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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系统分析影响我国粮食供给与需求的各类主要因素的基础上
,

应用情景分析法对我国未来粮食

供求态势进行了分析
,

研究了不同情景下各类影响因素对粮食有效供给的可能影响程度
。

结果表明农业技术

研究
、

应用与推广是解决未来我国粮食间题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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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吃
,

, ,

,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
,

也是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
。

作为世界经济大家庭中的一

员
,

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世界农产品市场
。

面对我国人 口的持续增加和消费水

平的提高
,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
,

并担心谁来养活中国人
。

这说明

世界农业领域对中国农业将会发生些什么十分关心
。

笔者从分析影响我国粮食供给
、

需求的各

类主要因素着手
,

应用情景分析法对我国未来的粮食供求态势进行分析
。

我国粮食有效供给支持系统

影响粮食有效供给的约束包括 个方面 供给和需求
。

影响供给的因素有资源
、

环境
、

技术

状况
、

投入
、

组织管理形式和贸易条件等
。

影响需求的因素有人 口
、

消费结构
、

贸易条件以及工

业化
、

城市化进程
。

图 表明了对我国未来粮食有效供给有正负影响的主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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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粮食供求量的预测取决于

一组大多为不确定的变量
,

由于难以对

这些因素的作用大小作出可靠的估计
,

所以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均难以作出精

确预测 笔者的工作只是估计在各种不

同情况下未来粮食的供求状况将会发

生怎样的变化
。

粮食需求压力

来 自需 求方 面 的压 力 主 要 归 结

为〔‘〕

人 口持续增长的压力

因收入提高导致的食品消费需

求膨胀的压力

工业化进程对农产品需求不断

增长的压力
。

人 口 增加与粮食需求

我国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家
。

解

放 初 期 人 口 基 数 是 万 人
,

到

年底 已达 亿人
,

所 以尽管

粮食产量 由 年 的 亿 上 升到

年的
·

亿
,

但人均 占有粮食

数量增长缓慢
。

考虑到我国人 口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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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影响我国粮食有效供给 的约束因素示意图

发展趋势
,

单就满足新增人 口 的基本温饱需求 人
· 一 ’ ,

到 年全社会对粮食的

需求量将是 亿
,

到下一世纪中叶将是 亿
,

每年需增加 亿 左右
。

饮食结构变化与粮食需求

研究表明
,

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先是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长
,

在达到高收入水平前
,

食物

需求增长达到极限
,

亦即中等收入水平是人们对食品需求最快的时期
。

通过对饮食结构与大

陆基本一致的台湾省家庭消费结构变动情况同大陆的比较发现 大陆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比

台湾地区高
,

猪肉消费量低
,

牛羊肉低
,

家禽低
,

鲜蛋低
。

要达到小康生活标准
,

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畜禽饲料
。

目前世界上每年用于饲料的粮食占粮

食总量的
,

发达国家达
,

而我国只有
,

差距较大
。

考虑消费水平提高的影响
,

到 年全社会粮食总需求量将达 亿 左右
,

每年需增加 亿 左右
,

也就是说未来

年间粮食的增长速度要达到 一 年粮食的增长速度
。

人 口增加
、

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工

业化
、

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在量上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
,

而且在质上增加了对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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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给制约

资源制约

农业是土地的主要使用者 我 国耕地 占土地面积 的 比例为
,

美 国为
,

日本为

呢
,

也是水资源的最大消耗者
。

耕地制约
。

资料显示
,

一 年
,

全国累计减少耕地 万
,

年均减少 万

而实有耕地面积减少了 万
“ ,

即新开垦耕地达 万
,

平均每年开垦耕地

万 , 。

年一 年累计减少耕地 万
,

年均减少 万
,

而实有耕

地面积累计减少 万 , ,

即新开垦耕地 万
,

平均每年开垦耕地 万 “ 。

今后几十年 内
,

因工业化
、

城市化和交通网络建设而占用大量耕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

实
。

根据国外的研究
,

发展所需的人均面积大约是 一 川
。

不断增加的人 口及发展

的需要所导致的广泛的土地需求
,

在很大程度上来 自农业用地
。

考虑到我们不走西方发达国家

所走过的道路
,

发展所需的人均土地为
, ,

则每年就需要减少耕地 “ 万
, ,

假定

这个面积只有一半来 自耕地
,

谷物生产的面积损失大约就是每年 万
。

注意到 因工业

化
、

城市化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增长是不平衡的
,

靠近城市中心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受到的挑

战相对要大一些
,

其耕地质量较好
,

为了得到谷物生产的损失量
,

可以采用一个 比平均产量稍

高的值
· 一 ,

因此因耕地损失而减少的谷物产量每年为 亿
。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
,

我国有宜农荒地 万
,

沿海滩涂的宜农荒地还有 万
,

其中只有约 即 万多
“
宜农荒地可主要用于发展粮食作物

,

开垦利用系数按

计
,

可净增耕地 。万多
。

若不考虑开垦荒地的费用
,

按每年开垦 万
,

荒地用于粮食生产
,

每 耐 按

产量计
,

则每年可增加粮食产量 亿
。

水资源制约
。

我国水浇地面积 由 年的 万 ,

增加到 年的 万
, ,

年均增加约 万 ,

由于水资源渐为缺乏
,

我国水浇地面积从 一 年只增加

了 万
, ,

年均增加 万
, 。

我国灌溉水利用率仅 呢
,

若把 目前 铸的灌溉水资源

通过节水技术将利用率提高到 铸
,

则可增加灌溉面积 万
,

按年均增加 万
,

每 多产粮食 计
,

则每年可增产粮食 亿
。

环境制约

人类造成的环境退化以各种方式影响农业生产
。

土地退化是环境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主

要包括盐溃化
、

水土流失
、

荒漠化等
。

我国盐碱地 万
, ,

每年因此而损失粮食 亿 圈
。

我国的沙漠
、

戈壁和荒漠化土地面积 亿
,

直接受荒漠化危害的人 口有 万
,

有

亿 农 田遭受风沙危害
,

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因荒漠化而损失的粮食每年达 亿
。

全国水蚀面积 亿
,

年损失粮食 一 亿
。

全国有 个省
、

市发现酸雨
,

受

酸雨污染的农 田 万 川
,

若其中的一半用于粮食生产
,

使其损失 的产量
,

则每年损

失 亿 的谷物
。

技术制约

我国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倍
,

氮肥用量占化肥使用总量的 左右
,

而世界

氮肥用量占化肥使用总量的平均水平为 铸左右
。

我国化肥投入结构不合理
,

加上使用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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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

化肥有效利用率仅为 左右
。

按 目前的化肥使用水平 年化肥用量为 万
,

化肥利用率每增加
,

相当于节约化肥 万
。

按 目前化肥肥效每 化肥提高

粮食产量计算
,

相当于增产粮食 亿
。

若化肥有效利用率提高到
,

则每年增产粮食

亿
。

我国 目前复种指数为
,

理论值为
,

还有 的潜力可挖
。

复种指数提高 呢
,

可增加播种面积 万 , ,

按单产 计算可多生产 亿 粮食
。

提高复种指数

的一个重要技术措施是增加农机投入
。

化肥和农机对增产粮食
、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必不可少

的
,

但同时过多而低效地使用化肥可能会威胁环境
,

农业机械的使用会压实土壤
,

改变土壤结

构
,

导致水土流失
。

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还未找到的情况下
,

如果禁用化肥
、

农药
、

农机等可导

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

在不鼓励大幅度增加物质投入的情况下
,

依靠科技投入
,

充分发挥现

有化肥
、

农药
、

灌溉水的潜力
,

其增产效果也是显著的
。

投人制约

我国是在相当脆弱的经济基础上发动工业化的
,

农业基础脆弱的问题一直未得到矫正
。

随

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
,

这一间题显得越来越突出
。

整个
“
七五 ”时期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比例是 呱
, “

八五 ”
时期也只在 一 之间

。

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依靠国家大幅度增加

农业投入困难较大
。

增加农业投入的另一渠道是集体投入
,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通过
“ 以工补农

”“ 以工建农
”形式支持农业发展的能力也在减弱

。

第 种投入是农业生产经营者的

直接投入
。

目前我国有 亿农户
,

平均每户经营耕地
, ,

如此小的规模不利于劳动

生产率提高
。

据调查
,

小麦的净产值率为 左右
,

水稻 左右
,

玉米最高达 呱
,

最低

仅为
,

但劳均净产值最高的北京也只为 元
,

最低的云南只有 元
。

农业生产规

模不扩大
,

农民用于农业的投入 特别是固定投入 就不可能大幅度提高
。

尽管投入有限
,

但如何使有限的投入充分发挥其潜力呢

从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历史来看
,

组织制度创新是实现我国粮食增产的重要动力
。

近来
,

大型工商企业和外国资金纷纷进入农业领域
,

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和新技术项 目研

究
。

农业投资形式多样化
,

有利于稳定农业投入
,

促进农业发展
。

管理制约

对于收获后损失的估计大多在 左右
,

或更高一些
。

被引用最多的水稻收后损失数字

是 收获 一
,

搬运 一
,

脱谷
,

晒干
,

贮藏 一
,

碾米 铸

旧
。

我国专家对粮食在收获
、

运输
、

加工
、

贮藏
、

销售
、

消费等 个环节的损失情况进行了调

查
,

推算出粮食总损失率为
。

粮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
,

如果将收获至消费的 个环节损

失降至最低点
,

我国每年可以节约粮食 亿
。

据统计
,

全国现有大小酒厂 万余家
,

生产

白酒 多万
,

消耗粮食 亿
,

若生产加工过程中推广使用液态酿造技术
,

使每 白酒耗

粮从 降至
,

将少损耗粮食 亿
。

全国每年种子用粮在 亿 左右
,

每
,

播

种面积平均需 左右
,

若采用精量播种技术
,

用种量减少
,

则每年可节约粮食 亿

卜
。

国际贸易制约

世界通用的
“
粮食安全

”

概念表明“
粮食安全的最终 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能买

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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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的 年间
,

世界主要农产品出 口 量在 亿 之间波动
,

年

世界贸易量为 亿
,

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
。

有关学者的估计表明
,

我国在国际上稳定

增加进 口 ,

只要在 亿 约占世界贸易量的 呱 的年进 口量之 内
,

就不会引起国际市场

粮价上涨
。

据国外有关专家预测川
,

按正常情景 年世界粮食生产量为 亿
,

按 的

贸易量计算
,

农产品出口量为 亿
,

可提供给我国的贸易量为 亿
。

按 年的世界

农产品平均价格 美元
· 一 ‘

计算 小麦 美元
· 一‘ ,

玉米 美元
· 一 ‘ ,

那么

进 口 亿 粮食需要 亿美元
。

未来粮食供求状况的情景分析

影响粮食有效供给的因素中包含有一些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因素
,

要作出精确预测是不

可能的
。

为此这里针对未来我国粮食供给问题进行情景分析
。

情景分析基于以下 个基本前提 人 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

农业生态环境不会持续恶化和

农业资金投入不受限制
。

将
“

情景 ”
分为以下 类

。

正常情景 人均年粮食消耗量控制在 左右
。

悲观情景 亚 主要考虑因人均年粮食消费量增加而造成粮食供需紧张
,

其他假定与正

常情景一致
。

乐观情景 皿 考虑到人均年粮食消费量增加
,

为此通过节水技术把 的灌溉水资

源利用率由目前的 提高到
,

则可增加灌溉面积 万 强化土地管理
,

使因工

业化
、

城市化而占用的耕地 由正常情景中的人均 。 ,

降为
,

通过控制化肥投入

和环境因素等使对土地生产力降低的影响减弱
。

为分析方便
,

把因耕地增加
、

灌溉面积增加
、

种子节约
、

化肥合理使用
、

工业用粮节约
、

复种

指数提高和粮食损耗减少作为粮食有效供给的正影响因素
,

而把盐碱化
、

荒漠化
、

水土流失
、

酸

雨
、

耕地损失
、

人 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作为粮食有效供给的负影响因素
。

由于气候变化对农

业生产影响不易确定
,

故排除了因温室气体导致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另外制度创

新
、

技术 特别是生物技术 创新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难以给出定量预测
,

故在此不作考

虑
。

表
、

表 和表 分别给出了不同情景下粮食的供求状况
、

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情况和各

因素对粮食有效供给的影响强度
。

由表
, ,

可以看出

在 一 年期间
,

种情景粮食生产增量的年平均值分别为
,

和 亿
。

未来 年是我国工业化
、

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
,

所以下世纪 和 年代是我国粮

表 不 同情景中粮食 的供求状况 亿 ,

指 标

———
班 班 班

粮食供给量

粮食需要量

供需差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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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 同情景 中粮食 生产 的投入产 出情况

指 标

———
皿 皿

化肥用量
· 一 ,

有效灌溉率

粮食消耗 人
· 一 ,

粮食产量
· 一

表 不 同情景 中各因素对粮食有效供给的影响强度

影响因素

——
皿 班 皿

正影响

耕地增加

灌溉面积增加

种子节约

化肥合理使用

工业用粮节约

复种指数提高

粮食损耗减少

负影响

耕地损失
,

人 口增加

消费水平提高

环境影响

食供给最为紧张的时期
。

在正常情景中
,

年粮食的缺 口为 亿 在悲观情景中

年粮食缺 口为 亿
,

可能出现如布朗所说的严重粮食短缺
,

并引起世界粮食危机
。

按情景 所示 的情况
,

到 年化肥用量 ’ 一 ,

有效灌溉率
,

粮食产量

’ 一 如果将人均年粮食消费量控制在 以 内
,

在未来几十年内我们完全能够

实现粮食 自给
。

按情景 所示的情况
,

至 年人均粮食消费达
,

年为
,

那

么将出现巨大的粮食缺 口 分别为 亿 和 亿
。

按情景 所示的情况
,

至 年

施肥量 ’ 一 ,

有效灌溉率达
,

粮食产量为 ’ 一 ’ ,

粮食略有剩余
。

在各个不同情景中
,

因工业化
、

城市化和交通网络建设而损失的耕地所造成的粮食产量

的减少量
,

均大于开荒
、

复垦而增加的耕地面积对粮食产量的增加量
。

耕地损失对粮食有效供

给的负影响强度大于耕地增加对粮食有效供给的正影响强度
。

对于情景 工 ,

对粮食有效供给正影响因素中
,

影响强度最大的是 年为粮食损耗减

少 影响强度为 铸
,

年为灌溉面积增加 影响强度为 铸
,

年为复种指数提

高 影响强度为
。

对粮食有效供给的负影响因素中影响强度最大的是人 口增加
。

对于

情景
,

各年代对粮食有效供给的正影响因素同情景 工
。

对粮食有效供给负影响因素中影响强

度 最大的分别是 年为人 口 增加 影 响强 度为
,

年为消费水平提高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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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为消费水平提高 为
。

对于情景
,

各年代对粮食有效供给的正影响

因素中
,

影响强度最大的均为化肥合理使用 年为
,

年为
· ,

年为

同时复种指 数提高 的影 响强度逐渐增大
,

由 年 的 铸增 加到 年的
,

再增加到 年的 灌溉面积增 加的影 响强度也逐渐增大
,

由 年的

增加到 年的 而其他各因素的作用强度逐渐减小
。

对粮食有效供给负影响

中影响强度最大的为 年是人 口增加 影响强度为
, 。年是消费水平提高 为

,

年也为消费水平提高 为 呱
。

结束语

控制人 口数量
、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实现粮食有效供给的基本前提
。

在影响粮食有效供给的正影响因素中
,

除耕地增加外
,

其他各因素均与物质
、

技术投入特

别是技术投入有关
,

所以发展以节地
、

节水
、

节肥
、

节粮为重点的资源节约型农业
,

开展农业技

术特别是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的研究
、

推广及应用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关键
。

在影响粮食有效供给的负影响因素中
,

耕地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

但可以采取措施将其减少

量降至最低限度 合理的饮食结构是实现粮食有效供给的重要影响因素
。

随工业化
、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

应逐步增加粮食进 口量
。

根据正常情景和乐观情景的分析

结果
,

进 口量不会突破安全的贸易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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