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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山东省粮食生产与耕地动态变化的相关分析。

杨丽萍1’2，郭洪海1，袁奎明1，孙肖青1

(L山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济南250100#2．安暂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台肥230036)

摘耍在分析山东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耕地资源变化格局和粮食产量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

方法，探讨了耕地资源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包括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的

年际变化率以及四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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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时期，立足国内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十

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山东省提出了确保粮食生产的“三条底线”，即“确保永久性基本农田533．3万

h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666．7万hm2左右，确保粮食总产量350亿kg以上，人均占有粮食400kg以

上”。该文从定性定量两方面论述耕地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问的关系，对实现耕地的持续开发利用，缓解人，

地、粮矛盾有一定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一、耕地现状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东省耕地面积经历了从增长到减少的变化过程。由图l可以看出，全省耕地

总量在1955年达到高峰后，总体趋势是减少的，55年问耕地净减少203．5万hm2。但也有几个明显的波

动期，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几乎逐年沿直线下降，人均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0．1919hm2减少到

0．0692hm2。从1949～2004年耕地面积变化过程可以看出：(1)1949～1955年，全省耕地面积呈增加趋

势，过一时期大规模建设尚未起步，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化数量有限，大量荒地被垦殖，因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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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山东省历年耕地变化情况

⋯ 成耕地面积较快增长。(2)1956～1964年，耕地总量波

动幅度较大。前期(1956～1961年)，因为农村兴修水

0．20 3利，大量耕地被转化为水利设施。从直接农业用地向间接

{农业用地转化，耕地总量大幅度下降，后期(1962～1964

⋯。帮年)，耕地总量出现缓慢增加趋势，平均年增长2．4万

⋯墨hm2。(3)1965年至今，耕地总量呈持续下降趋势，耕地
· 年递减率在0．17％～1．74％之间，平均年递减0．59％。

0．06 前期，工业建设、“房地产热”等占用大量耕地，耕地面
～

积急剧减少}后期，加大了耕地保护力度，强化了土地产

权管理，基本上遏制了耕地锐减的势头。

山东省不仅耕地数量逐年减少，而且质量状况也在下降。按照全国土壤肥力水平六级分级标准，全省

土壤有机质含量居第四级，属中下水平，只有2．3％的耕地属于土壤有机质高于2％的高产稳产田；不仅

有机质偏低，而且氮素不足，严重缺磷，部分缺钾o]。据统计数据分析，全省化肥施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高产粮田超出30％，瓜果蔬菜等超出50％，甚至数倍，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造成土壤结构破坏，基

础地力降低。近几年来，农药化肥大量施用、工业废物和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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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耕地资源的有效、持续利用。

二、粮食产量趋势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山东省粮食生产成绩卓著，其发展变化趋势见图2。1949～2005年期间，山

东省有30年粮食供应短缺，1949年人均占有粮食191kg，1962年人均168kg，1978年人均320kg，吃饭

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J．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生产得到快速发

展，1980年粮食产量就达到2 384万t，比1949年的870万t增长了1．7倍，由1980年以前的粮食净调

入省变为粮食净调出省。1993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4 000万t。此后，连续7年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同

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在450}g以上(1997年除外，由于干旱)，其中1996年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

全省粮食供求实现由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粮食储备量也到历史最高水平。但随着工

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大量耕地转为非农用途，加上生态退耕等，使耕地数量急剧下降。与此同时，

全省农业结构调整使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为种植经济作物、果树或成为水面等，造成粮食种植面积

大幅度减少，粮食总产量也由1996年创记录的4 332．69万t一路降低，尤其是2000年以后粮食减产的幅

度较大或粮食产量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也是一路下滑，2003年的人均占有量接近zO世纪80

年代前期水平。2003年，由于从国家到山东省委、省政府再次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总产连续6年增

长，2005年达到3917．4万t，增长11．4％，增幅达到1985以来的最高点”_3]。

圈2山东省粮食总产量与人均占有量变化情况 1949～2004年55年问山东省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原来的90％降到现在的59％“1，这必然导致了耕地面积对粮食总产量的

直接影响减弱。粮食播种面积成为近期影响山东省粮食总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圈3 1949～2004年山来省粮食总产和单产3年移动平均值变化事

然而，并不能由此否定耕地面积对粮食安

全的作用。粮食播种面积是由种植粮食作物的

耕地面积和复种指数的乘积表示，耕地面积是

粮食播种面积的主要变量。1949～2004年耕

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播种面积年变化率之间

的棚关系数为0．4538，达到极显著水平。近

年来，二者变化趋势也基本相似，两者的相关

系数为0．6936，说明耕地面积对粮食播种面

积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并且这种约束作用随

着耕地面积减幅的增大越来越明显。虽然复种

指数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另一变量，但是在农业科技取得重大突破以前，特定地区的最大光温水生产潜力是

一定的，也就是说，复种指数在一定时期内也必然是有上限的。这表明，目前还无法通过无限上调复种指

数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办法来替代耕地面积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

粮食总产量年变化率和粮食单产年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似。如图3所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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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6。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产由2 288万t上升到2004年的3 517万t，年均递增率为2％；同期粮

食单产由2 595kg／hmz增加到5 570kg／hm2。增长1．15倍，年均递增率为3．2％。由此可见，山东省粮食

单产是影响粮食总产量变化的首要因素。

山东省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较高。1978～2003年在各种农业灾害中，早涝是最主要的灾害，受灾面

积就占总受灾面积的72．7％，其中又以旱灾的受灾面积最大，占总受灾面积的46．6％；涝灾的受灾面积

虽然比旱灾要小得多，占总受灾面积的26．1％，但其成灾率却比旱灾大很多，达73．1％。近25年来，受

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面积比率的年平均值分别为44．72％和26．5％。图4反映出受灾面积与粮食

总产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受灾面积年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年变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6451，受灾面积年变

化率与粮食单产年变化率的相关系数为一0．6454。显然，农业自然灾害是造成山东省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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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4 山东省辕食产量与农田成灾面积的动态变化

四、保障山东省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此外，据统计分析(1978～2004年)，山东省

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以生态退耕为主，

后期以农业结构调整和建设占用为主。除农业结构

调整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耕地可逆性差，这部分

占到耕地减少面积的78．65％。这说明，因耕地面

积减少导致粮食的减少是刚性的，减少的耕地面积

难以再次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服务；而粮食播种面

积的变化是弹性的，即使不考虑复种指数的变化，

短期内也可以通过调减经济作物面积，恢复粮食生

产。

保障山东省粮食安全相关政策应该在了解粮食总产下降的真正原因的基础上制定。据此，有以下建

议；

1．保证粮食播种面积，是当前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目前经济作物往往由于其附加值高而成为

提高农民收入的替代方式，但这种转换应建立在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行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的

平衡，不能搞一刀切，而应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确定两者之间的比例。

2．需要保护和进一步提升单位面积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山东省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继续调减而造成

较大幅度的粮食减产，说明山东省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任务仍

相当重要和艰巨。特别是在未来几年内，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仍将占用部分耕地，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还

会下降，所以应进一步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进一步加强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控制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流失；而从长远着眼，增加资本、科学技术等要素的投

入，提高粮食单产仍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战略。

3．刨新耕地保护思路。将耕地保护的内涵扩大到农地保护，只要把农用地保护好，至于农民种什么，

取决于经济效益的比较，一旦粮油价格达到合理水平，同时在政策对粮农利好的导向下，粮食产量会很快

增加。

当然，山东省委、省政府正在高度关注粮食减产引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全面落实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

一系列政策，通过实施对农民种粮进行直接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农业政策，以及实施粮食丰产工

程，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这些政策的实施下，2005年粮

食总产达到3 917．4万t，增长11．4％，增幅达到1985年以来的最高点。今后，政府需进一步稳固和加大

支农政策的贯彻实施，以保障山东省可持续的粮食安全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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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arable land resourc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

pi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anging tendency of grain yield of Shanding Province，by adopting correlation

analyzing method，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s exerted by arable land resources change to grain

productmn，including the annual change rate 0f areas of arable land，grain sowing areas，total grain pro—

duction，grain per unit area yield，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4 elements；puts forward counter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guaranteeing grain safety．

Keywords Shandiug Provincef grain product／on；arable／and resources；grain sowing areas；correla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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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关于召开全国“生态农业标准体系及重要技术标准”

学术研讨会的预通知

各有关单位和有关专家；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加快

建立符合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生态农业标准体系，并逐步开展生态农业标准的研制工作。对于指

导我国生态农业的生产、加速我国生态农业的国际化和标准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皓和现实意义。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生

态农业标准体系及重要技术标准方面的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拟于2007年11月底在北

京(暂定)召开全国“生态农业标准体系及重要技术标准”学术研讨会。

现将有关事宜预通知如下：会议主题重点研讨；(1)国内外生态农业发展；(2)国内外农业标准化发展f(3)我国生

态农业标准体系建设；(4)典型生态农业模式技术标准与规程l(5)生态经济与循环农业模式f(6)农业生态系统碳氨循

环与环境质量。会议筹委会征集与会议有关的学术论文．敬请全国相关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踊跃提交论文；会后视稿件

质量在国家棱心刊物组织出版专刊或论文集；要求论文5000字左右，统一接《中国生态农业学报》格式撰写，全文电子版

请于2007年lo月15日前发送至；wlg@caas．net．cn或qiujj@caa$．net．ca。有意参会者请于9月30日前确认参加，联

系人；王立刚，电话：olo一68919757，13051581669。有关会议的详细安排另行通知。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捌学会农业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

2007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