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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养活自己的思考

傅泽 田 ① 李道亮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摘 要 回顾了中国人养活 自己的历史发展概况
,

分析了当前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

阐述并评析了国内外有关

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现状
。

针对中国人怎样养活 自己的问题
,

从
“

大国效应
” 、

粮食进 口
、

食物供求的调控机制

等方面提出了几点研究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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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世纪之交
,

世界粮食问题的前景
,

特别是占世界人 口 以上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前景正

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

中国人能否养活 自己 怎样养活养好 自己 已引起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特殊关注
。

回答这

样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

靠闭门暇思
、

主观臆断
、

片面考证
、

简单外推都不能得到真实和科学的结

论
,

自然也无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

要公正
、

客观地解答这些问题
,

只有借助于科学
、

严肃
、

客

观
、

全面的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
。

问题的缘起

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
,

只有在其 自身农业保持长盛不衰或能够从外部取得农产品可靠供应

的条件下
,

其文化和历史才能持续发展
。

“

多元交汇
,

精耕细作
”的特点造就了我国发达的古代农业

,

无论农艺还是单产都达到了

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且一直持续到清代初期
。

清代初期以前
,

我国人均占有粮食在 以

上
,

增产粮食的主要途径是靠提高单产和扩大耕地面积
,

基本没有粮食的进出 口
。

毫无疑间
,

那个时候中国人养活了自己
。

清代中叶以后
,

人 口 急剧增长
,

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收稿 日期
一 一

①傅泽田
,

北京清华东路 号 中国农业大学 东校区 信箱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的 年间
,

外敌入侵
,

天灾人祸
,

农业衰败
,

民不聊生
,

反映人 口与资源矛盾的主要指标
,

如人

均耕地
、

人均占有粮均跌到 多年以来的最低点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
,

世界舆论曾对中国的食物短缺深切担心
。

年 月 日
,

美国

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
,

首次

提出了
“

谁来养活中国
”

的问题
。

艾奇逊说
,

人民的吃饭间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

个问题
,

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
,

中国将永远天下大乱
,

只有靠美国的面粉
,

才有

出路
。

川建国后人民政府实施 了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的措施
,

粮食产量 年增加 铸
,

使类

似这种担心很快销声匿迹
。

年期间农业政策的失误
,

再次唤起人们对饥懂的担忧
,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年代末仁二。

年粮食连续丰收
,

出现粮食过剩
,

外界对中国

粮食的前景又是一片乐观
。

年以后粮食产量出现长达 年之久的徘徊
,

特别是 和

年
,

正值中国农业周期的低谷
,

粮食生产增长缓慢
,

而粮食需求却因人 口 增长而上升
,

国

内粮食储备和流通系统又不健全
,

由此引发粮价上涨
。

为平抑物价
,

政府大量进 口 粮食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下半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
·

布朗在《世界观察 》杂志

年
一

期 发表题 目为《谁来养活中国 》的文章
,

下半年他又 出版专著《谁来养活

中国 》
,

向全世界提出了
“

谁来养活中国
”

的问题仁 〕。

他假设中国在 年期间将实现

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
,

并且农业生产技术不会有重大突破
。

他从 日本
、

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

同经历中发现 在工业化之前人 口 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
,

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伴随耕

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 口
。

他把这一发现当作一条规律确定下来
。

布朗根据中国和国

际上某些机构发布的统计数字
,

外推了中国未来 一 年间人 口
、

膳食结构
、

耕地
、

复种指数
、

化肥投入
、

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
,

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 国和粮食进 口 国的供

给和需求状况
。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

他得出以下 条重要结论

在 一 年间
,

由于人 口 和人均收入的增长
,

中国谷物的总需求量将达到

亿
,

而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
,

从而将出现 一 亿 的谷物缺 口
,

中国将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谷物进 口 国片二。

实现了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 口 所需要的谷物
,

但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

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 口 因此
,

以 年为分界线
,

中国将由净出 口 国变为净进 口 国
,

其经济

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
“

谁都养活不了中国
”阳 〕。

由于中国大量进 口 粮食
,

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
,

致使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和

低收入人 口无力购买必需的 口 粮 因此
,

中国的粮食进 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 口享有食品的权

利
,

加剧世界的贫困
。

粮食危机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
,

并在低收入国家诱发政治动

乱
,

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 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叫
。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

中国的人 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粮食缺 口 将通过国际贸易

产生全球性影响
,

中国的人 口 对中国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
,

所以中国的

粮食危机也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尸 ’。〕。

众说短长

一石激起千层浪
,

《谁来养活中国 》一发表立即引起 巨大反响
,

几乎所有重要 的国际性报

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耀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
。

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作出了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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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布朗
“

谁来养活中国
”

的挑战
,

我国政府明确指出
“

中国人民不仅有能力养活 自己
,

而

且还将使 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年 比一年提高
。

中国不但不会对世界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

还将为世

界粮食生产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巨“ 〕

中国政府的粮食白皮书指 出 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了 倍多
,

不仅使人民的

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

而且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与贫困作出了贡献
。

未来几十年中国粮食需

求量为 年人 口接近 亿
,

按人均占有 计算
,

总需求量为 亿
,

年人 口接近

亿
,

按人均占有 计算
,

总需求量为 亿
,

年人 口达到 亿峰值
,

按人均

计算
,

总需求量为 亿 左右
。

根据中国农业 自然资源
、

技术水平和其他发展条件
,

粮食

增产潜力很大
,

通过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

推进
“

科教兴农
” ,

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

深化体制改革
,

创造粮食生产
、

流通的良好环境等一系列措施
,

中国可以使粮食 自给率始终不低于
,

净进

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
。

绝大多数中外专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预测与布朗的结论都不一样
,

其主要观点如下
。

科技进步说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农业科技进步是中国粮食增产的第一推动力 〕,

运用

科学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约有 〔, 二一 〔“ 〕倍的潜力 主要表现在作物品种改 良和更新
、

中低

产田改造
、

复种指数提高和节水施肥技术推广等
。

依靠科技进步
,

实施整体推进
,

促进粮食生产

再上新台阶 〕,

是中国养活 自己的必由之路
。

保护土地说
。 “

土能生万物
,

地可发千祥
” ,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精华
,

对农业生产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

保持水土
,

改善生态
,

培肥土壤
,

增产粮食
,

是中国养活 自己的基本国策和长期

任务仁
, 。

开拓资源说
。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短缺
,

而草地
、

山地
、

森林
、

水域资源相对丰富
,

解决中国

人的食物问题不能光盯在耕地上
,

应充分利用我国各类 国土资源
,

丰富人们的食物种类
,

保障

人民 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仁’“一 ’“ 〕。

进 口粮食说
。

中国耕地和水资源十分紧缺
,

在生产粮食方面缺乏经济优势和 比较优势
,

在粮食问题上应采取
“

立足国内
、

基本自给
、

适度进 口
、

促进交换
”

的方针
。

可以利用国际贸易获

得食品供给
,

还可以通过国际分工获得福利收益〔‘一 ’ 。

制度创新说
。

中国 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

而是经济制度问题咖 〕。

适度发展土地

规模经营
,

实施粮食产业化战略
,

完善市场
、

管理
、

农业政策体系
,

是解决总量生产和结构效益

矛盾
、

实现农业发展两大 目标的突破 口 〕。

控制人 口说
。

人 口增长是粮食总需求量的巨大推动力
,

中国人 口 能否在达到 亿或较

低的人 口峰值后降下来
,

是 中国养活 自己的关键所在
,

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

严格控制人 口

增长
,

是中国能养活 自己的又一条出路嘟
,

”〕。

食物节流说
。

我国幅员辽阔
,

人 口众多
,

粮食与食物总量巨大
,

相应地粮食和其他食物资

源浪费就显得较为严重
。

在控制耕地减少
,

提高粮食单产的同时
,

减少粮食作物在收获
、

储藏
、

加工
、

运输
、

消费等过程中的损失
,

不失为解决我国粮食供求紧张的另一条路 仁, , 〕。

投资政策说
。

只有当农业投资持续减少
,

中国粮食的进 口 才有可能达到布朗预言的

亿
。

中国未来粮食供求平衡的解决完全归结为政府的经济和投资政策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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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看法

基本看法 我国粮食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

需求膨胀不可逆转
。

这种趋势来 自 个方面
。

一是人 口增长带来的食物需求扩大
。

由

于我国庞大的人 口基数和现有结构
,

即使采取严格的人 口控制政策
,

到 。年前后总人 口 的

峰值也将达到 亿左右
。

即使不增加人均占有粮水平
,

仅新增人 口 一项
,

平均每年就需要增

加粮食 万
。

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均消费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是

我国工业化加速进入高涨的时期
,

由于人均收入的增长
,

人均消费食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会较大

幅度地提高
,

如果不改善食物结构并严格
、

科学地控制其数量和质量
,

这种需求膨胀规模会比

人 口增长还大
。

这是工业化的一般规律
。

三是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副产品原料

供应增长的需求
,

是工业化的伴随产物
,

难以避免
。

农业资源数量短缺和质量恶化有加剧的趋势
,

其中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尤为严重
。

随着人

口增长和工业化
、

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

耕地减少即使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
,

而

水资源短缺 已成为制约农业抗旱能力的现实威胁
。

水土流失
、

土壤沙化
、

空气污染和全球气候

变暖等长期性客观农业资源状况都有恶化趋势
。

粮食增产后劲不足
。

首先
,

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
,

农业 比较利益偏低与其需求膨

胀的矛盾难以缓解
,

其中
,

粮食生产 比较利益偏低尤为突出
。

我国耕地资源相对短缺
,

农业劳动

力基数过大
,

通过扩大农业劳均经营规模的方法改善粮食生产 比较利益偏低的状况难以在短

期内实现
,

普遍提高粮食产量面临着农民缺少利益驱动的困难
。

其次
,

我们的粮食单产 已经较

高
,

受边际递减规律的制约
,

在新增产技术大面积推广之前粮食单产的提高面临增产不增收的

问题
。

第三
,

目前我国粮食价格的整体水平 已经不低
,

在国际市场粮价的压力和粮食商品率低

的制约下靠提高粮价刺激供给的余地亦不大
。

基本看法 布朗的观点漏洞甚多
,

言不符实

尽管我国未来食物安全的前景不容乐观
,

但也绝对没有布朗预测的那样悲观
,

尤其是提出
“

谁来养活中国
”

的质疑
,

若非别有用心
,

亦是缺乏严谨的态度
。

该预测明显存在下列不足之处
。

中国的粮食总产和单产潜力巨大
。

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
,

即使按

目前科学技术水平
,

中国通过新垦荒地
、

中低产 田改造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

粮食总产仍在

亿 以上
。

即使中国食物出现巨大缺 口
,

也必然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
,

面对可能出现

的粮食缺 口
,

政府
、

生产者
、

消费者不可能没有反应
。

布朗把中国未来的食物缺 口 主要归结为资

源利用和技术进步的极限
,

用近几年的趋势
,

简单类推
、

纯静态地分析 中国未来几十年粮食供

求状况是站不住脚的
。

中国是个大国
,

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
,

各地 区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
,

这种现象称

为
“

大国效应
” 。

它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小国所有条件都一样
,

大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粮食

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 比小国大为延后
,

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
。

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是不科学的
。

工业化一方面使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 比较优势
,

由出 口 农产品变成进 口

农产品 另一方面也使反对农产品进 口 的政治力量变得 日益强大
,

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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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

中国自古强调
“
民以食为天

” ,

决不会把 自己的粮食问题交由

别人掌握
,

布朗忽略粮食进出 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
,

用现在 日本
、

韩国等的粮食进出

口状况衡量中国未来粮食的进出 口是牵强的
。

墓本看法 关于
“

中国人养活 自己
”

问题有待深人研究

布朗的文章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应犹如一股旋风
,

中国的粮食间题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
,

诸

多专家学者各抒 己见
,

回答中国能否养活 自己的问题
,

现在又趋于平静
。

围绕《谁来养活中国

所发生的一切
,

促使我们冷静
、

客观
、

全面地审视中国的粮食问题
。

中国人怎样养活中国人还有

许多细致
、

深入的工作有待进一步研究
。

食物供求系统是一个由自然
、

社会
、

经济
、

生态等多个子系统交互作用形成的具有 自我

调节
、

自我组织
、

自我发展功能的复杂系统
。

粮食问题涉及政治
、

经济
、

社会
、

生态
、

环境等众多

方面
。

即使中国粮食出现较大的缺 口
,

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
,

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政府的调

控手段
,

粮食市场环境
,

政府
、

生产者
、

消费者
、

市场对粮食缺 口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
,

不同历史

阶段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粮食生产机制还有待细致
、

深入的研究
。

中国是个大国
,

既存在 自然
、

经济
、

资源的空间差异
,

也存在空间开发历史异步所形成的

发展差异
,

造成我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不同步
,

各地区粮食生产表现出不同特征
。 “

大国效应
”

对中国影响究竟有多大 是一个呕待解决的课题
。

在数千年饮食文化的熏陶下
,

形成了有中华特色的食物谱系
。

充分利用我国各类国土资

源相对丰富的优势
,

细致研究中国的食物谱系
,

开发野生可食资源
,

作为人民生活的有益补充

和替代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对未来 一 年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时期中工业化不同阶段对我国未来农产品贸易

结构转变的影响和我国未来粮食进 口 策略的研究
,

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

中国食物在生产
、

消费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浪费现象
,

系统考察和分析中国粮食浪费的现

状及其原因
,

寻求减少粮食损失的途径是中国人养活养好中国人的又一重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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