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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耕地资源是粮食生产及粮食安全的基础。针对世界粮价飙升所引发的/ 粮食危机0, 我国的粮食安全又重

新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在分析榆林市 1949- 2005 年耕地资源变化的基础上, 对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年际

变化率及不同历史阶段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榆林市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结果表明: 1949- 2005 年,

榆林市耕地面积及人均耕地面积均呈减少趋势;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生产具有根本的约束作用, 但耕地面积与粮

食产量的年际变化率的趋势并不完全同步,农业科技投入不仅抵消了因耕地面积减少所导致的粮食减产, 而且可

以使粮食总产出现较大增长,但耕地数量仍是稳定粮食总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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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Cult ivated land resource is the foundat ion of food product ion and food security. Accor ding to the

- food cr isis. which is init iated by the increased food price, food secur ity in China has become a focus once

again, which is concerned by the public.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nges of cult ivat ion land resources from

1949 to 2005 in Yulin city.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 ivated land area and

the inter2annual change rat io of food product 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was studied, and the safe2

guard measur es of the food security in Yulin City were propos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cult ivat2

ed land area of Yulin City and the cult ivated land area per capita showed the downtrend. The changes of

cult ivated land had a basic r estr ict effect on the food pr oduct ion. However, there was no complete syn2

chronizat ion in the t rend of inter2annual change r at io between cult ivated land area and food product ion.

The applicat 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uld not only counter act the food r educt ion,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reduct ion in cultivated land area, but also impr ove the food total production great ly. However, the

amount of cult ivated land was st ill an important fator of food total product ion sta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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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其数

量和质量的变化必将引起粮食生产的波动, 从而影

响到粮食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水平
[ 1]
。而粮食本身

作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 是国家安全战

略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

础。因此,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是关系到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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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 在保证经济

建设需要的同时也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 以实现

国家粮食安全。

由于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

致耕地资源数量日益减少,人均耕地面积由 20世纪

50年代初的0. 18 hm
2
下降到现在的 0. 08 hm

2 [ 2]
,严

重地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2008年世界粮食短缺

及价格飙升引发/粮食危机0论,导致埃及、印度尼西

亚等 37个国家面临饥荒, 菲律宾、墨西哥、海地等

13个国家因粮食供给短缺而发生骚乱。尽管由于

我国具有相对独立的粮食安全体系,使我国避免粮

食安全的威胁, 但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粮食安全所面

临的威胁,特别是地处干旱、半干旱的黄土高原地

区,降水稀少、土层深厚、土壤疏松、易于开垦, 由于

开垦不适于耕种的边际土地, 造成水土流失严重, 由

此引起生态、经济和粮食等问题[ 3]。如何可持续地

利用耕地资源, 确保粮食安全尤为重要。因此,针对

陕西省榆林市 1949- 2005年耕地面积、人口数量和

粮食产量的发展现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对实

现地方耕地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缓解人、地、粮矛盾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实现榆林市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榆林市( 36b57c- 39b34cN, 107b28c- 111b15cE)位

于陕西省最北端,辖 12个县区, 总面积 43 578 km2 ,

占陕西省土地面积的21. 18%。地貌上处于毛乌素沙

地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区。属干旱、半干旱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年均温< 10 e ,多年平均降水量 400 mm

左右,且年内降水量的 70%以上集中于 6- 9月,年平

均风速3. 2 m/ s。干旱、霜冻、冰雹和大风等自然灾害

对本区农业生产影响较大。该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

集煤、油、气、盐四大资源于一地,被规划为我国 21世

纪重点开发的新能源基地。

2  资料与方法

分析所用资料为陕西省统计局编写的 1949-

1998年陕西 50年的统计年鉴, 和榆林市统计局编

写的 1949- 1988 年榆林 40年的统计年鉴及 1999

- 2005年榆林各年份的统计年鉴, 在此基础上, 相

互校正及补充资料,最终整理出榆林市 1949- 2005

年完整的数据资料。

从耕地面积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变化率的对比关

系可以看出耕地数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耕地面积

年变化率指当年耕地总面积的净减少(增加)占上一

年耕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粮食产量年变化率指当年

粮食产量的净增加(减少)量占上一年总产量的百分

比。根据 1949- 2005年榆林市耕地面积的变化趋

势划分 6个阶段, 并运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对不同阶

段的耕地面积及粮食产量的年际变化率进行研究,

进一步揭示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3. 1  耕地资源变化

1949- 2005年间, 榆林市耕地面积整体上处于

持续下降的趋势(图 1)。1949年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为 7. 57@10
5
hm

2
,到2005年耕地面积减少到 5. 01@

105 hm2 , 57年间共减少耕地面积 2. 56@105 hm2 ,年

均减少 4. 49@103 hm2 ,其中,耕地面积最高的年份为

1957年,为 7. 88 @10
5
hm

2
, 最低年份为 2003 年,为

5. 00@105 hm2 , 两极值间的降幅为 36. 46%, 说明榆

林市耕地面积流失严重。建国以来榆林市耕地面积

变化经历了缓慢增加- 波动减少- 震荡减少- 缓慢

减少- 平稳保持- 快速减少 6个过程(图 1)。

图 1  1949- 2005 年榆林市耕地及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趋势

  第一阶段 1949- 1957年,耕地面积持续缓慢增

加,净增耕地面积 0. 31 @105 hm2。这一时期处于

/土地运动0改革时期,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 而且在/谁开谁有0的

#161#第 2 期       张金鑫等:榆林市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研究



政策驱动下,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促进国民经济迅速

恢复和发展。第二阶段 1958- 1965年,这一阶段是

我国/大跃进0时期, 由于 3年自然灾害导致前期耕

地面积迅速减少,而后为了解决人口吃饭问题,加快

开垦荒山进程,使得耕地面积逐年增加,到 1965 年

耕地面积出现一个小高峰为 7. 67@10
5
hm

2
。第三

阶段 1966- 1976年,是榆林市耕地面积年际间增减

变化较快的时期, 耕地面积呈波浪状减少。长期计

划型耕地政策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 并且受国

内政治气氛的影响,前期耕地面积出现较大的震荡

波动。后期因为基建规模的扩大造成耕地面积持续

下降。第四阶段 1977- 1985年,随着/文化大革命0

的结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城乡规模的扩大,

大量的非农建筑占地的增加抵消了农民新垦增加耕

地的面积, 导致耕地面积总体呈现缓慢下降。第五

阶段 1986- 1998 年, 榆林市处于实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0阶段, 15年不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保

了耕地面积的稳定。1987年实施严格的土地管理

法以后,耕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的势头得到遏止。

耕地面积的最大变幅仅为1. 23%, 使耕地面积呈现

平稳态势。第六阶段 1999- 2005 年, 榆林市处于

/生态建设0阶段,通过/以粮代赈0政策,极大地调动

了农民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 采用生态自我修复

与人工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加剧了耕地数量的减少。

其中, 2000- 2001年耕地面积减少率为 13. 96%, 是

1949年以来减幅最大的一年。

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 榆林市人口却一直不

断地增加,从 1949年的 116. 23万人增长到 2005的

300. 24万人,增幅达 158. 62%。在这两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 人均耕地面积除在 1953年和 1954 年略

有上升外,其余年份均持续下降。1949 年人均拥有

耕地面积 0. 65 hm
2
, 到 2005 年只有 0. 17 hm

2
, 57

年间人均耕地面积净减少 0. 48 hm2。由于人口的

快速增长,在耕地面积增加的第一阶段,人均拥有耕

地面积却出现急剧的下降(图 1)。

3. 2  粮食产量变化

1949- 2005 年榆林市粮食产量总体呈显著的

波动式增长态势(图 2)。从 1949 年的 1. 77 @108

kg,到 2005年的 10. 62@10
8
kg, 57 a时间里粮食产

量净增 8. 85 @108 kg, 年均增产 0. 16 @108 kg。其

中, 1949- 1972 年粮食产量缓慢增加,始终维持在

1. 06 @10
8
~ 2. 26 @10

8
kg 之间。这主要因为建国

以来,农业生产水平相对提高抵消了因耕地面积缓

慢降低和人口缓慢增加而导致粮食产量减产的现

状。1974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5. 00@108 kg大关,

达到 5. 19 @108 kg。1976- 1983年处于稳定阶段,

粮食产量为 6. 20@108 kg左右, 这与人口增加和耕

地面积降低的趋缓程度有关系。1984 - 2005 年粮

食产量在大幅震荡中坚持上升的趋势。其中, 1993

年粮食产量突破 10. 00@108 kg 关口,在 1996年达

到 12. 56@10
8
kg的历史新高。而后粮食产量一路

下滑, 1999年仅为 4. 03@10
8
kg,首次降到 1973年

以来的新低, 这与国家粮食产量的减少趋势相一

致[ 4 ]。而后又出现上升趋势。

1949- 2005 年榆林市人均粮食产量表现波动

增长, 1949 年榆林市人均粮食产量为 152 kg, 2005

年达到 354 kg, 57年间人均粮食产量净增 202 kg,

其与粮食产量变化趋势趋于一致。

图 2  1949- 2005 年榆林市粮食产量及

人均粮食产量变化趋势

3. 3  耕地资源与粮食产量变化

图 3为 1950- 2005年榆林市耕地面积年变化

率与粮食产量年变化率图, 显示出在 1950- 2005年

粮食产量年变化率的波动比较剧烈。粮食产量增长

率具有明显的周期规律,每隔 7~ 9 a 粮食产量就会

出现较大的波动, 如 1957- 1965年、1974- 1983年

和 2003- 2007年这三个阶段粮食产量年变化率相

对较小,说明粮食产量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而 1966

- 1973 年和 1995- 2002年这两个阶段, 粮食产量

年变化率较大,说明粮食产量增减的幅度变化剧烈。

统计分析表明,粮食增产年份占 50. 00%, 年均增产

率为 43. 95%, 累积增产率达 1 230. 62% ;减产年份

占 50. 00% ,年均减产率为 22. 58% ,累积减产率为

632. 25%。虽然粮食增产年份与减产年份各占一

半,但粮食年均增产率却远远大于粮食年均减产率,

而且累积增产率几乎是累积减产率的 2倍,这说明

从 1950- 2005年,榆林市粮食产量总体呈现出增加

的趋势。

1950- 2005榆林市耕地面积年变化率总体变幅

较小。在1950- 1977年这个阶段,以 2~ 3 a为周期

规律的耕地面积年变化率波动相对较大。1977-

1998年,耕地面积年变化率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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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变化率维持在 ? 0. 28%左右,变幅较小。1998年之

后,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出现急剧下降,到 2001年降到

研究期限内的历史最低点( - 12. 24% ) ,而后又连续

地回升,达到 2005年的- 0. 10%。研究期限内,耕地

减少的年数为 37 a, 占 67. 27%, 累积年减少率为

61. 33%;耕地面积增加年数为 18年, 占 32. 73%,累

积年增加率为21. 79%。整个研究时段内耕地面积年

平均减少率为 0. 72%。

图 3  1950- 2005 年榆林市耕地面积年变化率与

粮食产量年变化率

3. 4  不同阶段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变化

  从表 1可见,不同历史阶段,榆林市耕地面积年

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年变化率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同

步,即耕地面积减少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粮食产量的

降低。1950- 1957 年耕地面积年变化率与粮食产

量年变化率的相关系数较大, 这表明耕地面积变化

对粮食产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以后各阶段的耕地面

积的增减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不完全同步, 这可

以从二者的相关系数逐渐变小得到验证, 这标志着

耕地面积变化对粮食产量变化的作用减弱, 而粮食

单产及灌溉面积的增加对粮食产量的作用加强。但

在 1986- 1998年,耕地面积年变化率与粮食产量年

变化率的相关关系达到极显著水平( 0. 713) ,这与此

阶段由于实施生态退耕工程,大量坡耕地转化为林

地和草地,而粮食单产及灌溉面积的提高不能抵消

因耕地面积急剧下降而造成粮食大幅减产(见图 1

和图 2)。说明在耕地面积减幅不大的情况下,粮食

单产的提高可以弥补因耕地面积下降而造成的粮食

产量降低,耕地面积仍是稳定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
表 1 不同时段榆林市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年变化率及相关系数

时段 1950- 1957 1958- 1965 1966- 1976 1977- 1985 1986- 1998 1999- 2005

耕地面积
累积变化率 18. 07 - 3. 83 - 17. 42 - 13. 72 - 7. 29 - 16. 32

年均变化率( P ) 2. 26 - 0. 48 - 1. 58 - 1. 52 - 0. 56 - 2. 33

粮食产量
累积变化率 74. 97 23. 23 176. 78 14. 29 214. 75 94. 35

年均变化率( Q) 9. 37 2. 90 16. 07 1. 59 16. 52 13. 48

P - Q 相关系数 0. 553 - 0. 31 0. 274 0. 185  0. 713* * 0. 188

Q- 灌溉面积年变化率 - - - 0. 058 0. 172 0. 152 0. 343

4  讨论与建议

4. 1  耕地资源减少原因分析

1949- 2005 年榆林市耕地面积总体呈现减少

趋势,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均耕地占用量也逐年

下降。耕地资源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有: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建设占用地、生态退耕和农业内部结构调

整等,其中,非农建设占用地是耕地减少的主要途

径。大规模无序扩张的开发区、房地产建设等非农

建设用地,导致大量优质的农业土地资源被占用。

事实上,造成耕地资源大量减少的最本质的深层次

原因在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
[ 5]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

的不断恶化,国家实行了生态退耕政策,将质量差、

坡度大的耕地还林还草,因此,生态退耕也是耕地减

少一个重要原因
[ 6]
。

在我国经济社会日益完善的过程中, 仅仅依靠

市场经济的调节和土地政策是不够的, 还需要政府

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投入,在实

行耕地资源市场优化配置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在耕地

资源管理和开发中的导向作用, 提高农业的比较效

益,始终坚持把保护耕地资源维持在国家战略安全

的高度。

4. 2  粮食产量变化特点与原因

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生产具有根本的约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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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农业投入较低的早期,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生

产具有明显的影响;在农业投入较高的后期, 粮食单

产的提高对粮食总产增长的作用增加, 耕地数量变

化作用较弱,表现为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年际变

化率的趋势并不完全同步。但耕地数量仍是稳定粮

食总产的重要因素, 只是由于农业科技投入(如灌溉

面积的增加等)抵消了因耕地面积减少所导致的粮

食减产。

4. 3  榆林市粮食安全的保障措施的建议

耕地资源的自然供给对国民经济各业特别是粮

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耕地资源的约束作用

主要取决于资源的丰缺程度和农业技术水平、物质

投入强度[ 1]。对处于干旱、半干旱农牧业交错区的

榆林市来说,受耕地退化、退耕还林还草、农村结构

调整和建设占地等影响, 未来 10 a榆林市耕地面积

将减少约 1. 80@105 hm2 , 可开发利用的后备宜农

耕地资源为 3. 33 @10
5
hm

2
, 但其土壤质量较差, 主

要是平坦的沙地、盐碱地、退化草地和无定河滩涂

等[ 7] , 这将严重影响榆林市未来粮食安全问题。因

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应对耕地资源不断

下降给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

( 1)保证耕地数量,提高粮食单产。保持一定数

量的耕地面积是保障粮食产量的先决条件, 也是保

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总的来说,耕地面积的扩

张受自然供给的限制, 粮食产量的增加不可能完全

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 在耕地面积达到一定数

量后,粮食产量的增加必须依靠物质、技术的高投入

以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
[ 1]
, 而培育适生高产的新品

种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提高粮食单产的两个主要

途径[ 8]。调整种植业结构, 发展小杂粮等高效农业,

种植经济林、发展畜牧业, 使农林牧果相结合
[ 9]
, 实

施集约化生产经营, 提高粮食单产,稳定粮食总产。

( 2)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耕地质量。由于耕地连

年种植,每年作物收割带走大量的营养,导致土壤退

化,使耕地的可利用程度降低, 在短时间内难以复

耕,成为粮食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尽量弥

补因为耕地面积减少而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

在兴修梯田,发展坝地的基础上,应与保护性农业技

术和集水农业技术相结合,使耕地充分利用天然降

雨,增加土壤养分含量,协调耕地水、肥、气、热状况,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高耕地质量,增加粮食有效供

给能力,保障粮食安全。

( 3)制定灵活耕地政策,确保耕地生态环境。根

据/耕地总量动态平衡0和/耕地占一补一0的国家政

策实施来看,榆林市城镇周边的优质耕地被城镇化、

工业化建设所占用,而补偿的耕地质量往往较差,面

对耕地数量和质量逐年下降的事实, 国家应该制定

更加灵活的政策, 根据榆林市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

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合理的耕地变化区间,并确保

区间内耕地数量和质量的状况。规范工矿企业及人

民生产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标准, 减轻或杜绝废弃物

污染耕地,确保良好的耕地生态环境,保证粮食安全

的健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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