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欠发达地区粮食安全问题探讨
———以西北地区甘肃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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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欠发达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气候条件、水资源、土地资源、人

口及劳动力资源、农机设施与科技水平、思想观念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西北地区的粮食安全在粮食

生产能力和生产结构、粮食供需与对外依存、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等多方面都有所表现。 针对西北地区粮食安全

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虚拟水资源”战略，调剂不同地区对水资源的需求；优化粮食结构，统筹地区发展；关注人口

增长和有效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提高农业人口素质；在保证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实施的同时，建立预防突发情况的

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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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人口增速迅猛、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态势之下，粮食安全问题已

经成为国际问题，“谁来养活中国？”
“中国能使世界挨饿吗？”此类的论题

更是成为国际关注和热议的重大问

题。我国的资源分布状况、经济发展结

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使粮食产业呈

现出较复杂的区域特性，区域粮食安

全问题是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众所

周知，西北地区是我国传统农业的重

要起源地之一，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

受资源制约较大，经济增速相对缓慢，

人民生活比较贫困。历史上曾经发生

的毁林开荒、毁草种粮、开山取石、攫
取矿产等掠夺性开发资源的事件导致

了草原沙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环
境污染等问题，对西北农业的后续发

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无地少地的农

民与区域通常都会存在粮食生产不安

全的问题，西北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

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不但影响到我

国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即保增长与可

持续发展的完成，而且更加关乎民生

大计与和谐稳定的发展。

一、西北地区粮食生产安全

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甘肃省为例，西北地区粮食生

产安全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气候条件。甘肃省干旱缺雨，

温差较大，四季气候的特点是：冬季雨

雪少，寒冷时间长；春季升温快，冷暖

变化大；夏季气温高，降水较集中；秋

季降温快，初霜来临早。省内大致可分

为 8 个气候区：（1）陇南南部河谷亚热

带湿润区；（2） 陇南北部暖温带湿润

区；（3）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区；（4）陇

中北部温带半干旱区；（5）河西北部温

带干旱区；（6） 河西西部暖温带干旱

区；（7）河西南部高寒半干旱区；（8）甘

南高寒湿润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使农

作物品种、生产周期、粮食储备计划等

方面受到制约。
2. 水资源。总的来看，甘肃全省

地表水资源较少，分布也不均匀，即使

是黄河流域也属于缺水区，黄土高原

北部既缺地表水，又缺地下水，人畜饮

水困难，是严重缺水区。省中东部地区

是全国典型的干旱农业区，年降水量

仅 250～600 毫米，且地域和时空分布

极不均匀。因此，几乎年年有旱情发

生，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村饮水十分

困难。以甘肃省为典型代表，水资源的

不均匀甚至匮乏，成为危及西北地区

粮食生产安全的关键因素。
3. 土地资源。尽管甘肃省总土地

面积为 45.4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 7
位，但其中耕地面积仅为 5229.25 万

亩，只占总土地面积的 7.68%，人均占

有耕地为 2.0 亩。[ 1 ] 土地资源作为粮

食生产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成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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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重大因素，甘肃省的土地

资源结构对粮食生产安全构成了很大

的威胁。
4. 人口及劳动力资源。西北地区

分布着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人口，农

村人口数量增长过快且人口素质相对

较低，已成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障碍。甘肃全省农业平均人口为

2210.34 万人，其中劳动力占 69.17%。
有限的耕地容纳不了大量的富余劳动

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淀在农村，

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

收入的增长。虽然政府大力推进农村

劳动力的培训、输转工作，但是由于众

多复杂原因所致，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仍存在诸多问题。农村劳动力素质不

高、因缺乏市场化运作及规范化管理

使劳动力盲目自发流动、大量青壮年

劳动力外流等问题，使粮食生产的人

力要素受到影响。
5. 农机设施与科技。2005 年甘肃

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 1406.92 万千

瓦，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过去相比增长

较快，但与全国比较，单位面积的投入

水平仍较低。农业机械作业水平低，部

分低产田的肥料投入少，良种更新换

代慢，搭配品种、后备品种不能满足需

要，种子混杂，质量不高，粮食生产新

技术推广应用慢。在恶劣的水资源环

境下，甘肃省水利设备老化，灌溉方式

落后，在水资源的利用中存在严重的

浪费。年降雨量在 400 毫米左右的旱

作区，降水时空变率大，水土流失严

重，旱作农业的保证率低，虽修建了

2000 多万亩梯田、条田，但许多地区

未能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6. 思想观念和政策资金支持。受

历史原因等多种因素影响，西北地区

的传统农耕思想根深蒂固，在经营理

念上存在许多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

思想观念，制约着农业产业结构的有

效调整。从政府层面讲，虽然各级政府

都确定了粮食生产和发展特色产业的

目标任务，但在具体管理过程中，一些

主管部门和基层干部引导组织农民发

展特色产业的积极性较高，引导种粮

的积极性却很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为甘肃省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省各

级财政也投入了大量农业发展资金，

但是与投入城市的资金相比，与农业

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需求

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 ]

二、西北地区粮食安全问题

分析

1. 粮食生产能力。甘肃省粮食生

产长期处于低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

以前，粮食短缺一直困扰着全省经济

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得到

了较快的增长，一般年份省内可以达

到粮食低水平的紧度平衡。[ 3 ]“八五”
期间粮食生产不稳定，人均占有量和

消费水平比较低，一遇灾害便会导致

粮食短缺。“九五”期间基本实现了低

水平自给，并具备了抵御较大自然灾

害、进行自身余缺调剂的能力，绝大多

数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粮食生产能

力、人均占有量、消费量都有所提高，

但粮食供求虽略有宽裕，总体上仍处

于紧度平衡状态。
2005 年和 2006 年两次调查西北

贫困地区样本农户通过家庭生产解决

粮食安全问题的情况显示，能够通过

家庭生产实现粮食自给的农户比例只

有 41.91%，而不能够通过生产实现粮

食自给的农户比例则高达 58.09%。这

表明贫困地区农户粮食自给不足的情

况较严重。[ 4 ]

2. 粮食供需与对外依存状况。甘

肃省的粮食供需状况受制于其粮食结

构，在粮食结构方面呈现“三多一少”
的特征，即小麦多、玉米多、杂粮多、稻
米少，形成了小麦、玉米、杂粮三大作

物的主体结构，这与全国以稻米、小
麦、玉米为主的品种结构和居民消费

习惯存在差异。甘肃省在基本实现粮

食自给后，品种上的供需矛盾主要在

于稻米。由于自然条件所限，甘肃省稻

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将长期存在，

难以在粮食结构上达到供需平衡，需

要与其他省区进行品种的调换。
由于影响甘肃省粮食生产和供给

的因素较多，特别是靠天吃饭的局面

尚未改变，粮食储备的安全系数应当

稍高于国家所定的粮食储备的安全线

（粮 食 年 消 费 量 的 20% ～30%），到

2030 年的远期粮食安全储备应保持

在届时产量的 40%～45%之间，以应对

自然灾害、人口膨胀等不确定因素对

粮食安全的威胁。
3. 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目前，

甘肃省粮食的产业化水平较低，粮食

加工转化能力很弱，粮食日加工能力

200 吨以上的企业只有寥寥几家，缺

乏粮食产品附加值高、产业链条长、等
级和档次较高的龙头企业。在甘肃粮

食市场，仍然是国有粮食企业为主体，

还没有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

渠道的粮食市场。同时，粮食市场硬件

建设也十分落后，没有大规模的粮食

专业批发市场。这是粮食市场体系不

健全的突出表现。
此外，正所谓“谷贱伤农”，对于生

产成本相对较高的粮食等大宗作物，

因收益低，当经济作物、饲草作物的效

益高于粮食时，农民在保证自给的情

况下，就会减少粮食生产。而且，西北

地区粮食加工业的发展较为滞后，加

工增值的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特

别是专用粮的生产和加工欠发达，影

响了粮食效益的提高，这是造成粮食

比较效益低的又一原因，时常引发农

民的自发减产。

三、西北地区粮食安全问题

的对策建议

1. 客观理智地面对资源制约，积

极开发资源配置战略。针对严重威胁

西北地区粮食安全的资源制约，实行

严格的资源保护措施当然是共识性的

解决途径之一。此外，提高资源开发利

用水平，特别是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更

是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道。
以广受关注的水资源为例，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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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国际“虚拟水资源”的思路，如果一

个地区出口水密集型产品给其他地

区，实际上就是以虚拟的形式出口了

水资源，通过这种途径，某地区可以向

另一地区提供“虚拟的”水资源。水资

源稀缺的地区可以通过牺牲一定的经

济利益，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进口水

密集型产品来节约本地区的水资源，

实现水安全。虚拟水贸易战略 ① 为贫

水地区综合应用域内外水资源和社会

调节能力，解决自身的水资源问题提

供了一种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通过

“水—粮食—贸易”途径，贫水地区利

用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流通，实现相关

产品和服务中虚拟水的时间、空间与

生产上的重新配置，缓解水资源系统

压力的同时，最大化水资源的利用效

益，提高社会调节能力。
2. 取长补短、加强优化配置，粮

食结构优化与区域统筹并重。针对西

北地区粮食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

的特点，坚持改土治水，治理农业生态

问题，巩固和发展商品粮生产基地，提

高农业科技水平和集约化生产水平，

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不仅如此，

还要从长远大局视野层面出发，调整

和优化粮食结构关系，培育西部地区

新的经济优势，整个西部地区应统筹

安排，发挥区域综合比较优势，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具体举措包括在优先

发展特色农业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的同

时，大力开发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实

现农、林、牧、渔和其他产业协调发展。
综合、协调地利用西部地区多样化的

土地资源和气候类型，大力发展棉花、
烟草、甜菜、特色瓜果、蔬菜、中药材以

及特色养殖和林果业等，并在此基础

上，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的步伐。
3. 关注人口增加与有效劳动力

不足的矛盾，提高农业人口素质。可持

续发展不仅注重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

相协调，更注重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

相适应，因而控制农村人口与提高人

口素质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

题。近年来，一方面农村人口增速较

快，另一方面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外

出务工，农村有效劳动力不足的现实

造成部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其

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收益低，

农民不愿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在土地耕

作上。为此，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措施，

鼓励和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

组织科技人员下乡进行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农

业生产科技运用由“嵌入式”向“内生

型”转变，最终实现农业走向集约式的

发展道路。[ 5 ] 同时，解决农村家庭特

别是有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的养老、托
幼、医疗、帮扶等问题，并维护外出务

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此外，必须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大

力开展面向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就业能力，使

其从数量型向素质型、从体能型向技

能型、从农业型向城乡结合型转变。在
强化以农业技能为主、其他技能为辅

的技能培训的同时，重点培养一批农

业科技带头人，以新形势下“大农业”
的视野，按照市场经济供需平衡的原

则，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培训内容

和培训形式，把农业劳动力培养成为

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农民。
4. 既要保证政府的有效宏观调

控与综合管理，又要建立预防突发情

况的应急机制。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

路要求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在资金、税
收等方面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有益贡

献的主体给予支持，还要通过完善资

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手

段去规范、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保护

农业资源与农业生态环境，促进西北

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灾害与西北地区农牧关系转

变贯通于西北开发的历史进程中，[ 6 ]

根据一部分农户因为作物受灾而家庭

粮食自给不足的情况，政府还需要指

导应对灾害的专项工作，其中包括农

业保险业务。根据贫困地区的情况，

贫困地区比较适宜开展互助性质的农

业保险或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此外，伴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还

需要引导各级农业主体学会利用市

场，应变国际市场的冲击。

四、结论

与世界总量相比，中国总人口占

22%，耕地总面积占 9.5%，人均耕地

面积 0.097 公顷，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8%，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 25%，万元 GDP 用水量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 400%。[ 7 ]由此可见，粮食

生产安全将是我们的永久主题。欠发

达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我国总体农业布

局中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当前作为

全国粮食发展格局这一“大木桶”中
“较短的一片木板”，其粮食安全问题

的发生情况与解决程度，将成为关乎

全局的关键一环。
今后一个时期内，包括西北地区

在内的欠发达地区，其粮食产业结构

调整发展的思路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市场为导向，以国际化大视野发

挥区域比较优势，延伸优势性产业链，

发展特色农业经济；树立农业可持续

发展意识，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制

定长远的农业资源开发战略，搞好农

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加强政府

的有效管理与宏观调控，提高农业人

口素质。

注释：

①虚拟水战略是指缺水国家或地区

通过贸易方式从富水国家或地区购买水

密集型产品来获得水和粮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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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od Security
in Som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ZAN Xin and LI Meng-gang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100044，China）

Abstract: Food security in th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in China's food security. It
will be in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weather condition, water resources, land resources, population, human resourc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ools,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ought and polic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food security in our northwest regions in terms of food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structure, food supply and demand,
dependent on foreign trade, and the comparative return. According to this, we could, first, adopt the strategy of "virtual water
resources" to adjust the different demand on water resour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Second, we could optimize the food 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rd, we c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growth in
population and the inefficiency of effective labor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fourth, we could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guarantee of the effective government macro control.

Keywords: northwest regions；food security；virtual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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