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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邵立民

（黑龙江省委党校，哈尔滨 #-,,C,）

摘 要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世界性重大问题，备受世界各国政府及专家学者的关注

与研究。该文通过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的分析，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的

"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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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分析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世界性重大问题，备受世界各国政府及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

究。早在#GHD年##月，联合国根据不结盟首脑会议的倡议，在罗马召开了联合国世界粮食会议，形成了

最初的粮食安全概念。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足够的食品”

同时，又提出一个保障粮食安全的指标，即粮食库存量至少应占当年粮食消费量的#HI!#CI。#GHG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第!,届大会决定从#GC#年起将每年#,月#"日定为世界粮食日。#GG"年世界粮食首脑

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并且做出了《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并重

申：“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

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年"月联合国粮农组织（@9J）在罗马又举

办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并通过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的宣言》。联合国粮农组织（@9J）总

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对粮食安全最终目标解释为：“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

本食品”。世界观察研究所莱斯特·布朗认为中国未来将出现巨大的粮食缺口，中国粮食短缺会造成全球粮

食短缺，使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等等。可见，粮食安全问题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

因此各国政府和专家都非常重视和研究如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GD,年，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

械化为主的现代化。!,世纪",年代前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又经过半个

多世纪，现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很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约占世界的D,I，美国、加拿大、

法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合计粮食出口量约占世界的H-I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

经过!,世纪",年代开展绿色革命以后，粮食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提高很快，特别在亚洲、拉丁美洲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特点是广泛推广良种、化肥、农药、大量灌溉、地膜利用、复种指数等提高生产能

力的措施。如印度、泰国、越南到了!,世纪G,年代已成为粮食出口国。到#GG"年，世界谷物总产量达

到!,’H亿<，比#G-#年"’H-亿<增加*倍多，年增长率为!’HI，谷物单产也由#G-#年的##H,K:／/L!，

增加到!C*,K:／/L!，年增长率为*’,I。现在世界各国都在重视粮食安全，如美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多，

农业现代化程度高，谷物产量很高，在!,,!年农业法案上还要宣布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科技投入等。

欧盟对农民直接是“黄箱”补贴，干预价格及加大科研投入等。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加大研究推

广新品种，加大农业科研经费等措施，改善农民生产条件，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种粮经济效益，而且

日本在逐年提高粮食自给力。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对发展中国家采取许多重大政策措施。

 



!"世纪#"年代后，世界粮食总产量增加不快，甚至下降，到!"""年，世界谷物总产量仅达到!"$%#
亿&，比’##(年还减少)"""万&，而且世界谷物库存量也在下降，!"""年比’##*年又减少+’,"万&，

占消费量的’%-。而且从!"""年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样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

的世界储备情况下，极大可能会因某个主要产粮国收成变动，而引起世界性粮食危机。我国!"""年减产

最大，粮食总产量较’###年减少#-，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万./!，比’###年减少(""万./!，减

少幅度+$)-。从!"""年以来我国连续%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在减少，!""’年粮食总产量%+!(%万&，比

!"""年减少!$’-，!""!年%+*’’万&，略增长’-。但是人均粮食)++01，又回到了’#,)年的水平。而

我国年粮食消费量在%$,亿!%$#亿&，当年供需缺口在!+""万&!)+""万&，这%年来一直靠挖库存和

进口来平衡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些粮食主产区的缺口逐渐加大。如江苏!""%年粮食缺口达%""万!
+""万&，山东缺口在+""万&。国内有些专家学者预测!""+年前后可能会出现拐点，如遇突发事件，粮

食不安全的风险可能提前到来。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也预测到!"!"年和!")"年粮食缺口为!亿!)亿

&，他的结论是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亿&满足不了中国需要。所以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全

面、系统的研究极为重要，制定粮食主产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若干

政策，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步伐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我国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业耕地资源匮乏，且逐年减少。中国人多地少，目前，中国有’)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

但只有耕地’$!,亿./!，占世界耕地面积的#-。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只相当世界人均耕地

面积的’／)。约为美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的’／(，法国的’／)，，阿根廷的’／*和澳大利亚的’／!*，由于建设

用地、结构调整、退耕还林等，耕地逐年减少，每年以"$)-!"$+-的速度下降，同时粮食播种面积也

在逐年减少，特别是主产区减少很多。

!$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重。由于人为乱垦盗伐、破坏植被，土地资源遭到沙化、碱化、退化。

一等耕地只占’／)，!／)是中低产田。而且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万0/!，沙漠化程度已达到!*$)-。

且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位，人均占有量仅为!%""/)，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是个水资源严重短

缺的国家。而中国依靠水浇地生产’)亿人口的所需粮食的*"-，并且,"-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

染，影响灌溉农田面积达!"""万./!。

)$基础设施脆弱，农业装备严重不足。近年来，农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农业水利设施、机械设备

和其他农业装备逐年减少，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国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的增长不快，主要农业机

械拥有量的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更有大江大河的水利设施亟待治理，抗灾能力不强。

%$农业物资、科研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水平低。目前世界各国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

均在’-以上，且不断上升。而我国只有"$!-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大大低于发达国

家的*"-!,"-的水平。并且农业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低。

+$农民组织程度低，市场竞争力差。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户经营规模过于细小，参与市场竞

争的行为过于分散，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快，竞争力弱，难以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

($政策倾斜不够，粮食产区效益不高。自’##(年以来，由于粮食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库存

积压较多。同时粮食加工业发展缓慢，而国家规定的保护价很低，同期化肥、农药、地膜等生产资料价格

上涨等原因，农民种粮效益很低，甚至亏本，出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尤其面临国际市场粮食的冲

击，国家对农业支持不够，粮食产区整体经济效益不高。

三、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一）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

’#*%年’’月罗马世界粮食会议的粮食安全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

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品”，’##(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又重申：“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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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安全”。

现在，其含义已延伸为包括：“国家粮食安全”、“家庭粮食安全”和“粮食营养安全”等互相联系的三个

层面。实现全面小康的阶段，不仅满足粮食数量的需求为特征，而以满足发展需要、实现科学食物结构为

特征的粮食安全。现在我国!"亿人口，未来要达到!#亿!!$亿人，按现在小康标准要求年人均消费!
%&&’(，)&!&、)&)&年粮食消费量将是$亿!*亿+，粮食年缺口#,!!&,，需进口粮食"#&&万!*&&&
万+，占现在世界贸易粮的)&,!%&,。

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和警戒指标：（!）全国耕地面积不能小于!-"亿./)，人均耕地面积不能小于

&-!./)。（)）)&!&年粮食总播种面积应大于*&,农作物播种面积，或粮食总播种面积!-!亿./)。)&)&
年粮食总播种面积大于$&,农作物总播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大于!-!亿./)。（"）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

"!-#,，粮食总产量年增长率"),。（%）人口年均增长率#!,。人口$!"-#亿人（)&!&年）；人口$
!#亿人（)&)&年）；人口$!$亿人（)&"&年）。（#）人均粮食!%&&’(（)&!&年）。人均粮食!%#&’(

（)&)&年）；人均粮食!#&&’(（)&"&年）。（$）粮食总产量!#-%亿+（)&!&年）；粮食总产量!$-*亿+
（)&)&年）；粮食总产量!0-&亿+（)&"&年）；（*）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1#,。（0）退耕还林年均退

耕面积2$!""-"万./)。（3）粮食对外依存系数$#,!!&,年消费量。（!&）国内年粮食库存率#"
!*,!!0,年粮食消费量等。

（二）坚持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认真贯彻落实新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土地承包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确保!33$年普查耕地面积!-"亿./)及粮食总播种面积不能小于!-!亿./)粮食安全警戒线，保护

和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严格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和投入，防止耕地质量退化。加强

对土地和耕地环境质量监测。确保粮食总产量年增长速度大于),。

粮食安全主要取决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藏粮于地、保粮于田，要建设稳产、高产、优质、高效农田

和农田保障系统极为重要。它所受的影响一是耕地资源保障能力；二是政策保障能力；三是科技教育保障

能力；四是抗灾防欠保障能力；五是物资装备保障能力；六是人力资源保障能力；七是环境资源保障能力

等 众多因素。因此，解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要建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体系。

（三）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对农业的科研、技术、资金的投入

继续推广良种、平衡施肥、灌溉、精耕细作、高新生物技术、多熟制技术等提高粮食单产的“绿箱”

措施。走集约持续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之路。特别对粮食主产区的良种、化肥、水利设施、农业机械

等投入，确保粮食产量增加。并且实行粮食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推进优势粮食产业带（区）工程，扩大

商品粮基地县数量，争取由)&世纪末的0&&多个县发展到!&&&!!#&&个高产、稳产、商品率高的县。

国家应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粮食储备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快

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积极创办各种农民技术学校，在大中专院校设

立农民高级人才培训班，培养各类现代化农业人才。加快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

加速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立农业（包括林牧渔）综合管理和信息服务系统。加快建设“金农工

程”，建立防灾、减灾和粮食预警系统。建立国家农业遥感中心和区域分中心及省级农业遥感站，并对"4
技术（564、574、84）开发应用，提高粮食生产与耕地的可控性、稳定性和精确性。

（四）建立健全有关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

制定《粮食安全储备法》、《突发粮食紧急事件应急条例》、《粮食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全国

粮食预警与粮食安全体系。建议国务院成立粮食安全预警中心，农业部和粮食总局、商务部等部门应设立

粮食安全监测和预警机构，各省、市、县、乡建立相同机构，构成粮食预警安全系统。该系统利用现代化

的监测系统，对全国粮食生产、气象灾害、耕地状态等实施监测，同时对国内外粮食市场进行监测、预警

和预报。

（五）建立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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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并先一步取消主产区尤其是贫困粮食生产区的农业税，以保护粮食产

区农民的根本利益；拓宽粮食统流通渠道，鼓励和扶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主体进入粮食流通领域。

加快农民进入国内外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建议成立全国及省、市、县、乡的（包括政府部门人员参加）各

种粮食协会，及各种合作社、股份制组织进行营销；改革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实行经营与专储分开。加强

后备储备，放开周转储备，支持农户储备，并积极发展社会仓储等措施。改革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建立国

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内外贸结合新体制和粮食进出口安全储备机制。积极发展并完善粮食批发和期货市

场。

（六）利用加入!"#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加大出口商品力度

第一，发展我国有资源优势的产品及绿色产品，尤其退耕还林地区的无污染、无公害的山产品、绿色

产品。增加竞争力，创造更多外汇，购买国际优质价廉的粮食，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第二，面对国际粮

食利用进口配额进入我国的机会，调整农业结构，加快退耕还林步伐，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治理水土流

失，草地“三化”，实现农业综合开发。对山、林、水、田进行综合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综合开发农业，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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