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我国人口已达13亿，预计2030年将达到

16亿的人口高峰，随着我国建设用地的增加，水资

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破坏，土地资源的持续减少，

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不断下降，从而给我

国粮食安全保障带来严峻的考验。本文就有关中

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讨论。

1 谁来养活中国
1.1布朗在1994年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1995

年出版成书，声称世界和中国将进入粮食短缺时

期，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众说纷纭，观点不

一。原作者一书提出了以下观点：

(1)需求速增：2030年，除人口增加外，食品结构

变化导致粮食需求达人均500kg，总需求达9.56亿

t。①中国人对动物蛋自膨胀的需求将超过世界谷

物生产能力；②中国只能在鱼塘中发展渔业(需用粮

食)；③中国成年人每人每天多喝一瓶啤酒(需谷物

37万t)。

(2)耕地消失：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就已经人口稠

密的国家，耕地减少难以避免，2030年大约将减少

一半的农用耕地。①先行国家的经验（日本、韩国

情况相似）；②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1亿人转移到

工业部门）要建大量工厂，占地面积大；③公路、铁

路、果园占地多；④复种指数正接近高峰，可能要下

降；⑤人均粮食收获面积将由1990年的0.08hm2降

至2030年的0.03hm2。

(3)水资源短缺：2030年水的用量比20世纪50

年代增长了5倍，缺水比耕地影响更严重。①1950~

1977年，中国灌溉面积每年增加100万 hm2以上，

1978~1991年年均只增加17万hm2，人均灌溉面积

又回落到世界平均水平0.04 hm2；②中国北方一些

省(直辖市)由于缺水影响农作物生长季节用水，甚

至饮水短缺；③北方地下水位在下降。

（4）生态环境破坏：①美国仅空气污染就降低

5%的收成，中国污染更严重；②灌溉系统的渗漏和

盐碱化降低了中国灌溉土地生产率的5%，土地盐

碱化会把沃土变成废地。

(5)单位面积产量难以大幅度提高:①别国经验

（日本、韩国）在粮田减少后都没有使生产率迅速提

高，以弥补耕地减少；②中国单产增加速度在放慢，

1950~1977年，单产翻了一番；1977~1984年，单产年

均增加 7.1%；1984~1990 年，单产年均增加 2%；

1990~1994年，单产年均增加0.7%。③除非技术上

有新的突破，单产不大可能有大幅度增加;④中国化

肥用量与粮食产量之比是1:11，美国是1:15;化肥的

报酬已经越来越不明显;⑤灌溉用水限制单产上升。

(6)粮食缺口扩大:中国粮食需求越来越大于生

产能力，2030年缺口达3.69亿 t，是需求量的57%。

中国存在的问题:①中国有无制约外汇进口粮食；②

世界上有无足够供出口的粮食；③世界进口粮食的

竞争将大大加剧。

1.2 1996年10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

的粮食问题一文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俗称中国粮食

问题白皮书（孔宪铎，1997）。其主要论点：新中国

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用占世界8%左右的耕地，养

活了世界22%的人口。分析中国的粮食消费需求，

中国能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在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积极开发耕地资源，依靠科技进步，

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节约粮食等均有潜力。并要

努力改善生产者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

进生产科教兴农；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资源，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还需引导消费，减少浪费，

加强市场等。白皮书以详实材料，科学论证，相信

中国人民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将使生活质量有所提

高，不但不会对世界构成威协，还将为世界粮食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1.3 中国科学院农业专家组李振声撰写“我国农业

生产的问题、潜力与对策”的报告（孔宪铎 1997），着

重分析粮食增产的主要对策，提出：（1）保护耕地和

收稿日期：2008-01-10
作者简介：何天祥（1963- ），男，教授，主要从事作物栽培教学与科研。

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
何天祥，彭世逞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主要观点，以及我国政府及有关学者发表中国粮食问题的观
点，阐明了我国农业的问题、潜力与对策和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

【关键词】中国；粮食；安全；战略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08）01-0021-04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22卷第1期

2008年3月

Vol.22，NO.1

Mar.，2008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22卷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放在农业政策首位；（2）继续实

行中低产田治理与农业综合开发规划；（3）加速P、K

肥生产的发展；（4）改善和扩大灌溉面积，发展节水

和生态农业；（5）加速优良品种培育与推广；（6）增

加科技投入力度稳定农业科技队伍。并提出面向

全部国土，广开食物来源。

1.4石元春（1997）在“警钟长鸣”一文中分析了布朗

提出的中国粮食危机的观点，认为布朗算了三笔

账，一是到2030年，中国高峰期人口将达到16亿，

按人均400公斤消费水平，粮食的年生产总量需由

现在的4.4亿吨增加到6.4亿吨；二是随着耕地被占

用，人均耕地面积将由现在的0.08公顷（按总面积

0.96亿公顷计）减少到0.03公顷；三是我国化肥施用

水平和粮食作物单产已经较高，增产潜力不大。据

此，到203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将较现在减少20%

和出现3.7亿吨的粮食缺口，这对国际粮食市场带

来极大的冲击（目前世界粮食市场交易量2亿t）。

因而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惊世命题。但粮食产

量是个复杂问题，中国又是个幅员辽阔，社会和文

化深邃的国家，不是用几个数字就能得出个结论

的。如过去我国公布的耕地面积少了，几年核实，

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即使耕地被占用，但人均耕地

增加。另外，在粮食作物增产潜力上，目前实际单

产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0%左右，采用联合国粮农

组织提出的生态区法，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近期潜

力在22%～34%之间，中长期增产潜力在一倍或一

倍以上，作物本身具有潜力很大。若从粮食增产过

程看，从建国初到 1996 年的 46 年间，平均递增

3.1%，而在未来的1996～2030年的35年间，年递增

达到0.7%～1.0%，即可获得预期的粮食生产总量，

即使考虑到基数和土地报酬递减因素，这种不是很

高的递增率也是可以达到的。

还要提到的是非粮食食物资源问题。一般说

人均400kg粮食占有量，近一半用作饲料，以转化为

动物性食品，其中主要是蛋白质饲料。这一部分粮

食中，除耕地外，草地、水面、宜林山地以及微生物

生产等都可作出贡献，我国有3.2亿hm2草地，可供

养殖的海水水面260万hm2，内陆水面675万hm2，稻

田670万hm2。目前这些资源的开发程度很低，蕴藏

很大潜力。

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是举

世公认，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在罗马粮农

会议上认为，“现在中国情况已经是一种奇迹”。我

国国务院的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指出，“中国虽然

面临耕地少，人口多，粮食需求压力大的现实，但也

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有解决粮食问题的经

验和办法，农民蕴藏巨大的生产积极性，完全有理

由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

决粮食供给问题。

除上述几份报告和论文，还有众多专家、学者

分别从各方面分析和讨论中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

粮食问题，如苏绍智的报告“粮食问题的关键是制

度和政策”（孔宪铎，1997），柯少诚的“由贸易和市

场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人如何养活自己”，林毅夫的

“中国人有能力养活自己”（1996）,孔宪铎、林毅夫合

著的“解决吃的问题”（1997），卢良恕的“面向二十

一世纪加快现代农业建设”（2003），左天觉、周一行

合作的“中国粮食自给自足，迈入下一个世纪”

（2004），胡鞍钢的“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应进口，

促进交换”（1997），林毅夫的“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

增产前景与对策”（1996）……。

看来沸扬一时的“谁来养活中国人”这个问题

有了明确的，有说服力的答案，中国人完全可以自

己养活自己。

2 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
上述“谁来养活中国人”有了明确的答案,反过

来说布朗提醒我们要重视粮食问题,中国的粮食问

题则不能画上句号,而应当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和

浓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根据中国的国情，粮食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下一个重要问题，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的人口、

耕地、水资源以及发展之间的诸多焦点。

2.1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

（1）人口多，占世界总人口的22%，从今后30～

40年中国总人口还将继续增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

重虽略有下降，但仍占20%左右。

（2）耕地少，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面积

的7%，人均耕地低于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1/3，而且

中国人均耕地还在不断减少。

（3）水资源少，我国水资源占世界水资源总量

的7%。

（4）农村人口多，有9亿农民，约占全国总人口

的70%，而且科学和文化水平较低。

（5）粮食需求量大，我国是世界上谷物消费需

求最大的国家，约占世界谷物消费需求总量的1/5。

这些国情特点决定要解决中国粮食问题，不可

能完全或大部份依靠国际市场，必须立足于国内生

产，坚持自力更生。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

础，也是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始

终把农业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首位，把发展粮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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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出的地位，安全战略的位置（胡鞍钢1996）。

2.2粮食安全战略的几条底线

在讨论粮食安全战略底线的时候，需要明确这

是在二十一世纪，更确切是在2030年时的各项指标。

（1）努力把全国人口控制在16亿以内。 计划

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到

2005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3亿。孙本文、宋健等得

出中国人口不超过7亿，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

的最佳目标和最佳方案。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

组估测，我国人口承载量最高控制在16亿左右，这

也是我国人口高峰期（王宏广2005）。

（2）我国的耕地面积不能低于1.2亿hm2。

（3）把耕地的净减少每年控制在700万公顷以

内。

（4）把人均粮食消费控制在400公斤左右，这实

际是低水平、高难度、欠安全的指标。

上述的多项指标中其中确保1.2亿hm2耕地是

有难度的。随着工业发展、城镇化，各种非农建设

用地，各种园区，开发区建设等占用大量耕地。据

国土资源部公布结果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国耕

地面积为1.218亿 hm2,比上年度末的1.221亿 hm2净

减少30.68万hm2，目前人均耕地只有927.1m2。另据

“2007中国治理荒漠化上海高峰论坛”报道，目前我

国荒漠化面积达263.6万 km2（2.64亿hm2），占全国

陆地总面积的27.46%，相当于全国农田总面积的

2.5倍，全国有近4亿人口遭受荒漠化的危害。全国

每年荒漠化净扩展面积已超过66.67万hm2，仅沙化

土地每年净增24.6万hm2。目前，土地荒漠化问题

已位于全球十大生态问题之首，对中国来说，荒漠

化的态势严重，已威协到12亿hm2耕地的底线。

2.3 粮食安全战略中遵循原则和主要措施

（1）中国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考虑中国农业

资源的特点，是多样化资源。中国地域广阔，横跨

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拥有耕地、草地、森林、

丘陵、山地、滩涂、海洋等多种农业资源，这决定中

国农业生产是多样化农业，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多样

化农业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广阔的开发

前景，潜力巨大，资源丰富。（胡鞍钢，1997）

（2）建立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由于我国资源

紧张状态长期存在，需要建立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

型体系，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要发展节时，

即充分利用作物生长季节的光热资源；节地，即充

分利用土地空间；节水，即节约灌溉用水；节能，即

节省能源消耗。其中节地、节水最为重要。

还需实行集约化经营，增加投入，加强建设，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是

最经济有效的投入，可弥补农业资源的短缺，提高

物质投入的有效性。

目前不少地区农业经营相当粗放，有的地区以

广种薄收、过量采伐，超载过牧，酷渔滥捕等进行对

资源的掠夺式经营。这不利于稳产，而且造成资源

生产力下降和生态环境恶化。而实行集约化经营，

可扭转不合理生产方式，保护和提高资源生产力，

以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

（3）建立环境友好型体系，主要是控制农业环

境污染，包括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水进入农业环

境；控制乡镇企业工业污染；农用化学品不合理使

用造成的污染，其中水污染情况最为严重。还有农

田大气污染，农田土壤污染。农业环境污染，不仅

降低资源质量，有损于农业生产，而且通过污染农

副产品危害人体健康。

（4）发展果酒、减少白酒，降低粮食消耗量。中

国是世界最大的酒类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酒业无

论在规模上，还是产品产量及企业数量上均可称得

上是世界之最。1996年我国白酒产量高达801.3万

t，是1949年的74倍，远远高于粮食产量增长速度。

目前，我国每年白酒消费量将近500万t左右，由于

白酒业是一个消耗粮食比较多的行业，每酿造lkg

白酒需要2～4kg粮食，全国每年仅酿酒就要消耗

1000万～2000万t粮食，占我国粮食总产的1/50～1/

25，相当于我国一个省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一个

3000万人口国家的粮食的消费量，如同阿根廷或澳

大利亚谷物年消费量。因此，国家要从宏观上限制

高度酒的发展，鼓励发酵酒和低度酒的生产，支持

果酒和非粮食原料酒的发展，这样每年我国可以节

省大量的粮食，缓解粮食短缺的压力。

（5）减少粮食产后加工和消费的损失。长期以

来，在粮食生产和消费环节中，人们只注重粮食产

前、产中环节出现问题的解决，对粮食产后环节缺

乏应有的重视，使得粮食产后环节出现巨大的损失

和浪费。据统计，我国的粮食产后损失在收获、干

燥、贮藏、运输、加工环节分别为1%～2%、1%～2%、

1%～2%、4%～6%、2%～4%，每年产后环节损失粮

食约为3600～6000万 t。若能采取措施，减少粮食

的产后损失，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产后损失率5%，

那么每年可减少粮食产后损失1600～3400万 t，相

当于1个产粮大省1年的粮食产量。值得注意的

是，我国在粮食消费领域的浪费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统计，每年估计消费中浪费粮食2500万t。可见，

提高粮食产后处理水平，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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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粮食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减少粮食消费中的浪

费，提高粮食的利用效益，是缓解我国粮食供需矛

盾的有效途径，对进一步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有着重要的意义。

(6)防治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可减少粮食损

失5%～10%。近20年来，我国年均病虫害发生面

积22966.76万hm2，损失了1030万 t粮食;鼠害也严

重危害粮食生产，作物的各个生育阶段都可能遭受

鼠害，我国年均发生鼠害2513.84万hm2，年均损失

150万 t 粮食。农田草害十几年来年均发生面积

5927.57万hm2，造成粮食损失年均300万t。

（7）加强生物技术、信息等高技术在农业上的

应用开发研究

利用分子育种和其他高新生物技术培育高产

优质抗逆性强新品种，加强动物生物反应器的研

究，生产重要的蛋白质药物，加强重组农用生物制

剂研制，重点支持微生物农药、重组微生物肥料、重

组基因工程畜禽疫苗的研究和产业化。开发研究

农业科技信息系统网络，为政府决策、市场开发、农

业生产、技术推广和农民素质提高，提供有效服

务。充分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和管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提高农业监测、预报

和预警能力，充分利用市场信息。

2.4 粮食安全战略中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人口多,粮食的需求量大,

这决定了中国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要立足国内生

产,坚持自力更生。但立足国内并不等于百分之百

的由国内生产，而是基本自给，适度进口（胡鞍钢,

1997）。粮食适度进口对保障粮食安全是经济、有

效的选择。从长远看，适度进口粮食在经济上是划

算的，进口粮食实际上就是进口耕地、进口水、进口

资源，可以缓解国内耕地资源、水资源不足的矛盾，

还可以保护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当前一

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下，有必要，也有可能充分

利用两个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两个市场

（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没有必要继续实行粮食

100%或高度的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同时也会发展

创汇农业，积极促进农产品的国际交换。

但粮食进口多少是适度的，即我国粮食生产多

少，自给率是多少是适度的呢？才不会对国际市场

造成冲击，并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已有报道认为，

粮食进口规模在5%之内是“正常区间”，6%～10%

是“绿灯区间”，11%～15%是“黄灯区间”，大于15%

是“红灯区间”。 我国粮食进口量如果超过15%以

上，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一个考验，这个问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解决。

（2）从长远角度看，我国要保障16亿人口的粮

食安全，这条路怎样走？在1998年由中国农业大学

提出了“123，234粮饲超高产工程”，并得到国家科

委的支持，牵头组织全国各地长期从事作物超高产

栽培和育种专家，成立研究协作网。至今已经开展

了8年的超高产理论研究和超高产定位试验，使试

验田单产大幅度提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23，

234粮饲超高产工程”是粮食与饲料粮高产与超高

产研究与示范工程，通过高产、超高产育种、栽培与

耕作技术，使我国耕作制度一熟区、二熟区、三熟区

的粮食或饲料的综合产量，分别达到“每 667m2、

1000kg、1500kg和接近2000kg”的水平，简称“123，

234粮饲超高产工程”。“123”代表不同耕作制度区，

“234”则代表单产水平。高产田自然条件、生产条

件、农田基本建设等均较好，旱涝保收，是多年来国

家和农民大量物质与劳动投入的结果。

全国耕地除高产田以外，还有不少属中、低产

田，其增产潜力大，但改造的难度也大。尤其是低

产田分布在生态脆弱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生活

比较贫困，正是需要扶助和支持的地区。所以对

高、中、低地区如何在改善和支持上合理协调，是需

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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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5 建立了项目公示制度 设立农村能源项目建

设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沼气器材严格按照国

家农业部和四川省农村能源办公室推荐的产品集

中采购；建立了完善的档案，搞好建设项目户档案

卡片的填报、录入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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