
.##

个县，按每县增产粮食
"

亿斤

计算，合计
.##

亿斤；东北地区的增产潜力是
)##

亿斤，西部地区
"##

亿斤，南方地区
"##

亿斤，全国

总计
"&###

亿斤。这样就形成了全国粮食从
*&###

亿斤增长到
+&###

亿斤的轮廓建议方案。

)&&&

急政府之所急，组织
/##

名科技人员投入“农业

黄淮海战役”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中国科学院领导决定

一方面积极向政府提出建议；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本

院
(.

个研究所的
/##

名科技人员 （其中包括百余

名高级研究人员）投入冀鲁豫皖
/

省的农业主战

场，与地方政府联合，与兄弟单位合作，开展了大规

模中低产田治理工作。工作地点分布在
.

个专区

（德州、聊城、惠民、荷泽、沧州）、
)

个市（新乡、濮阳、

东营）和
/

个县（淮北地区的涡阳、怀远、亳州、蒙

城），其中包括盐碱与沙地地约
"&###

万亩，涝洼地

.+#

万亩，砂浆黑土地
.-#

万亩。为了将工作落到实

处，由中国科学院与冀鲁豫皖
/

省政府分别正式签

“农业黄淮海战役”的成功经验
及对当前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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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合作协议，上报国务院。

!"""

中国科学院在黄淮海的工作受到国务院的重视

在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下乡前，由周光召院

长主持了动员大会，会后《人民日报》于
#$%%

年
&

月
&&

日在头版头条以 “中国科学院决定投入精兵

强将打翻身仗———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将揭序

幕”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

年
(

月
&!

日，当时的

国务委员兼秘书长陈俊生同志亲自带领
'

个考察

组赴禹城考察，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并给禹城实验

基地书写了“科技之乡”的题词，给予了肯定的评

价。李鹏总理在带领十几位部长对黄淮海地区进行

全面考察后，于
'$%%

年
)

月
'*

—
'%

日到达禹城视

察并进行总结。他在视察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负责

的“沙河洼”的治理效果后作了“沙漠变绿洲，科学

夺丰收”的题词。到禹城视察整个试验区后又作了

“为开发黄淮海平原做出更大的贡献”的题词。当时

中国科学院有
(

个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南京地理

与湖泊研究所、兰州沙漠研究所、遗传研究所和长

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国农科院的土壤研究所

在禹城工作。李鹏总理在总结讲话中说，“这次看了

禹城县的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改造旱涝碱地的试

验田，看到中国科学院、农科院和禹城县的广大农

民干部进行改造取得的成绩，感到很受鼓舞。这些

有普遍的推广价值，对我们发展农业提供了很好的

经验。”

(+""

黄淮海地区中低产田治理后的实施效果

国务院非常重视黄淮海地区的农业发展，成立

了黄淮海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由当时的田纪云

副总理和陈俊生国务委员领导，制定了中低产田改

造和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

经过两期
)

年的治理，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

年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对黄淮海地区的
,,$

个县

的实施效果做了调查，以治理前的
'$%*

年各县粮

食平均亩产为标准，划分为
*

个等级，到
'$$,

年各

不同等级县粮食总产与单产增长的情况如下 （表

'

）：

上述结果说明，不论从 ７个等级的平均单产或

各县平均总产看，中低产田的增产效果都是十分明

显的。

从黄淮海地区的粮食总产增长情况看，同我们

的预期结果也是十分吻合的，预计增产
(--

亿斤，

实际增长
(-!.%

亿斤。

二 黄淮海地区中低产田治理成功的原因

第一、中国科学院老一代领导与科学家的远见

卓识。
&-

世纪
)-

年代，就在黄淮海地区建立了旱、

涝、碱地改良实验基地，没有当时的前瞻性部署，就

不可能产生
&-

年后的黄淮海中低产田治理项目建

议。

第二、中国科学院培养了一支能承担国家重大

任务的科技队伍，他们长期坚持在第一线进行试

验、示范和推广，积累了系统的数据、资料和经验。

第三、在关键时期，中国科学院领导特别是决

策人周光召院长，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及

时组织专家向政府提出咨询建议，同时主动组织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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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不同产量等级（县）粮食增产能力

'$%*

年亩产 县数 总产量（亿公斤） 单产（公斤
/

亩）

等级（公斤） （个）
'$*%++++++++++'$$,+++++++++++

增长率（
0

）
'$%*""""""""'$$,""""""""

增量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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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黄淮海战役”的成功经验及对当前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建议

技人员率先投入农业“黄淮海战役”，对全国产生了

带动作用。作为经验来考虑，我想就是“对国民经济

有重大影响而自己又能干的事，确实看准了就要先

做起来，不要贻误时机；只要做好了，就会得到国家

的认可”。

三 对当前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建议

从我国当前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看，与
!"#$

年出现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我院是否应该组织

“第二次农业战役”，这需要请院组织农业专家班子

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或建议，由院领导做出决

策。

根据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陈锡康研究

员提供的资料（表
%

），从
!""&

年后，我国粮食已连

续
'

年减产，其中已有
(

年粮食亏损，前
)

年亏损

(*+,&

—
*&",$

亿斤，
%--.

年预计亏损
&(-

亿斤。近

来粮价已开始上涨，如不及时扭转这种状况必将影

响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
/""&

年，遵照路甬祥院长的指示，陈宜瑜副

院长和我曾带领院各有关业务局同志和农业专家

赴东北长春，与吉林省政府领导和吉林、黑龙江、辽

宁、内蒙古农业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中国科学院长春

分院、原长春地理研究所、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黑

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以及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的有关科室的同志一起开会讨论了关于东北地区

商品粮基地建设问题并形成了“将东北地区建成稳

定的商品粮基地和绿色农业基地建议报告”，报告

内容包括（
!

）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现状；（
0

）潜力和优

势；（
.

）目标和任务；（
(

）实现目标的措施和建议。但

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未能启动实施。

现在回头看
12

当时提出的目标：“到
0--+

年，东

北地区的粮食总产将由
!""*

年的
!2*0!

亿斤增至

!2"&!

亿斤，粮食增量可满足全国新增人口
"2---

万

一半的需求，提供区际商品粮
"--

亿斤，可养活

!,!0

亿人口
12

占城镇人口三分之一左右。”这是非常

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
12

如果当时启动了这项建议计

划
12

东北的商品粮生产
12

恰好可以弥补我国现在的

粮食缺口。

从当前国家的急需和我院过去在东北地区的

工作基础看，我院有必要组织有关业务局和农业专

家组再一次对
!""&

年的“建议报告”做进一步研究

和论证，并与地方政府共同商议，制定出一个新的

联合行动计划和新的联合报告，上报国务院，争取

得到国家的支持，为将东北地区建成稳定的商品粮

基地和绿色农业基地做出新的贡献。

表
0222!""&

—
0--.

中国粮食供求平衡分析

年份 全国粮食产量（亿斤） 进口量（亿斤） 国内总消费（亿斤） 出口量（亿斤） 年度节余或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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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2222222220---22222222222222222222"20(.,+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0$!,(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0&-,-22222222222222222222222345',&

22222222226--/22222222222222222222"2-'6,$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7($,*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3+6",-

22222222226--622222222222222222222"2/(/,6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6&),(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6,(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6,"222222222222222222222223*&",$

222226--)8

预计
9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3&(-,-

资料来源
:2

粮食产量、进口、出口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国内总消费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根据国家粮食局、

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有关资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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