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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彭 坷 珊
(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邮编 71 21 00 )

内容提要
: 民以食为天

,

食以粮为源
、

吃饭问题不仅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
,

而且历来是国家稳定

和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

饥俄问题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

而且是一个世界政治问题
.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

悠久的农业大国
,

有 12
.

朽 亿人 口
,

吃饭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

中国政府对粮食始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

近几

年粮食虽然已达到 50 00 亿公斤的 目标
,

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

文章回顾 了国内外粮食生产现状
,

分

析了粮食生产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

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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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以民为本
,

民以食为天
,

食以粮为源
,

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
,

是我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物质保证之一
。

无粮不稳
,

无粮则乱 这充分说明了粮食在整个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我国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 口
,

为保证军需民食
,

推动经济发展
,

促进社会稳定
,

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粮食问题一直是党

和国家十分重视的问题
,

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于 1 9% 年 10 月在北京发表粮食白皮书
,

并向全世界宣布
,

中国政府和人民有

能力依靠 自己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

现在是这样
,

将来也是这样
。

199斤一1999 年的实践向世界

证明
:

中国人民不仅能养活自己
,

而且还将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年比一年高
。

中国不会对世

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

还将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1
、

国内外粮食发展现状
1996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

,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

这次会议是第一次

关于粮食问题首脑会议
,

体现了各国政府对粮食的高度重视
。

会议通过了 《世界粮食安全罗

马宣言》和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

呼吁世界各国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实际行动
,

确保全球持久的粮食安全
。

20 世纪以来
,

世界粮食生产取得较大的发展
,

1 9引一1997 年的

4 7 年中
,

世界谷物总产从 6. 75 亿吨增加到 1997 年约 20 亿吨
。

谷物总产持续增长
,

其中增长

最快的是 1975 年一 19 8 5 年
,

年均增 2. 97 %
。

90 年代以来
,

世界粮食增长缓慢
,

1994 年比 1990

年下降 0 .2 %
,

致使 1995 年全球粮食价格普遍上涨
,

阿根廷上涨 15%
,

美国 2 号硬小麦上涨

16%
,

在芝加哥
,

多次出现动用投资资金进行投资购买的活动
,

造成小麦价格急剧上扬
,

几

乎为十年来最高水平
。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
,

世界粮食的需求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

高峰
,

同期由于人口急剧膨胀
,

全球人口由 25 .5 亿增加到 19 99 年的 60 亿
,

全世界人口净增

加了 3 4. 5 亿
,

年均增长约 9 000 万人
。

90 年代以后
,

年均新增人 口近 1 亿人
,

预计到 2 01 5

年全球人口达到 70 亿
,

2025 年将增至 80 亿
,

对粮食需求越来越大
。

由于进入本世纪以来
,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

水资源严重不足
,

特别是非洲和亚洲缺水的

地区
,

目前人均供水量只有 1960 年的 1/3
。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

非农用地不断扩大
,

80 年



代以前
,

世界耕地面积约 7
.

35 亿公顷
,

到 90 年代
,

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

目前为 6
.

8 亿公顷
,

人均耕地己由 1950 年的 0 .2 3 公顷下降到 1995 年的 0
.

12 公顷
,

预计到 2 0 ro 年比 1980 年再减

少 50 %
。

世界谷物库存量持续下降
,

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世界谷物库存量占消费量的比例安

全线是 17 %一
.

18%
,

1988 年储备量达 4. 9 亿吨
,

19 95 年则降到 2. 66 亿吨
,

为 20 年来最低水

平
,

大大低于粮农组织规定安全线
,

只够全球消费 48 天
。

在发展中国家里
,

长期处于饥饿状

态的人数达 8 亿人
,

占人口总数的 13 %
,

比 80 年代中期增加 2. 5 亿人
。

2 亿儿童营养不良
,

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粮食生产不足和缺乏粮食进 口能力的双重制约
。

面对世界粮食如此严峻的形势
,

我国粮食生产同样面临着耕地减少
,

人 口增加
,

需求加

大
,

粮食增长缓慢的形势
。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问题
,

多年来坚持以农业为基础
,

在国民

经济中始终把农业特别是粮食放在优先的发展地位上
。

新中国建立以来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
,

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
,

稳定农村基本发展政策
,

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
坚持不

懈地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
依法

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

合理开发和利用国土资源
;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

加大农业合作与

交流
;
尤为重要的是注重粮食总量平衡与合理分配

。

由于采用这些措施得力
,

在 90 年代中后

期
,

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5 亿多吨
,

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
,

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
,

创

造了粮食基本自给的世界奇迹
。

中国在人均耕地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条件下
,

依靠自己

的力量成功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
,

使人民的食物消费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

1998 年在

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
,

粮食总产仍达到 5
.

12 亿吨
,

人均占有粮食由 1978 年的

300 公斤迅速上升到 1998 年的约 4 12 公斤
,

同时以占粮食总量 27 %的饲料支撑了我国畜牧业

和水产业的快速增长
,

我国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三倍
,

特别是粮食的稳定发展
,

推动 了

我国各业的快速发展
。

2
、

中国粮食发展的几个阶段

我国粮食生产总产量 194 9 年为 1 132 亿公斤
,

19 98 年上升为 512 3 亿公斤
,

增长 3
.

5 倍
,

平均每年增长 3
.

1%
,

人均粮食由 194 9 年的 2 50 公斤增加到 4 11
.

49 公斤 ( 1 998 年人 口为 12
.

45

亿 )
,

比世界人均 360 公斤多 52 公斤
,

年递增 3% 以上
,

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

纵观建国以来 50 年我国粮食增长过程
,

大体经过了五个阶段
,

每个阶段总产约增加 1000 亿

公斤
。

尸 94 9一 195 8 年为第一阶段
,

是粮食迅速发展阶段和各种措施配合的最佳阶段
。

粮食总产

量由 11 犯 亿公斤增加到 2 0 0 0 亿公斤
,

9 年间增加了 868 亿公斤
,

平均增长 97 亿公斤
,

单产

由 10 3 5 公斤 /公顷增加到 1650 公斤/公顷
,

增长 59
.

42 %
,

粮食总产量增加得益于播种面积的

扩大
、

单产水平的提高
、

增施有机肥料和推广良种
。

国家为了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人民

生活安定
,

从 19 53 年开始
,

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

同时也采用
“
南粮北调

”
的办法解决

北方缺粮省 (区 )
,

特别是京
、

津两大城市居民的需求
。

19 5 8一19 7 8 年为第二阶段
,

是粮食生产的长期徘徊阶段
。

粮食总产由 2 0 00 亿公斤增加到
3 0 4 8 亿公斤

,

20 年增加了 1048 亿公斤
,

年均增长 52 亿公斤
,

单产由 1650 公斤/公顷增加到

2 5 3 5 公斤/公顷
,

增长 54
.

1%
,

单产水平稳步提高
,

年均增加 45 公斤
,

而粮播面积由 1
.

27 亿

公顷减少到 1
.

206 亿公顷
,

单产的提高主要是依靠扩大灌溉面积和增加化肥投入获得的
。

这

一阶段粮食生产经历了
“

大跃进
” 、 “

三年经济困难
”

和
“
十年动乱

”

三个时期
,

粮食总产由
19 5 8 年的 2 000 亿公斤下跌到 1960 年 1435 亿公斤的低谷

,

人均占有粮由 30 3
.

5 公斤下降到



2 16. 5 公斤
,

人民生活困苦
,

国家不得不采取减少城市人口和调整农业政策等措施
。

经过三年

恢复
,

粮食生产才缓慢发展起来
。

但
“
十年动乱

”

又使粮食增长速度放慢
,

一直到 1978 年粮

食产量才登上 304 7. 5 亿公斤的台阶
, “
南粮北调

”

成为全国粮食流通领域里的基本格局
,

整

整 20 年间
,

南方每年平均调出粮食总量达 29
.

67 一3 1
.

94 亿公斤
,

减去同期区内平衡用粮之外
,

每年平均仍有 10
.

33 一10
,

18 亿公斤的余粮可以调出
,

用来支援北方地区的经济建设
。

197 8- 198 4 年为第三阶段
,

是粮食大幅度增长阶段和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阶段
。

粮食总

产量由 3 0 4 8 亿公斤增加到 4 0 8 2 亿公斤
,

6 年总增加 1034 亿公斤
,

年均增长 1 71 亿公斤
,

单

产由 2 5 3 5 公斤/公顷增加到 3 600 公斤/公顷
,

增长速度为 4 2 .0 1%
,

种植业增长速度达 7%
,

粮

播面积由 1
.

206 亿公顷减少到 1
.

13 亿公顷
,

总产的大幅度增长
,

主要是由于在农村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

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政策
,

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投入的积极性
,

加

上物化劳动成倍增长
,

同时科学技术在农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

19 8小 19 8 9 年是第四阶段
,

为粮食增长缓慢发展长期徘徊及进入新的低谷阶段
。

从 19 84

年粮食大增产之后
,

由于所谓农业
“
超常规增长

”

等乐观情绪的滋长和政策的误导
,

过分强

调了中低产田和山坡地退耕还林还牧
,

粮田面积的缩小
,

国家对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统派

收购改革很不彻底
,

粮食收购价格上升缓慢
,

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放松
,

农产品
“

剪刀差
”

有所扩大
,

粮食生产效益下降
,

致使 19 8 5 年全国粮食生产量陡然下降到 3 791 亿公斤
,

人均

粮食占有量迅速下降
,

出现建国以来粮食第三次波动
,

粮食减幅高达 6. 9%
,

该阶段粮食总产

由 4 0 8 2 亿公斤到 4D 75 亿公斤
,

6 年总增加 7 亿公斤
,

年均增长 1
.

17 亿公斤
,

单产由 3 6 0 0

公斤/公顷增加到 3 63 3 公斤/公顷
,

增长 0. 9 17%
。

19 89- 19 9 8 年是第五阶段
,

为稳定持续增长阶段
。

该阶段粮食总产由 4 075 亿公斤增加到

51 23 亿公斤
,

10 年共增加 1048 亿公斤
,

年均增长 105 亿公斤
。

进入 90 年代这十年
,

我国粮

食生产形势是四减六增 ( 199 1
、

19 9 4
、

19 9 7
、

19 9 9 年共四次减产
,

19 9 0
、

1992
、

1 993
、

19 9 5
、

19 9 6
、

19 9 8 年共六次增产 )
,

呈波动增长态势
,

1990 年粮食总产 4 4 6 2 亿公斤
,

1993 年达到

4 5 6 5 亿公斤
,

19 9 5 年为 4 6 6 6 亿公斤
,

19 9 6 年创造了 5 0 2 5 亿公斤的历史纪录
,

19 9 7 年为 5 0 2 3

亿公斤
。

1998 年虽然遭受罕见的严重的自然灾害
,

粮食生产仍然达到了 5 123 亿公斤
,

1999

年为 4 900 亿公斤
。

从总体上来看
,

到 90 年代
,

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又稳定登上一个新台

阶
,

特别是 199 6一 1998 年中国粮食总产超过和接近 5000 亿公斤奋斗目标时
,

为我国人民迈

向 21 世纪建设强大的中国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

改革开放的 20 年
,

平均每年增长 1038 万吨左右
,

比前 29 年平均增长 40 %
,

粮食总产

量占世界比重由 1949 年的 17 %上升到 1998 年的 25 %
,

粮食单产由 1949 年每公顷 10 3 5 公斤

上升到 19 98 年每公顷的 4 953 公斤
,

粮食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
,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或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
,

粮食总量供求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

中国粮食生产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

在全国人 口增长 1 倍的情况下
,

目前人均占有粮提高 1 倍
,

我国粮食生产基本满足

人 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

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粮食生产水平极其低下
,

多数人 口处于

饥饿的状态
。

3
、

中国粮食发展面临的问题

从现在到 2 030 年的 30 年间
,

我国中
、

长期的粮食保障能力
,

是关系到中国政治
、

社会
、

经济发展的大事
,

从总体上看
,

中国中长期粮食保障能力面临着严峻形势
。

( l) 人口快速增

长
。

人 口增长是推动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最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因素
,

1998 年我国人 口达到



12
.

4 5 亿
,

据测算
,

即使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

到下世纪初我国人口将达到 13 亿
,

2 0 10 年达到

14 亿
,

2 020 年达到 巧 亿
,

2 0 30 年达到 16 亿
,

到 2 0 3 0 年我国人 口达到最大值转折点以前
,

人口压力都将一直是影响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的重要因素
。

( 2) 耕地减少加快
。

从总量上看
,

我国耕地面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

但从人均看
,

人均不足 0
.

1 公顷
,

只及世界人均的 1/3
。

而

19 5 8一 19 8 5 年
,

全国累计减少耕地达 0. 41 亿公顷
,

1 995 年与 1957 年相比
,

全国净减耕地

16 9 0 万公顷
,

平均每年减少 44
.

4 万公顷
。

进入 90 年代
,

耕地面积减少的幅度不仅没有减小
,

而减少速度在加快
,

在 19 8 5一1995 年 10 年中
,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津
、

沪
、

冀
、

浙
、

闽
、

鲁
、

豫
、

湘
、

桂
、

琼 ) 11 省 (市区 ) 耕地减少 523 万公顷
,

同期内蒙
、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新疆增加耕地 6 28 万公顷
,

这种北方垦区耕地增加而南方优质耕地减少的不正常状态势必影

响粮食的发展
。

(3) 人均耗粮增加
。

随着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
,

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将取代

人 口增长而成为我国粮食需求增加的首要因素
。

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
,

如新加坡
、

台湾 60

年代的食物需求与水平和我国目前需求水平大致相当
,

在 80 年代末当人均 G N P 接近和达到

1 万美元时
,

人均粮食需求量要比欧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低
,

但也分别达到 536
、

6 84 和 500

公斤
。

1 995 年中国的北京
、

上海
、

天津三大城市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达到 1
.

26 万美元
,

21

世纪中国人均耗粮将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

( 4) 水资源紧张
。

我国水资源并不丰富
,

人均水

资源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1/4
,

特别是时空分布严重不均
,

形成 2 12 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的

北方缺水带
,

而这里又恰恰是我国粮棉油主要产区
。

1998 年我国农业缺水 300 亿立方米
,

若

按实际灌溉水定额计算
,

缺水达 600 亿立方米以上
。

在华北平原
,

农业灌溉用水主要开采地

下水
,

地下水位越来越深
,

而水量越来越少
,

开采难度越来越大
。

因缺水少收粮食 3 75 亿公

斤
。

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
,

华北地区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 0. 5一3 米
,

在河北省
,

浅层地下

水开采量已经到允许开采量的 90 %
.

另外
,

由于农田水利设施老化
,

也使农业生产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下降
。

( 5) 自然灾害频繁
。

建国 50 年里
,

我国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 25 00 0

多亿元
,

平均每年造成经济损失占财政收入的 30 %左右
。

1998 年仅洪灾损失高达 3 2 9 0 亿元
,

19 8 0一19 9 5 年成灾面积 2 2 6 7 万公顷
,

年均减产粮食达 2 2 9 5 万吨
。

90 年代受灾面积是 1949

年的 5
.

2 倍
,

成灾面积为 2 .3 倍
。

1995 年草鼠害发生面积高达 33 7 3
.

3 万公顷
,

损失粮食 17 1 10

万吨
。

1997 年因干早少雨
,

加剧了黄河断流
,

黄河从 2 月 7 日起至 11 月底
,

己经断流几次
,

累计断流时间达 226 天
,

断流河段长达 700 多公里
,

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年
,

淮河也断

流 12 2 天
。

( 6) 生态环境恶化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4 92 万平方公里
,

其中水蚀面积 179
.

42 万

平方公里
,

年损失粮食 18一33 亿公斤
,

水土流失对农 田生产力也有严重影响
;
土地荒漠化频

率加快
,

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62 .2 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 27 .3 % ;
土地盐碱化达 3 6 3 0 万

公顷
;
土地湿地破坏加快

;
库湖塘淤积严重

,

全国己丧失有效库容的 40 %
。

农田污染严重
,

全国
“
三废

”

污染农田面积己达 100 万公顷
,

比 19 8 3 年增加 2. 5 倍
,

每年因污染减少粮食 1000

万吨以上
。

农用化学用品污染农 田 907 万公顷
,

酸雨污染农田 270 万公顷
。

( 7) 种粮积极性

下降
。

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
,

人均耕地少
,

农业特别是种植粮食已丧失比较优势
,

农民缺

乏务农积极性
,

粮食生产作为一项弱势产业
,

其劳动产出率比较低效
,

投入多而经济效益不

高
,

所以除了可数的种粮大户 以外
,

通过粮食价格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 日益降低
。

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

一方面由于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
,

粮食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不能同步

增长
,

农产品价格的
“
剪刀差

”

扩大
,

种粮的比较经济效益下降
;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产品

内部价格不合理
,

种粮不如种油料和瓜果
,

农民更愿种植经济效益高的作物
。

( 8) 投入严重



不足
。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

,

农业投入的波动大大影响农业发展的后劲
。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

本建设的投资所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份额的比重
,

由“
六五

”
期间 6. 3%降低到 1994 年的 2

.

5%
,

197 8 年国家计划内对农业投入占总投入的 10 .6 0 %
,

1994 年下降为 1
.

9%
,

农业信贷向非农产

业倾斜
,

一

1 9 8 5 年存货差额为 3 2 4
.

9 4 亿元
,

19 9 3 年为 1 15 3
.

4 亿元
,

19 8 5一19 9 3 年存货差年平

均递增 17
.

16 %
。

由于农村信用社将这一资金来源以
“

信用社转存银行款
”

的形式转存于农行
,

导致资金流向非农业与集体和农户
,

投资向二
、

三产业转移
。

由于农业投资的明显不足
,

不

仅严重影响到农田基本建设
,

而且严重削弱了农业科技的发展
,

许多农业科研单位处于
“

有

钱养兵
,

无钱打仗
”
的状态

,

1993 年全国断奶或者部分断奶的农技推广机构有 995 个
,

占总

数的 41
.

4%
。

( 9) 流通体制不顺
。

由于农业政策的成功
,

我国粮食连续 4 年丰收
,

粮食库存

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

但每年丰收后随捷报而来的是粮食
“
卖难

” ,

粮价下跌
,

粮库暴满
。

粮

食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
,

亏损严重
,

19 91 年以来
,

粮食系统累计挂帐已超过 1000 亿元
,

40 。万人的人工费用和 10 00 多亿元的债务
,

压得粮食企业喘不过气来
,

也给财政金融信贷平

衡带来压力
。

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不够明确
,

地方对中央依赖性较强
,

粮食市场不健全
,

产

销区购销关系不稳定
,

有时销区把产区当仓库
,

有时产区搞地区封锁
。

储备和经营不分
,

不

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储备的调储作用
,

长期以来
,

我国粮食经营中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

营交织在一起
,

粮食企业与地方财政之间资金相互挤占
,

相互拖欠的问题十分突出
。

宏观调

控机制尚未健全
。

( 10) 粮食政策不稳
。

粮食政策随着全国粮食生产的丰欠而变
,

收购政策上

忽紧忽松
,

收一下
,

放一下
,

19 84 年粮食大丰收
,

全国粮食总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

19 8 5

年宣布取消统购
,

实行合同定购与市场收购相结合
。

嗣后粮食生产四年大徘徊
,

人口过快增

长
,

粮食趋向紧张
。

1988
、

19 89 年国家强调大米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经营
,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插手
; 19 91 年改合同定购为国家收购 ; 1992 年粮食供需矛盾有所缓和

,

又取消大米统一

经营
; 19 93 年又提出保量放价

,

保留定购
,

放开经营
,

放开价格
; 1994 年因南方稻谷减产之

原因
,

再次强调粮食定购任务作为国家任务
,

要确保完成
; 1995 年中央明确提出实行粮食地

区平衡和省长负责制
; 19% 年开始试行

“

两行运行
” ,

同年粮食价格提高达 40 % ; 1997 年出

台粮食保护价政策
,

要求全国各地在完成定购任务之后
,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
,

以扭转粮食市

场下滑的局面
; 19 98 年实行流通体制改革

,

国务院公布 《粮食收购条例》
。

这样来回变动
,

让人捉摸不透粮食政策
,

搞得人心惶惶
。

4
、

我国粮食发展的基本对策

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

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

加快对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在稳定粮食面积的基础上
,

坚持
“
四为主

,

四结合
” :

一是主攻单产为

主
,

提高单产与开发资源相结合
: 二是以发展生产为主

,

增加供给与引导消费相结合
; 三是

以提高自给能力为主
,

基本自给与适当进口相结合
;
四是以 良化粮食生产环境为主

,

结构调

整与退耕还林还牧相结合
。

4
.

1 主攻粮食单产

首先是改造中低产田
。

中低产田改造重点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

推广旱地农业综合技术
,

改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
,

使坡耕地粮食产量提高到中产和接近高产水平
。

我国现有中低产 田

0. 8 7 5 亿公顷
,

如果采用综合改造技术
,

一般每公顷可增产粮食 1500 公斤以上
。

其次是推广

良种技术
。

过去的几十年内
,

我国培育并推广应用了 40 00 个农作物品种
,

己使主要作物品种

更换了 3一5 次
,

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份额已达到 20 %
。

第三是提高复种指数
,

提高耕地利



用率
。

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为 156 %
,

到下个世纪初可达到 160 %
,

这意味着可净增加农作物

播种面积 140 万公顷
。

第四是发展节水技术
。

节水农业对于充分利用水资源
,

促进粮食发展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据试验
,

改大水漫灌为水畦灌溉
,

可节水 25 % ;
喷灌可节水 40 %一50 %

,

增产 10 % , --2 0% ;
滴灌节水 55 %

,

增产 60 %
,

全国可增产粮食 70 亿公斤
。

第五是总结推广

我国的高产技术
。

大力推广成熟配套技术
,

认真总结近几年各地旱作玉米亩产吨粮
、

小麦
、

谷子超吨粮的高产栽培技术
,

特别是高产品种的选育
。

在我国北方各种高产不断刷新
,

除品

种外
,

还包括坑田
、

条田
、

地膜
、

立体种植
、

肥料等技术
。

第六是增加政府对农业科学研究

的投资力度
。

农业科学要调整方向
,

以提高单产为主攻方向
,

增加对土地替代型技术的供给
,

提高农业成果的转化率
。

第七是发展规模经营
。

有条件的地方适度扩大规模经营
,

大力发展

和推广农业机械化
,

把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引入产业化大生产的轨道
,

形成产销加一

体化
。

4
,

2 开发后备国土资源

开发国土资源
,

尚有 600 亿公斤潜力可挖
,

2 .4 7 亿公顷可利用草原 667 平方米 (l 亩下

同 ) 增加 1 公斤肉
,

相当于节约饲料粮 148 亿公斤
;
南方 0. 47 亿公顷草山草坡

,

2/3 发展经

济林木
,

1/3 种草养畜
,

667 平方米产肉按 20 公斤计算
,

可产肉 46 石 公斤
,

等于节约饲料 186

亿公斤
;
现在宜农荒地 0

.

133 亿公顷
,

开垦后净增耕地 0. 08 亿公顷
,

按 70 %种粮
,

可增产粮

食 252 亿公斤 ;
沿海滩涂 0. 033 亿公顷

,

可生产及节约饲料粮食 50 亿公斤
,

0. 02 公顷的内陆

水源按低水平计
,

667 闰方米 增产 50 公斤鱼类
,

可节约粮食 30 亿公斤
。

另外我国还有 0. 4

亿公顷 (6 亿亩 ) 耕地没有进入统计数字
,

蕴藏着 1155 亿公斤的粮食潜力
,

复种指数可以增

加粮食 5 87 亿公斤以上
,

可弥补耕地减少造成的产量损失
。

4
,

3 正确引导消费

我国粮食浪费严重
。

据资料显示
,

中国每年在生产和生活领域消费的粮食有 7 89 亿公斤
,

几乎相 当于全国人民两个多月的口粮
。

此外我国酿酒用粮也高达 250 亿公斤
,

饲料用粮也不

科学
,

1995 年饲料用粮 12 00 亿公斤
,

每年造成 4 6 0 亿公斤的损失
,

其中我国每年有 930 亿

公斤原料直接喂养畜禽
,

这种喂养方式比用配合饲料的报酬率要低 1/3
。

以家庭分散式养猪

为例
,

采用原料喂养
,

投入产出率极差
,

猪饲料报酬率仅为 卜5
,

这种喂养的存栏猪产肉量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2 4 公斤
。

产后系统粮食损失高达 46 1 亿公斤
,

人们对此并不重视
。

居民消

费中
,

每年浪费粮食在 290 亿公斤左右
,

不仅工厂
、

机关
、

宾馆
、

酒家的用餐存在着浪费现

象
,

而且在粮食与食品加工中
,

一味追求吃精
、

吃细
,

用于精米
、

精粉加工的原粮高达 80 %
。

为此
,

要通过政策引导人们消费
,

按照
“

营养
、

卫生
、

科学
、

合理
”

的原则
,

调整食物结构
,

建立经济合理的消费方式
。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

广辟食物来源
,

增加食物总量
,

制订城乡

居民合理的食物消费规划
,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

我国在收割
、

运输
、

加工
、

贮藏等方面损失

粮食严重
,

提倡利用高新技术节粮
,

科学研究减少粮食损失的技术
,

发展果酒
,

减少白酒的

粮食消耗
。

4
.

4 适当进口

运用进口贸易
,

有计划参与国际分工与资源交换是平衡粮食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
。

由于

我国人 口多耕地少
,

保证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
,

我们的目标是保证粮食自给不低于 95 %
,

净

进口不超过 5%
。

所以
,

进出口作用主要在于满足消费需求和品种调剂
。

在立足国内生产基

本自给
,

粮食总量平衡的总方针下
,

为调剂品种
、

丰欠
、

区域的余缺
,

中国可利用国际市场



适当进口一部分粮食
。

从区域的平衡角度看
,

适当扩大利用国际市场
,

同样有其必要性和合

理性
。

我国南方素以大米为主要口粮
,

且习惯上以釉米为主
,

而北方水稻生产能力有限
,

又

均为粳米
。

这一特点决定了
“

北粮南调
” ,

在很大程度是
“

北饲南调
”

解决南方地区的口粮问

题
,

应主要依靠国际市场进 口大米
,

建立内外结合较好的衔结机制
,

共同调控粮食市场
,

互

相沟通
,

互相协商
,

共同决策
,

在粮食市场价格上涨时
,

可以先动用储备粮向市场抛售粮食
,

平抑粮价
,

再根据储备动用的情况和市场行情决定进口的数量和品种
,

进口的粮食不直接进

户
、

市场
,

而是补充储备和品种调剂
。

4
.

5 良化环境

现在国家从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出发
,

对不宜种粮的山区和湖区制定相应的政策
,

促进

退耕还林 (草 )
,

退耕还湖
。

朱总理提出了
“

退耕还林 (草 )
,

封山绿化
,

以粮代贩
,

个体承

包
”

的十六字措施
,

江河中上游农业发展应该
“

树上山
,

粮下川
” ,

上游治理环境
,

损失由下

游补
,

下游生产粮食
,

发展多种经营
,

支持上游搞好生态建设
,

这将促进我国农业生态环境

的综合治理和推进粮食生产的发展
。

对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积极发展市场需要的高

价值经济作物
,

适当减少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

让中西部地区粮食主产区以沿海发达地区和大

中城市郊区为主销市场
,

拉动他们放手发展粮食生产
。

边远贫困地区 巧 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

退耕
,

种草种树
,

国家从下游产粮区调进粮食
,

解决他们的粮食不足
。

良化江河流域上游的

生态环境
,

保证中下游不发生洪灾
,

这样调整结构
,

可以使不同地区扬长避短
,

实现互为市

场
,

经济互补
,

顺应市场规律和生态规律
,

将引导千家万户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
,

党政工

作的重心发生转移
,

使广阔的国土资源潜力充分发挥且合理利用
,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通过 良化环境
,

绿化造林
,

改土保肥
,

农林连网等措施改善粮食生产的生态环境
,

发展生态

农业按照生态经济原则和生态平衡规律
,

在永续利用的框架下发展粮食生产
,

使我国的粮食

生产满足于人民生活之需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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