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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区域平衡问题及其对策 ①

祝美群 ② 白人朴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

摘 要 对与我国粮食区域平衡紧密相关的粮食供求现状
、

比较优势
、

地区布局
、

产量波动与持续发展等间题

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实现区域平衡的目标模式和具体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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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求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地区平衡
。

我国 目前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
,

丰年有余 但

区域粮食供求
,

无论在总量还是在结构上
,

都呈现 明显的不平衡性
。

我国近阶段的粮食供求矛

盾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区域性矛盾
。

由于粮食供求平衡是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组成部分
,

所

以
,

实现粮食区域相对平衡有利于社会稳定
、

人心安定
,

有利于粮食市场经济的发展
,

也是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

区域粮食供求现状

全国供求现状
。

近 年来
,

我国粮食生产发展较快
,

人均产量有很大增加
,

但消费量增长

也较快
。

粮食需求与生产基本上保持同步增长
,

平均起来生产量略大于需求量
,

一 年

平均产消率为
。

国内粮食市场总体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

粮食供求的主要矛盾

已由总量问题转变为质量和结构问题
。

区域粮食供求状况
。

年平均
,

余粮区主要是黑龙江
、

吉林
、

内蒙古
、

黄淮海以及

长江中下游地区
,

缺粮区主要是京津沪 个直辖市
、

西南和东南沿海省份
,

西北地 区余缺基本

平衡
。

粮食产消率中部逐步上升
,

且水平最高 东部下降较大
,

西部略有下降 西北
、

东北
、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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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上升
,

产大于需 华东基本 自给 中南
、

西南有所下降
,

产不足需
。

这种产需不平衡状况的

原因
,

一是区域产需逆向变化
,

如近年来南方粮食需求量激增
,

但粮食生产持续滑坡 二是粮食

加工业布局不合理
,

如北方玉米主产区曾集中了占全国过半的产量
,

但饲料加工量微不足道
,

而南方一些发达地 区则拥有相当的加工份额
。

粮食产量各区域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情况
。

南方下降
,

北方上升
,

南北方有持平之势
。

从 个

经济地带看
,

东
、

西部缓慢下降
,

中部稳步上升
,

并 已成为我国的粮食生产重心
。

从 大经济区

看
,

华北上升较快
,

东北
、

华东略升
,

中南
、

西南下降
,

西北徘徊
。

区域粮食生产格局转变的根
本原因

,

主要是粮食生产 比较优势的变化所致
,

如资源报酬率
、

收入效应
、

规模效益
、

边际效果
、

机会成本等的差异
。

生产格局决定了流通格局
。

从流量
、

流 向
、

流通方式
、

流通组织等来看
,

区域流通形势可谓

错综复杂
,

其中显著的特征是 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下
,

流通规模迅速扩大
,

区域粮食流通呈现

互补性
,

但粮食流通中的质量
、

履约等问题突出
。

粮食流出的主源头是东北
、

黄淮海
、

长江中下

游
,

愈来愈明显的三大流 向是现代化大中城市
、

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
。

区域粮食流通的现状要

求必须进行粮食生产的合理布局
,

规范区域粮食贸易行为
。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近年来的粮食产销形势
,

本文中对 年我国区域粮食产销状况进行

了划分
。

以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
,

估算和选取人均消费
、

商品率
、

总产
、

人均占有和定购量

个指标
,

采用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模糊聚类分析方法
,

把全国划分为产 区
、

销 区和产销基本平衡

区 类区域
,

并在每类 区域下划分出若干二级区
。

产区主要是吉林
、

黑龙江
、

内蒙古
、

山东
、

河

北
、

河南
、

新疆
、

江苏
、

安徽
、

湖北
、

湖南和江西等 省区 销区主要是上海
、

北京
、

天津
、

辽宁
、

浙

江
、

广东
、

福建
、

广西
、

海南等 省市区
。

由于我国区域粮食生产情况反差较大
,

聚类结果与余缺

情况基本一致
。

通过对 类区域粮食生产和国民经济有关指标的对 比
,

可以发现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基

本上是反梯度关系 粮食产区人均播种面积大
,

人均粮食产量和总产高
,

定购任务大
,

但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低
,

农 民收入少
,

产业结构落后 而销区则相反
。

这说明粮食供求不单单是一个粮食

问题
,

还是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

另外
,

有关指标表明
,

产区粮食生产专业 化水平较

高
,

但投入力度不够 养殖业 已具相当规模
,

但在饲料加工
、

食品加工及深加工方面还有待于进

一步扩展
。

我国粮食 区域平衡 目标应该是建立在全 国总量平衡基础上的相对的
、

动态的
、

有序的平

衡
,

应由单纯追求产量 目标转 向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 应是分地 区
、

分品种的相

对的供求平衡
,

而不是不顾地 区优势的 自给 自足的绝对平衡
。

平衡机制是 能充分挥地区 比较

优势
,

把市场规律的 自发调节
、

国家宏观调控和省长负责制的 自觉调节有效结合 要注意处理

好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要统筹解决生产
、

流通和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

特别是

品种结构
、

品质结构问题
。

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

地区 比较优势是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布局政策
、

促进社会资源空间配置合理化的基本依

据
。

以国情省情为基础
,

遵循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科学地调节区际间的经济分工与藕合
,

可以

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

研究粮食生产的地区 比较优势
,

对于优化我国农产品进出口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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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粮食供求的全国和地区平衡
,

确定国家粮食投资重点
,

都具有重要意义
。

总体比较优势
。

我国粮食生产总体来说不具有比较优势
,

其原因
,

一是供给不足和超小规模经营导致的较

高价格
,

二是由于品种落后
、

加工技术水平低等导致的粮食品质欠佳 因此应在适宜的粮食 自

给率下
,

尽可能进行国际资源置换
,

积极开展国际贸易
,

发展优势产业
,

缩减劣势产业
,

以提高

资源配置的效率
,

促进农产品出 口的合理化
。

国内外形势以及有关理论研究都表明
,

我国在粮食进 口上进行适度的国际贸易是可能的
,

自给 自足或者维持过高的 自给率的代价是巨大的
。

根据单产的变化趋势及粮食需求预测
,

以维

持 铸的自给率计
,

粮食播种面积未来 年仍有较大的下调余地
,

目前的 亿 的安全

警戒线实际上是体现了完全 自给的要求
。

就 自给率来说
,

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农科院的研究结

果
,

维持在 肠左右应该是可行的
,

年进 口量近期可在 万 以内
,

中远期宜控制在

万 以内 幻 。

地区比较优势
。

通过对各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源存量
、

产出增量以及机会成本诸方面加以对 比
,

并以综合指

数法计算得到地区总体优势指数
。

结果表明 粮食生产整体优势较大的地区依次有 黑
、

吉
、

蒙
、

辽
、

冀
、

苏
、

皖
、

赣
、

鲁
、

豫
、

鄂
、

湘
、

新
、

宁等 稻谷具有优势的地 区依次是 湘
、

赣
、

苏
、

浙
、

皖
、

沪
、

闽
、

粤
、

桂
、

鄂
、

黑
、

辽
、

吉
、

津等 小麦具有优势的地 区依次是 豫
、

鲁
、

冀
、

蒙
、

晋
、

黑
、

苏
、

皖
、

陕
、

甘
、

新
、

宁
、

青等 玉米具有优势的地区依次是 吉
、

黑
、

辽
、

冀
、

蒙
、

晋
、

鲁
、

豫
、

陕
、

新
、

甘
、

宁等
。

另

外
,

在各区域内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优势又有差别
。

总体上来说
,

粮食主产区及一些资源察赋

较好的地区粮食生产优势较大
。

在 个粮食生产优势较大的地区中
,

小麦
、

玉米产区占 个

冀
、

鲁
、

豫
、

蒙
、

新
、

宁
,

主要在华北和西北 稻谷主产区占 个 湘
、

赣 稻麦二熟区占 个 苏
、

皖
、

鄂 东北是以玉米为主的玉米
、

稻谷产区
,

黑龙江的小麦也有一定优势
。

发挥粮食生产优势是实现粮食增产和供求平衡的关键
。

在发挥粮食生产优势问题上
,

要注意 点 一是保证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和农 民收入提

高 二是提高省长负责制的运行效率
。

发挥优势的对策包括制定正确的地区发展战略
,

实行经

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 个根本性转变
,

建立粮食地区平衡的新型关系
,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

制等
。

结构与布局

粮食区域供求平衡的关键是结构问题
。

我国 目前粮食供求中结构问题比较突出
,

根本原因

在于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
。

需求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
,

口粮 主要是传统品种 消费量

逐步下降
,

但品质要求逐步提高 肉类生产和消费迅速增长
,

对饲料的生产在质和量上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但 目前相当比例的饲料都来自于粮食 此外食品加工业和粮食深加工业也巫需

专用品种
。

我国农业种植结构一直是单一的粮
、

经二元结构
,

因此解决间题的核心是实现粮饲

分治
,

建立三元种植结构
。

经过结构调整
,

既可以提高 口粮和饲料的产量与品质
,

从而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和促进畜牧业发展
,

又可拓展对外贸易
。

考虑到我国国情
,

结构调整应采取渐变模式
,

逐步由粮
、

经二元结构过渡到粮
、

经
、

饲三元结构
。

基本趋势是 饲料逐渐从粮食中分离出来
,

播

种面积比例到 。年增加 个百分点 粮食播种面积 比例则下降 一 个百分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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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比重上
,

水稻会有所下降
,

玉米应有所上升
,

小麦应基本稳定
,

三

者比例逐步趋于接近闭
。

粮食生产的空间布局近年来变化较大
,

突出的是各品种逐步向优势区集中
,

反映了比较优

势和政府干预的影响
。

在粮食生产布局上
,

要以生产优势为基础
,

发挥市场机制和人为自觉调

节的作用
,

兼顾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 要逐步促进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经营
。

有关研究表

明
,

在粮食增产潜力的区域布局上
,

重点是人均耕地面积大于 , 小于 , 的地

区
,

这些地区主要分布于 内蒙古
、

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

宁夏
、

新疆
、

青海
、

陕西
、

甘肃
、

河北
、

山西

等省区
。

笔者用多 目标规划方法对粮食生产的空间布局进行了尝试
,

规划 目标为产量最大或总

费用 生产成本加运费 最小
,

并引进变量 个和规定了 个约束条件
。

把这个理想化的模

型在 软件上模拟
,

得到 了较好的结果
,

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粮食生产的优势差别
。

就

一种可行性较好的方案来看
,

河北
、

安徽
、

山东
、

河南
、

四川
、

新疆应扩大粮食播种面积
,

其他大

部分省份粮食播种面积缩小或不变
,

与地区 比较优势评价结果基本一致
。

生产波动

剧烈的
、

超常的生产波动妨碍粮食供求平衡
,

但粮食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又是客观的
。

从

年
,

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大体上经历了 个周期
,

总体上是周期趋稳
、

振幅变小
、

趋

势上升
,

具有收敛性的古典波动
。

计算表明 年以来
,

我国粮食生产系统稳定性逐步增强
,

波动幅度明显趋缓
。

在播种面积和单产 个因素上
,

总产波动与单产波动高度相关
。

在品种对

总产的影响上
,

稻谷影响在减弱
,

玉米和小麦特别是玉米的影响在增强
,

其中东北的玉米
、

南方

的早釉稻影响较大
。

在地 区上
,

不考虑趋势因素
,

波动系数上升的只有北京
、

陕西和 山西
,

宁夏
、

新疆和甘肃较稳定
,

其余各省市区波动系数都有所减小
。

在地区对全国的影响上
,

年
,

东北
、

长江中下游产量波动对全国影响较大
,

其中吉林
、

江苏
、

辽宁
、

黑龙江
、

湖南
、

湖北
、

广

东等省与全国产量波动的关系较为密切
。

我国粮食生产的波动总体来说虽趋平稳
,

但由于部分地区和部分品种波动剧烈
,

引起一定

程度波动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
。

此外还必须特别注意流通领域的问题
。

在波动的引致因素上
,

近期主要是 自然灾害
、

价格和财政支农等政策性因素闭
。

目前我国农民对于价格信号 已有相当

敏感性
,

但各种不协调的价格信号
,

无疑会引发生产行为的盲 目性和趋同性
,

结果放大了年度

间的生产波动
。

定量分析表明
,

粮食年增产率与受灾率
,

粮食年增产率与上一年粮食和经济作

物收购价格指数的 比值
,

粮食年增产率与上一年粮食收购和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的比

值
,

相关关系都较密切
。

在平抑粮食波动的具体对策上
,

要把握
“

逆向
、

超前
、

适度
”

个基本点
,

并在地区和品种上有所侧重
。

持续发展

粮食生产能够持续发展是实现粮食供求平衡的根本
。

实施粮食可持续发展战略
,

有利于提

高耕地的承载力和土地综合生产能力
,

有利于协调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
,

也有利于正确评价粮食及农业的地位和作用
。

为了定量地评价全国及各省市区粮食生产的持续性状况
,

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
,

包括生

产力
、

稳定性
、

生产条件
、

生态环境
、

资源利用和经济效果等 个方面 个指标
,

并采用综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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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
,

得到 了各地区的持续性评价结果
。

持续性较好的地区有 北京
、

天津
、

吉林
、

上海
、

江苏
、

浙

江
、

山东
、

广东
、

新疆
、

湖北和福建 持续性一般的地区有 海南
、

广西
、

湖南
、

江西
、

福建
、

安徽
、

黑

龙江
、

辽宁
、

河北
、

河南
、

宁夏和四川 其余则持续性较差
。

结果显示
,

我国粮食及种植业的发展

状况是上升的
,

体现出持续性
,

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

京津沪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粮食生

产的持续性较好
,

粮食主产区一般
,

西部地区持续性较差
。

各区域在消除影响持续性的障碍因

素时要结合当地情况进行
,

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
。

实现粮食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

重点是 真正重视粮食及农业
,

发展高产高效优

质农业
,

增加科学技术投入
,

改革流通体制
,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

落实粮食发展战略等
。

关键是

要解决好水资源缺乏
、

耕地锐减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 个问题
。

政策建议

中央要加强宏观调控
,

包括制定合理的区域发展战略
,

改革粮食流通体制
,

完善粮食市

场体系
,

完善进出 口 机制
,

加强专储调控
,

加强粮食产业的保护等
,

为区域实现供求平衡创造 良

好的环境条件
。

真正把粮食及农业置于经济工作的首位
,

抓好生产
、

流通
、

储备
、

消费诸环节
,

同时要扬

长避短
,

使制度运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

有利于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

把粮食产业的发展与主产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

加大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现代化和生产

经营产业化力度
,

振兴地方经济和增加农 民收入
,

激发地方和农民生产积极性
。

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 区粮食生产中的特殊矛盾
,

根据中央宏观调控的要求
,

主要运用经

济诱因
,

辅之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
,

调整结构
、

减小波动
、

消除障碍 因素
,

保持粮食生产的持

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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