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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长期食物保障能力与对策 

棘梦洁 赵其匿 

(十科断磊五而卿r 琼1L0008) ／／ 
摘 要 苏省具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是江苏省作为贲 

源约柬型省份．̂ 口众多，耕地的数量藏步，质量退化，使江苏省中长期食物儇障能力受到挑战．车立论证 了江 

苏省中长期食物儇障警力，并提出了保证食物安全的对蕈靳措施。、 h 

烂L词．-冀 ； 竺 ；竺 Y — ～  ⋯，⋯ ⋯ J 
】 江苏省粮食生产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江苏省位于长江下游，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土地面积约 10．26 ，江苏气候属于 

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南北差异显著。江苏省的平原和水面约占全省总面积 的85． 

7％．加上 昆好的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是我国农业最发达 的省区之一．全省 

土地垦殖指数较高，种植业发达，1996年以 占全国 4．7％的耕地生产了 占全 国 7．1％的粮 

食，江苏省农业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江苏省是资源约束型省份，在进入 

90年代后，江苏省的粮食产量 出现徘徊局面，一方面粮食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耕地面积 

减少、耕地质量下降、农业投入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使粮食生产面临严 

峻形势。 

1．1 人口快速增长 

江苏省人口众多．1996年全省人口密度 693人／krn2，居全国之首。从 1983年到 1996 

年江苏省人 口由 6135万增长到 7110．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1．14％。 八五”至“九五”期 

间．江苏省面临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冲击；同时该省平均每年净迁入人口6．6万人。有关 

专家‘l 对江苏省人 口进行预测，到 2000年．低、中、高方案预 测的江苏省 总人 口分别是 

7294、7362、7417万人，展望 2020年 3种方案预测的总人 口分别是 7948、8114、8240万 

JkDt]。 

1．2 人均耗粮水平增加 

近年来江苏省经济实力稳步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粮食消耗结构的快速转换和消费水平 

的快速增长。研究 表明人均收入水平与粮食需求量呈现密切的相关关系；人均纯收入水 

平增加，对于粮的直接需求先增加，然后逐渐减少．而肉类、鱼类、蛋类、酒类和其它需求都有 

所增加，折台成粮食的间接需求量后，粮食总的需求量是上升的。1996年江苏省人均粮食 

需求为 389．58公斤，专家预测‘1 200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将达到 400公斤以上．随着收入的 

增加，人均粮食需求收入弹性将趋向于零，202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将为460公斤。 

1．3 农业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表 1是江苏省农业(种植业)物耗、产值和农村社会总产值序列，由于现行核计制度缺乏 

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物耗统计，表 1采用的数据为当年价格，各序列仍具有可比性。从 1985 

蝴 

第 

)  

／  年 

～ 

 ̈ ， 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8o 土 壤 1999年 第 4期 

年到 1996年农业(种植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17．3％，同期农业 (种植业)物质消耗年均增 

长率为 22．8％．同期农村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 26．6％，农业的物质消耗增长速度高于 

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而低于农村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表 1 江苏省 1985年和 1996年农业(种植业】产值、橱耗情况(当年价格】。 (亿元) 

1．4 种粮比较效益低。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市场逐渐开放，粮价多次上涨，但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等同 

甚至超过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表 2)，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从 1978 

年到 1996年，江苏省粮食类产品的收购价格 衰2 1995年粮食与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指数高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 的上涨幅 ‘以1994年为ioo) 

度，但是明显低于部分经济作物、禽畜产品、 

干鲜果类 和水产 品类收购 价格和 涨幅 (表 

3)。产品收购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到农业用 

堡! 奎竺苎皇塑苎 竺翌 苎里 墨堕 苎兰 
131．7 126．9 146 4 134．6 118．3 133．1 

地的内部调整，往往出现“粮棉争地”和“粮林(果)争地”等现象。 

表 3 全省部分农I唾产品收购价格分类指标 (以1978年价格为100) 

1．5 耕地持续减少。质量下降 

耕地减少(表4)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1)基建占有耕地。江苏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 

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城市的扩展势必占用耕地．1991～1995年平均每年基建占地 1万公 

顷以上；(2)乡村集体占用耕地以及农村宅基地占用耕地。乡村集体占地主要用于乡村工业 

发展，农村人 口近年呈现减少的趋势，但是农 

村宅基地的建设不减反增。这两项每年平均 

占用耕地 2～4千公顷；(3)农业内部调整用 

地，一部分耕地被遢耕还林或者改种经济作 

物。因开发荒地增加的耕地面积低于减少的 

面积．1985年到 1996年耕地面积平均每年 

减少 1．7万公顷。 

寰4 江苏省历年年束耕地面积 (千公顷) 

年份 耕地面君{ 年份 耕地面积 年份 耕地面事l 

1985 4639 7 1989 4569 3 1993 4495 2 

1986 4625．9 1990 4557．9 1994 4464．0 

1987 4602．1 l991 4550．0 1995 4448．3 

1988 4579．8 l992 4521．9 1996 4435．4 

耕地数量减少的同时还伴随耕地质量的下降．转化为非农用途的土地大部分是优质粮 

田。以外，由于工业(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污染源不断增加，而污染治理设施跟不上，农业 

·本文数据脒特剐说明外．均引自江苏省农林厅塘(江苏农村经济费料(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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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将面临由点污染扩大为面污染，永污染扩大至耕地农田污染的局面 ，都会导致 

土地生产力下降，影响粮食的产量和质量，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1．6 环境退化，灾害频繁 

江苏省属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 

区，多种灾害性气候的机率较高，近年来自然 

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程度都有所增加。灾害类 

型包括洪涝、旱灾、风雹灾与冰冻灾害等．以 

洪涝灾害和旱灾为主。从表 5中看出，90年 

代和 80年代相 比，受灾面积和灾害的成灾率 

都明显扩大和增加，而且表现为洪灾和旱灾 

交替发生，频率加剧。1998年长江流域乃至 

全国其它地区还爆发了建国以来的特大洪涝 

灾害，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也 

严重地影响了粮食生产。 

表5 江苏省主要年份旱灾与洪涝灾害受灾、 

成灾面积一览表 (千公顷) 

2 江苏省粮食增产潜力 

2．1 耕地面积预测 

耕地面积选用灰色系统 GM(1，1)嘲模型，该模型为 ： ( +1)=AExp(一n× )+6． 

选用江苏省 1983--1996年耕地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可得到模型参数：d=0．003831．6= 

4654．059837，模型检验参数 c=0，2208，p=1，0000，表明为很好i 

江苏省耕地面积变化情况对应的灰色模型为： 

X( +1)=一1210274．21Exp(一0．00383t)+1214913．91 

经计算得到的预测结果为：200o年时，耕地面积为 436，901万公顷；2020年时，耕地面 

积为 404．678万公顷。1985年～1996年。耕地面积减少了 20．43万公顷．年均减少 1，7万 

公顷，根据预测．1996--2020年耕地面积将减少38．87万公顷，年均减少耕地面积 1．23万 

公顷，符合城市发展需要及近期出台的耕地保护政策，预测结果是可信的。 

2．2 粮食需求分析 

根据高、中、低 3种方案预测的江苏省人口和对应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可以计算出江 

苏省 20o0年和 20l0年粮食需求量(表 6)。 表6 江苏省2000年和2020年不同人口增长方 

如果粮食生产保持 1996年的单产水平．2020 案所蔫的鞍食 (万吨) 

年粮食产量也无法满足低增长方案人口的需 

求．不能实现粮食自给，因此提高土地生产率 

是江苏省具备食物保障能力的必要措施。 

2．3 粮食增产可行性分析 

2．3．1 耕地的生产潜力 

综考会 ‘曾对粮食生产潜力进行研究，认为全国平均粮食生产潜力为 1280公斤／亩 · 

年，长江以南三熟区为 1500--1840公斤／亩·年。江苏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属于亚热带 

气候，光热水资源丰富．匹配良好。1996年江苏省耕地亩产为 522 公斤／亩·年，仅及耕地光 

· 中国牡科院中国中长期童蛔保障能力与对蘸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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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水资源潜力的30％，耕地蕴藏了巨大的生产潜力．粮食增产具备理论可行性。 

2．3．2 粮食增产的实际可行性分析 

2 3．2．1 开发改造中低产田 

全省除兴化、吴江、扬中 3县市以及常州、苏州市郊外，各市县均分布有 中低产地 (表 

7)，尤以淮北旱作区、丘陵地区、沿海垦区、通南高沙土地区、如海垦区等区域集中连片。 中 

低产田的制约因素以水因素为主占42．1％，次为综台因素和土因素，分别占29．44％和 

26．45％。以水为限制因子的中低产田改造的关键是加强水利工程和农 田基本建设，减少旱 

涝灾害的影响；以土为限制因子的中低产田的改造主要通过完善排灌体系，以水压盐洗碱， 

取得较好效果。通过治理改造，中低产耕地粮食年亩产提高100公斤，就可增加粮食 500万 

吨，在 2020年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也可增加粮食 450万吨。 

目前，江苏省的高产 田约 1500万亩，按 表7 江苏省“四低 资源结构 (万亩) 

优质高产高效要求，每亩增产 5O公斤，则粮 

食的增长潜力为 75万吨，若每亩增产 100公 

斤，则粮食的增产潜力可达到 150万吨。 

2．3 2．2 提高复种指数 

江苏省的复种指数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2O个百分点。8O年代江苏省复种指数 

保持在 185％左右，近年徘徊在 177％左右，1996年为 178％。江苏省大部分地区实行稻 

(玉)麦两熟和棉(麦)两熟制，太湖地区的麦豆稻、麦瓜稻等三熟制，复种指数稳定在约 

200％。今后提高复种数的重点是苏南地区。复种指数提高到 19o％，等于耕地面积增加了 

7．3％，相当于 2o20年耕地面积增加了 29．54万公顷，以．7o％用于种粮，亩产按 1996年江 

苏省平均亩产 522公斤计．可增加粮食 231万吨。 

2．3 2．3 合理施肥 表8 江苏省主要年份肥料施用(折纯量)状况 

粮食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肥料的投入， 

1995年江苏省肥料用量(表 8)已达 45公斤／ 

亩(折纯量)，但是肥料投入 中氨、磷、钾 比例 

失调，1995年全省、磷、钾的投入比是 1：O．33 

：0．16，与大多数农作物所需的 1：0．5～0．6： 

0．8～1．2的比例有很大差距，由于磷、钾元 

(万吨 ) 

素供应不足，全省大多数地区只有依靠挖掘土壤磷、钾库存弥补亏缺，以致土壤有效磷、钾， 

特别是钾素含量下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南通市土壤速效钾含量十多年下降23．3％。‘ 

施肥的不平衡使三要素相互增效的作用不能发挥。今后的重点是合理施肥，调整施肥结构， 

以推行平衡施肥可增产 1O公斤／亩计，2o2O年可增产粮食 60万吨。 

2．3．3 强化对病虫草鼠害的防治 

病虫草鼠害对江苏省农业生产造成了经常而普遍的威胁(表 9)。199o～1995年平均每 

年发生病虫草鼠害约3千万公顷，每年因病虫草鼠害造成的粮食损失平均达到 1117505吨， 

其中病虫害造成的粮食损失比例最大，平均占总损失的 71％。如果能加强对病虫草 鼠害的 

防治，以近年粮食损失的 50％计，就可挽回 5O万吨粮食的损失。 

· 江苏省寝业区划委员台 江苏省农业后备簧穰诃董评价和开发年町用研究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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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耕地资源的粮食替代能力 

3．1 木本粮替代粮食 

奉省木奉粮林主要分布在宁镇扬丘陵，以板栗等干果为主。但是管理和科技水平不同 

而造成单产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以板栗为例，立地条件好、管理合理、科技水平高的园地亩 

产可达到 5oo公斤，而管理和科技条件不好的园地亩产甚至只有几十公斤。木奉粮的增产 

潜力大。不仅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还可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出口创汇能力(出口10万吨板 

栗可换回70万吨小麦)。近年江苏省板栗种植面积稳定在35万亩，实际产量在69～1oo公 

斤／亩，生产潜力一般在 300--480公斤／亩， 衰10 三荒资源宜林宜园面积‘ (万亩) 

目前 尚有近 10万公顷的三荒宜林．宜园资源 

(表10)，生产潜力较大，以宜园三荒资源的 

20％种植板栗，亩产 150公斤计．出口可换取 

96万吨小麦。 

3．2 水域开发 

江苏省在 1986--1996年间水产品产量增长了3倍(表 11)；在充分利用水面的基础上。 

由自然捕捞转 向人工养殖，养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率 由1986年的 55．7％增加到 1996年的 

62．8％；同时加强海洋捕捞，提高了海产品的比重。 

褒 l1 讧苏省历年水产品产量和养殖面积 

江苏省有淡水 可养水面 553．53千公顷，已养面积是 474．19公顷，低产面积 205．49公 

顷，其中水库养殖低产面积最大．其次是河沟养殖和池塘养殖q)，低产水面的单产往往只及 

平均单产的 50％，大部分低产水面具有可改造性。从 1986至1996年，淡水养殖单产由78 

公斤／亩提高到 198公斤／亩，在此基础上单产水平再提高50公斤是完全可能的。若将谈水 

可养水面全部利用，同时改造中低产水面，使平均单产水平提高50公斤，淡水养殖产量可达 

到 206万吨，可替代粮食 222万吨。 

江苏省海岸面积约 3．5万平方公里-lJ．其中沿岸陆地及潮间带滩涂 1万平方公里左右， 

· 江苏省衷韭区划办 江苏省疲业后备蟹蠢一查评价和开点利用研究 l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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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部分约 2多万平方公里，沿海滩涂滩宽坡缓面积大，适于围海造田、养殖、种植等多种利 

用方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除已利用的潍涂资源以外，全省沿海滩涂按资源优势配置，0 

可建设对虾养殖基地 58万亩，鳗鱼养殖基地 25o0亩．文蛤养殖基地 144万亩，紫菜养殖加 

工基地 2．5万亩，如果沿海滩涂得到充分开发，单产水平达到 120公斤／亩，海水养殖产量可 

达到 4．24万吨，替代粮食 4．6万吨．且 出口创 效益远不止于此。 

4 结论与对策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苏省粮食生产面临严峻的形势，但是粮食生产也 

存在巨大的潜力。如果能充分挖掘耕地生产潜力．2020年粮食产量将达 4110万吨，非耕地 

粮食替代能力为320万吨，江苏省中长期食物保障能力毋庸置疑。然而要切实发挥耕地生 

产潜力．需要从规划、投人、改造等多方面人手。 

4．1 搞好粮食生产布局并切实执行 

根据农业生产条件．江苏省有 6个一级农业区 ]：徐淮农业区、里下河农业 区、沿海农业 

区、沿江农业区、宁镇扬丘陵农业区和太湖农业区。在农业生产中．应该根据不同农业区的 

特点，做好规划．搞好种植业的生产布局。徐淮农业 区光热条件较好，人均 占有土地资源较 

多．但中低产田面积也较大，今后应注意生产条件的改善，建设好商品粮基地和果品生产基 

地；里下河农业区地势较低，河网交错，低产水面面积较大，应充分开发水域的生产潜力，提 

高淡水养殖产量；沿海农业区是江苏省人均耕地最多的区域，有大片海涂可供开发，粮食生 

产发展较快，今后应在保障粮食自给有余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海洋渔业基地的地位；沿江农 

业区是江苏人地关系最紧张的地区．粮棉争地的现象明显，应处理好粮棉生产 的关系；宁镇 

扬丘睦农业区是江苏主要丘陵区和主要林木生产基地．同时也是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但该 

地区地形复杂，易受早涝灾害，应当继续加强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抗御旱涝灾害能力 ；太湖农 

业区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但人多地少的矛盾也较突出，尤其该区乡镇工业的三废排放量也急 

剧增加，水体污染尤为严重．无锯县外塘水面几乎全部污染 [6]，治理环境污染、创造良好的 

农业生态环境成为该区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4．2 突出重点．开发后备土地资源．加强中低产田的改造 

在粮食供给可行性分析中，中低产田改造和高产田建设是提高粮食供给能力的主体．尤 

其是中低产田的改造，是江苏省是否具备食物保障能力的关键。以往在改造中低产田的工 

作中，由于重点突出，水利工程质量不高，导致改造效果不理想。对中低产田的改造要实行 

统一规划。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连片治理。 

4．3 增大投入力度 

土地是农业增长的限制因素‘6j，但只要资本能够有效地替代土地和劳动，农业的增长 

就不会受到土地数量的绝对制约。提高土地生产率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开发沿海潍涂为例， 

仅筑堤匡围和内部水系配套每亩土地约需投资 1300多元，亩耕地投资约 2100多元，亩虾 

池、鱼池投资则更高，开发江苏省的滩涂就需投资几十亿元。0江苏省农业投人水平滞后于 

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在今后应逐渐增加农业投人，缩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同的差距。 

4 4 重视农业科技工作．提高农业技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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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岩性特性具有质地(以砂粒为主，土壤质地为壤质细砂土或更粗 )、结构(呈单粒或极脆弱 

的块状结构)、有机质含量(41．5g／kg)等 3方面的限制。我们认为，表土有机质含量易随人 

为利用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对于我国南方地 区，由于 土壤资源有限，这些 由砂质沉积物上形 

成的土壤目前已多被利用。在利用过程中常施用大量的有机肥，目前这些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已超过 1．5g／kg。例如分布在浙江省滨海平原外缘、由近海风浪淘洗分进的砂质沉积物及 

经强风激扬搬动沉积的风积砂上形成的这类土壤，目前土壤有机质含量为7g／kg左右，远远 

高于修订方案中的标准，因此我们认为这类母质特性在有机质含量方面不应加以限制，否则 

这些土壤一旦被利用，其归属就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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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的资源、人 口条件决定了江苏省农业发展的战略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这也是江 

苏一贯的农业技术传统。仅建国以来主要农作物 良种的全面更换更新就先后进行 了4～5 

次 ，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改进了品质，增强了抗逆能力。江苏省农业技术路线在现阶段 

和今后应以生物技术、有机技术为导向，将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这不仅符台江苏 

省的省情，也符合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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