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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多年来，甘肃省立
足保障基本供给，通过多种措施发展粮食生产，
在人口增加、养殖业发展和工业加工对粮食需求
不断增长的形势下，保持了粮食供求紧平衡状态，
粮食生产与消费实现了基本平衡。但由于甘肃省
地处内陆，生态环境脆弱，粮食生产年际间波动
较大，丰年有余、歉年不足的粮食安全风险依然
存在；加之经济欠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
较低水平，购买力相对较低，依靠国际、国内市
场来满足省内粮食需求风险较高，外向依赖型的
粮食供给不可预见性高，如遇粮食市场波动，主
产区提高粮价，运输不畅等情况，都将增加粮食
安全供给的压力和风险。我们依据1978— 2011年
甘肃省粮食生产资料，对甘肃省粮食生产波动规

律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提高甘肃省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增加甘肃省粮食生产提供决
策参考。
1 粮食生产波动规律
1.1 产量

据统计分析，甘肃省粮食总产量总体呈波动
增长态势，共分5个时段。第一阶段（1978—1987
年）是第一个上升波动阶段，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
的510.55万t增加到1987年的529.37万t，平均年递
增0.40%。第二阶段（1987—1993年）是稳步上升
阶段，粮食总产量由1987年的529.37万 t 增加到
1993年的750.26万t，平均年递增5.98%。第三阶段
（1993— 2000年）是波动增长阶段，先由1993年
750.26万t降至1995年的626.78万t，再提高到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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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820.60万 t，又降低到 1997年的 766.16万 t，
1998年创20世纪粮食产量的最高峰值871.95万t；
1999年降至814.93万t，2000年继续下降至713.48万
t。第四阶段（2000—2006年）是恢复增长阶段，粮
食总产量由 2000年 713.48万 t 增长到 2006年的
808.05万t，年平均递增2.10%。第五阶段（2006—
2011年）是平稳增长阶段，年平均递增4.66%。
1.2 播种面积

1978—2011年，甘肃省粮食播种面积总体呈
减少趋势。其中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最大，为
299.60万hm2；2003年降低到249.95万hm2，为自甘
肃省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粮食播种面积最少
的年份。2003年后，粮食播种面积以年平均1.60%
的速度递增，2011年达283.37万hm2，但仍然没有
改变粮食播种面积总量减少的现实。
1.3 单产

据调查，1978—2011年，甘肃省主要粮食作
物小麦、玉米、马铃薯最高单产比最低单产分别
增加1 463.25、2 791.50、2 501.70 kg/hm2，增长率
分别为88%、124%、233%。平均单产逐年增长，
由1981年的1 374.60 kg/hm2增至2011年的3 580.50
kg/hm2，增长率为160%。在播种面积减少的形势
下，总产量呈现增长态势，主要缘于单产的贡
献。
2 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因素
2.1 宏观政策

1978—2011年，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
大规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放开粮食市场三
大动力牵引下，甘肃省粮食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实现了自给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年
度间粮食产量呈现波动性。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了粮食总产量的快速提高； 1979年国家将粮
食统购价提高20%，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持续
发展，但造成了粮食生产的结构性过剩；1985年
开始取消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合同制，由于存在
平价、议价差和地区差价，以及变化不定的粮食
市场，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受到影响，引起总产
量的下降性波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河
西商品粮基地建设等兴粮措施的实施，使甘肃省
粮食产量呈现上升势头，稳定了粮食安全大局；
1993年国家放开粮食销售市场和价格后，粮食生
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产量逐年增加，1998
年创上世纪粮食生产的最高水平。当宏观经济明
显改善、粮食供求状况整体好转时，国家实施了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生态工程建设两大战略，对
已形成的粮食生产空间造成了挤压，之前相对平
稳的粮食播种面积开始大幅减少，2003年粮食播
种面积仅为249.95万hm2，从而引起了粮食产量的
波动。2004年以来，国家对粮食生产高度重视，
连续颁布了10个中央1号文件，在逐步取消农业税
的基础上，实行了粮食直补、农机补贴、良种补
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四补贴”，实施优质粮食产
业工程；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促进粮食
转化增值；鼓励建设粮食产销基础设施；发展粮
食加工营销企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等，
促进了粮食生产的稳步发展。2007年以来，甘肃
省探索集成了以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典型的旱作
农业区粮食生产新技术，做出了把全省发展粮食
生产的重点转移到旱作农业区的重大战略部署，
进一步保障了粮食生产的稳步发展。
2.2 科技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省对农作物品种
改良工作给予高度重视，良种的引进、选育、繁
殖和推广得到快速发展，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
年代末，经甘肃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定
名的小麦、玉米、马铃薯、糜谷等粮食作物品种
达74个。作物品种的改良和更新换代，使农作物
产量和品质有了明显改善，大批良种的应用，对
粮食增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8年，小麦、玉
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良种播种
面积占当年总播种面积的12.9%；1990年该比例提
高到57.5%，比1978年提高了44.6%。进入21世纪，
农作物新品种更新换代的周期明显缩短，良种引
进、选育和推广实行品质、产量双重标准，良种
覆盖率和优质率有了突破性进展，2007年良种播
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98.16%，良种覆盖率
分别比1978年、1990年提高了7.6、2.2倍［ 1］。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推广应用的地膜覆盖
技术对粮食作物增产发挥了重大作用。地膜覆盖
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普及，地膜覆盖的粮食
作物种类扩展，面积进一步扩大，覆盖类型、方
式等技术进一步完善，增产水平等有了更大提高［ 1］。
1995年开始推广应用的集雨节灌技术，是甘肃省
发展旱作农业的一次重大创新，“梯田+水窖+地膜+
调整”的旱作农业发展模式为旱区粮食生产做出了
重要贡献；同时一批抗旱、高产新品种的研制成
功及防病抗灾技术的推广，也促进了粮食产量增
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同时促进了精耕细作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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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推广、合理密植、垄沟种植、精量播种、集中
施肥、间作套种、带状种植、化学调控等多种先
进技术的组装配套，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加
速了种植业科技进步。“十五”期间，国家“863”计
划“北方干旱内陆河灌区节水农业技术体系集成与
示范”，对旱区节水农业技术的集成和发展发挥了
重大促进作用；粮食作物“吨粮田”等丰产栽培技
术项目的实施，使科学栽培技术得到推广。2007
年以来，甘肃省推广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是甘
肃省旱作农业技术的又一大自主创新，为占全省
70%的旱作农业区粮食增产了提供技术支撑 ［2］。
2.3 物质投入

投入是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主要因素，
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
械动力等物质投入在粮食生产各个阶段的贡献份
额均在60%以上［ 3］。近30多年来，甘肃省相继建
成了一大批基本农田工程，包括黄河流域的民勤
调水工程和景电、靖会、兴堡子川、西岔、三角
城等高扬提灌工程；长江流域的嘉陵江、白龙江、
西汉水等一批水利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水利、电
力等农田基础设施，保证了农业机械动力和有效
灌溉面积持续增加。截止2011年底，全省机电井
数达5.05万多眼，排灌机械保有量达19.84亿W；
有效灌溉面积达 129.18万 hm2，占耕地面积的
36.88%。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213.65亿W，是1978
年的6.75倍；大中小型拖拉机达到58.36万台，是
1978年的11倍，机耕面积、机播面积分别占当年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6%、24%，分别是1978年的
1.4倍、4.3倍。水平梯田面积、条田面积、旱涝保
收面积分别占当年耕地面积的53.83%、24.64%、
28.63%。与此同时，生产资料的投入水平也逐年
提高，2011年底农用化肥放用量（折纯量）27.235 0
万t，是1978年的3.6倍；农药放用量6.3842万t，是
1978年的15倍。2011年底，地膜玉米达到了72.73
万hm2，地膜马铃薯18.98万hm2。农业物质技术装
备的显著改善，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劳动效率和保
障程度。
2.4 种植业比较效益

近年来，受分散经营以及农资价格、电费、
水费、燃料和运输费用持续上涨的影响，农民种
粮的成本越来越高，种粮比较利益逐年下降。据
调查，2007年，甘肃省种植小麦平均生产成本
3 810元/hm2（不含人工），净收入720元/hm2；玉米
平均生产成本6 540元/hm2，净收入5 655元 /hm2。
2011年，小麦平均生产成本5 100元/hm2（不含人

工），净收入2 100元/hm2；玉米平均生产成本6 240
元/hm2，净收入7 725元/hm2。单从种粮角度看，种
植小麦与玉米净收入已有较大差距，而种植蔬菜
平均纯收入在15 000元/hm2以上，棉花纯收入在
18 000元/hm2以上，与种植经济作物相比，收效差
距悬殊［ 4］。由于粮经收益差距大，多数农民会选
择效益更好的非粮产业，致粮食种植比例越来越
小，相当一部分农户只种口粮甚至不种口粮，使
吃商品粮的农民越来越多［ 5］。为了调动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逐年加
大了专项补贴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但受粮价过低、农资价格大幅上
涨的影响，各类补贴不足以弥补和抵消生产成本
的上升，种粮的比较效益仍呈下滑势头。特别是
种植业收益空间的有限性，与进城务工相比，大
部分青壮年劳力都选择外出打工，致使投入粮食
生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明显不足，进一步影
响到粮食增产。
2.5 自然灾害

长期以来，甘肃省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且成
灾率高，其中旱灾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灾
害［6］。1978—2011年间，农作物受灾面积、成灾
面积占当年播种面积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38.36%、
28.99%，旱灾占当年受灾面积比重的平均值为
54.43%。其中1981年、1991年、1995年、1997年、
2000年是甘肃省农作物受灾严重年份，受灾面积
均在166.67万hm2以上，尤其是1995年、2000年，
年受灾面积超过了200.00万hm2，自然灾害是引起
甘肃省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1995
年开始，集雨节灌技术的推广增强了抵御干旱的
能力，2000年后，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对甘肃粮
食总产的影响相对稳定。近年来，随着旱作技术
的集成创新与推广力度的加大，甘肃省农业生产
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有所增强。2011年，甘肃
省节水灌溉面积达到了89.47万hm2，集雨水窖达
236.36万眼，集雨补灌面积达到38.17万hm2，为旱
区粮食生产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6 市场波动

甘肃省粮食价格受国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
1953—1979年，由于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
策，此阶段粮食价格相当平缓；1979年后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逐步松动，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改
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实行自由购销，粮
食价格形成定购价格和议购价格的“双轨”机制。
1993年取消了粮食统销政策，但由于受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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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影响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的考验，1994 —
1998年实际上又恢复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
1998—2003年实行“定购放销”体制，直至2004年，
国家才真正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
粮食购销市场化，但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对小麦、
稻谷等品种在部分省市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因此，自1985年后近30 a时间里，粮食价格经历了
3次比较明显的波动期，涨幅较大波动段（粮食生
产和零售价格同比增长大于10%）为1988— 1989
年、1992— 1995年、2004年。此后粮食价格开始
高位运行。
3 确保粮食安全的措施
宏观政策调控、种植业比较效益、市场影响

等因素通过影响粮食播种面积影响粮食产量。
而物质投入、科技进步、自然灾害等因素主要
通过影响粮食单产而影响粮食产量。在甘肃省
目前耕地面积形势下，最大可能用于增加粮食
生产耕地面积的空间有限，保住目前的粮食播
种面积，是未来发展粮食生产必须的前提条件。
在稳定的粮食政策环境、有效的市场调控、协
调的生态生产关系等情况下，未来甘肃省粮食
增产的途径主要依赖于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
通过增加物质投入、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条件
改善、提高抗灾减灾能力等途径，可提高甘肃
省粮食单产水平。
3.1 增加物质投入，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以“稳定面积、优化结构、增加投入、领先科
技、主攻单产、提高品质、增加总产、确保安全”
的基本思路进行甘肃省粮食生产能力建设［ 7］。严
格保护耕地面积，保持粮食播种面积的动态平衡；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完善灌排体系；开展旱
区雨水集蓄利用等水利工程建设，以促进有限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并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提高农药化肥的使用效
率；主推旱作节水、优良品种、培肥地力、病虫
害综合防控和机械化五大集成技术，通过提高粮
食生产技术的普及率和到位率，挖掘粮食增产潜
力。
3.2 更新粮食安全观念，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

贯通粮食生产资料、粮食精深加工、物流配
送、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等二、三产业，实现粮
食产业化经营，增加粮食作物产品的附加值，提
高粮食生产的比较经济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小麦、
玉米、马铃薯、小杂粮等优质专用粮食作物，提
高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落实国家粮食直补、农

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同时尽可
能增加粮食补贴额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弥
补或减小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效益差距，
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尝试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场主，降低单位面积生产
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粮食作物的效益空
间。
3.3 统筹协调农业结构调整、生态建设与粮食安全

的关系

优化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粮食安
全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而农业结构调整则是
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三者缺一不可，只有
把结构调整的力度、生态建设的保障程度和粮食
安全的可接受程度有机结合起来，保持适当的建
设面积、比例和速度，才能协调解决三者在用地
结构上的矛盾，实现甘肃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
展［ 8］。因地制宜、分区域规划省内不同地区的粮
食生产，稳定区域内一定的粮食播种面积，建立
合理的粮食储备规模，才能保证区域内粮食的稳
定生产与供给。同时要调整区域内粮食作物和特
色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改善粮食作物的品种及
结构，发展优质专用粮食作物，提高产品品质，
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保
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加及生态环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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