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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随 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深层问题日益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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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学时报》作者：刘彦随 发布日期 2010-10-19  

 

  

 

 

□刘彦随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极端多变气候影响下的全球粮荒问题日益严重。

了《世界农作物前景及粮食形势》报告，强调歉收、涨价与限制出口等正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占世界人口22

终是头等大事。从我国耕地禀赋及其产粮能力来看，当前粮食生产问题还未到可怕的地步。但是，众多不安全的因素日益

化、盲目的农业结构调整、无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三怕”，正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深

 

   耕地面积减少尚不可怕，怕的是好地被撂荒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粮食安全的根基。1996～2008年，我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减至18.25亿亩，人均耕地由

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理应成为中华民族安国兴邦的“生命线”。然而，守住

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保障粮食安全，仅靠守住耕地还不够，关键是要管用并举，重在用好耕地。 

 

  在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的比较效益低，而且土地流转市场远未发展起来，成为导致耕地资源粗放和低效利用的深

上涨而种粮收益不增时，农民宁愿买粮也不肯种地，造成耕地撂荒蔓延，复种指数持续下降。据遥感监测分析：

162.6%降为156.4%。耕地撂荒在区域上具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向。如湖北、陕西部分市

的优质水田撂荒率高达30%。2004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免三补”和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对于耕地保

耕地撂荒的深层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不可怕，怕的是有地无人耕  

 

  农业劳动力流向城镇符合理性的逻辑思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

移的盲目性、无序性。留守在家务农的多是老弱妇幼人员，造成农业主体弱化及农村劳动力短缺，正成为阻



广、田间管理与规模经营的重要瓶颈，更难以适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战略需求。 

 

  我国人多地少，农民种地通常是“一年不得闲，就是不赚钱”。因而不少农民不再“爱土惜地”，而是加入

农村空心化。在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出地区，甚至出现“有地无人耕”的局面。据对湖北、陕西典型县调

53%，愿意种田的农民不到20%，且年龄多在50岁以上；因举家外出务工和劳动力缺乏导致闲置或粗放利用的耕地比例

青壮劳动力主体，他们大都不愿种地，其子女将不会种地。因此，“有地无人耕”所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耕地

还反映了深层次的农村社会问题。  

 

   建设占用耕地并不可怕，怕的是占地一窝蜂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正确处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生态保护”的关系，事关土地可持

些年来，耕地面积快速减少及其利用的非粮化倾向明显，直接导致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的“新低谷”。近几年

技进步贡献，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恢复增长直至再创新高。但应当清晰地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收入的利益

用，却热衷于征地、卖地，以地生财。各行各业“一窝蜂”式抢占耕地的行为正愈演愈烈。  

 

   城市化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建设应避免盲目扩张。当前各地存在一味追求城市化的倾向，甚至一些中小城市、小

扩城区、建园区，设施建设大手笔，不惜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来发展地方经济；伴随着人口的非农化，我国农

设中已暴露出“以租代征”、“建新不拆旧”等问题，使村庄建设成为侵占耕地“大户”；在一些传统粮食主

片面追求优、特、新倾向，平原种树、挖塘养殖、大建农园之风十分盛行，对严格保护耕地和稳定粮食生产

 

   破解深层矛盾，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三怕”矛盾，在时空尺度上具有叠加性，因而其综合影响及危害性更大。纵观新

保障粮食生产中长期规划与决策中尚存在一些误区，归纳为“三不”：一是保护耕地不等于保障粮食安全生

种田；三是各地种粮不如依靠国家粮食基地产粮。针对破解深层矛盾和消除认识误区，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1.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从我国人多地少、城乡差距大的基本国情出发，不仅要从经济

与粮食安全的战略问题，而且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不愿种地的深层问题。  

 

   建议充分发挥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控与引导功能，加强土地用途（空间）管制；围绕“保面积、攻单产

提，建立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体系，以及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基本农田的长效机制；有效整合多渠道的农业资

金，加大农田整理与中低产田改造力度，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健全和完善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当前按照耕地面积发放“粮食直补”的办法，忽视了耕地资源的利用

策性补贴，这不仅浪费了国家宝贵的惠农资金，而且难以起到激励种粮的效果。  

 

  建议国家将按耕地面积直补，改为按粮食产量直补，将农业政策鼓励改为产粮奖励；充分发挥“粮食直

县、产粮大户倾斜；根据年度收成和非农就业收入，适时浮动补贴标准，多种多产多补，让种粮者长期受益，切

 

   3.建立土地流转和耕地合理利用保障体系。遏制因举家外出打工或劳动力缺乏导致耕地撂荒的长久之计

职业性农民，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让撂荒地尽其用，让耕种者得其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