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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视 野 扩 大 到 耕 地 以 外

—
关于我国粮食问题再探索

石 山
关

� 问题探析

自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托
·

布朗先生于 ����年提出
，

����年中国将达 ��

亿多人 口
，

缺粮 �亿多 �
、

国际市场无能力供应的问题以来
，

我国的粮食生产和供应问题引

起了国内外专家
、

学者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

����年 �月莱斯托
·

布朗先生在《谁将向中国

提供粮食》的研究报告中进一步指出
“

中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粮食进 口国
，

这

有可能使世界范围的粮食价格上涨
，

并形成粮食出口国所无法满足的需求
” ，

报告仍坚持
“

�� 年后
，

中国就得进 口大约 �
�

��亿 �粮食
” 。

由于 ����年我国在丰收的情况下
，

粮食
、

棉

花
、

食用油
、

食糖等农产品均有相当数量的进 口
，

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上涨
，

莱斯托
·

布朗

先生的论点更加引起注意和讨论
，

一些国家的专家
、

学者随之纷纷发表意见
�

美国和德国

的报刊称中国是一个
“

饥饿的巨人
” ，

是一个
“

贪婪的胃口
” ，

并认为
“

中国的农业部门根本

无法满足人们对被称为是更好的食物 日益增长的要求
” ，

中国大量进 口粮食为美国提供了

双重机会
，“

�� 年之后
，

中国将是一个更大的买主
，

因此
，

美国农民应当尽可能把每一小块

土地都种上粮食
” 。 “

中国的需求使世界粮食市场将成为销售者 市场
” 。

《日本经济新闻》载

文把中国的粮食与环境间题结合起来 考虑
，

说
“

中国的环境问题 己成为全球性的间题
” ，

“

中国环境间题将左右 �� 世纪的地球
” ，“

�� 世纪的中国将对生态构成产业革命以来所没

有过的威胁
”

等等
。

这样
，

我国不仅是一个
“

饥饿的巨人
” ，

将搅乱世界粮食市场
，

而且还将

是引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策源地
。

对于这些从不同角度发出的不同议论
，

不管多么刺耳
，

作者以为不必急于解释或反驳
，

而应作为逆耳之言认真对照检查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

采

取有效对策
，

用实际成果来检验它们的真实性
，

实践是检验各种议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

准
。

我国究竟将缺少多少粮食又如何解决呢�

近一年来
，

国内的专家学者就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

发表了多种见

解
。

大致分为两大类
�

一类论点认为我国粮食能做到 自给
，

其耕地的生产能力能够养活 ��

亿人 口
，“

到 ���。年即使按最坏设想耕地减少 ���
，

也能基本满足 �� 亿人 口粮食的需

求
” ， “

中国是完全能够继续保持以占世界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人 口这一奇迹的
” 。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长
、

全国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领导小组顾问�北京 �������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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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论点认为我国粮食的供需之间有一定缺 口
，

但数量不大
，

不会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

供需关系
，

更多的人持这种主张
。

其中有人计算到 ���。年大致缺少 ����万 �粮食
，

有人

计算到 ����年粮食缺 口为 ����万 �，

有人计算到 ����年粮食缺 口不超过 ����万 �
。

以上中外学者在研究我国粮食问题时
，

都只以耕地的生产能力为限
，

耕地以外的潜力

未在视野之内
，

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

由于我国耕地少
，

后备资源不足
，

长期以来耕地

继续不断减少人 口继续增加
，

因而只能得出粮食缺 口不断扩大的结论
，

由此所举的解决办

法也必然产生局限性
。

国内学者只在保护耕地
、

改造中低产田和采用高新科学技术与生物

工程取得突破等方面做文章 �少数学者主张发挥草原和水面的潜力
�对于山区的潜力特别

是木本粮棉油植物的潜力
，

几乎无人提到
。

外国学者这样做尚可理解
，

生活在多山国度里

的我国学者也如此
，

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

问题很清楚
，

仅限于耕地

考虑问题
，

是无法找到解决粮食间题的最好办法
，

更无法摆脱我国农业面临的严峻困境
。

据统计资料
，

我国 ���生年耕地面积�����
�

��万 ��
�
�已低于 ����年的耕地面积 �����

�

��

万 ��
“
�
，

且每年仍在减少
，

虽然耕地的潜力还不小
，

但总的增产速度确实已放慢了
。

中国

科学院的专家们按大约增加 ���。亿 ��作为一个台阶
，

将解放后分为四个台阶进行了分

析
�����一 ����年总产量由 ����亿 ��增到 ����亿 ��

，

�年间增产 ���亿 ��
，

年均增产

��
�

�亿 �������一����年总产达 ����
�

�亿 ��
，

��年增产 一���
�

�亿 ��
，

年均增产 ��
�

�

亿 �������一����年总产达 ����亿 ��
，
�年增产 ����

�

�亿 ��
，

年均增产 ���亿 �������

一����年如总产达 ����亿 ��
，

��年增产 ���亿 ��
，

年均增产 ��
�

�亿 ��
，

如总产 ����

亿 ��
，

只增产 ��� 亿 ��
，

年均增产 ��
�

�亿 ��
，

低于第二台阶的速度
，

这样的增长速度显

然满足不了人 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

在这种情况下若仍局限在原有耕地里寻求有效

地解决途径是难以为继的
，

寄希望于科技新突破是一条途径
，

应积极去做
，

但风险很大
，

如

果突破时间推迟将造成困难
，

必须有新的途径承担这个风险
。

� 发展对策

解决我国粮食以及整个农业间题
，

关键在于扩大视野和改变思路
，

着眼于全面利用国

土资源和生物资源
，

还要有长期打算
，

全面安排
。

我国农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人均耕地较

少
，

但山多和水面
、

草原大
，

自然资源丰富
。

山区
、

水面和草原是我国农业的优势和潜力所

在
，

耕地却是劣势
，

虽然耕地是非常重要的
。

要解决我国的粮食和农业问题
，

必须充分利用

山区
、

牧区和水面
，

决不能只限于耕地资源
，

这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
。

时至今 日
，

还必须考

虑我国人 口高峰时的总需求量�希望 �� 亿左右的人 口能成为我国的人 口高峰�
，

早作准备

和具体安排
，

因为山区和牧区资源的开发要有一个过程
，

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

短期行

为和随便开发从根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

还可能起一定的破坏作用
，

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是值得记取的
。

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
，

山丘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写
，

许多牧区也是山区
，

山区建设

就显得特别重要
。

我国山区不仅土地资源十分丰富
，

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
，

堪称天作之

合
，

特别是南方山区被称为世界的一块宝地
，

研究我国粮食和农业问题
，

必须重视山区
。

山区究竟有多大潜力�我国林业用地 �
�

�� 亿 ��
“ ，

其中尚有 �
�

�� 多亿 ��
�

未利用或

没有充分利用
，

如果按每个劳力经营 �
�

����
�

计算
，

则可吸引 �亿个剩余劳力
，

再加上由

于资源增加带动林产品加工业
，

林副特开发
，

森林旅游业发展等提供的就业机会
，

还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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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野扩大到耕地以外

收更多劳动力���
。

还有南方近 ����
�

�� 万 ��
�

草山
，

北方的许多草地也在山区
，

有很大的

潜力可以利用
。

当然开发和建设山区有一定的难度
，

需要投入
，

特别是由于长期工作失误
，

使森林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贫困县和贫困人 口集中在山区
，

开发和建设山区的难度

就更大一些
，

要正视这些困难和不利的因素
。

但是
，

我国只有这类资源可利用
，

为了民族的

生存和发展
，

必须进山并把山区建设好
，

现在已到了非下这个决心不可的时候
。

群众已积极行动起来
。

山区人民出于摆脱贫困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
，

己积

极行动起来并于 �� 年代创造了综合开发和治理小流域的成功经验
，

一批山区县还提供了

在全县范围内开发和建设山区的典型
，

这些经验和典型正在发挥着启发与推动作用
。

如湖

北省京山县是一个山区县
，

平原仅占总面积的 ��
，

从 ����年开始
，

用了不足 �� 年的时

间就开发出 �
�

�� 万 ��
�

山地
，

其中经济林 �万 ��
“、

木耳和花菇林 �万 ��
�、

速生丰产用

材林 �
�

�� 万 ��
� ，

即在山区建设了第二个京山县
，

现在已有可观收入
，

出现了大批生产基

地
，

形成了几个新的市场
，

����年时其产值肯定超过原有的农业产值
。

目前
，

该县开拓新

思路
，

又发现第三个京山等待开发
，

即待改造的小老头林和石头较多开发难度较大的山

地
，

共约 �
�

��一�万 ��
“ ，

这是下个世纪的任务
。

该县为了开发第二个京山 �
�

�� 万 ��
，

山

地
，

共投入 �
�

“ 亿元
，

其中群众投入占 ��
�

��
，

县财政投入占 �
�

��
，

其余是县各部门和

省一些部门的投入
。

今后还得投入
，

为了生产基地搞水利设施和建设畜牧场以及产品的深

加工等
，

但比过去容易筹集了
。

这期间
，

从农业区转移 ���万劳动力进山
，

又吸引外地劳

动力 �
�

�万人进山落户或打短工
。

在 �万 ��
�

经济林中
，

有 �万 ��
“

板栗林和 �����

���耐 银杏林�计划分别达到 �
�

�� 万 ��
，

和 ����
�

����
，
�
，

不仅实现了良种化和矮冠密

植
，

还要上水利和建设小牧场
，

实现集约经营
，

估计盛产期可年产 �亿 ��左右
。

仅就木本

粮食来说
，

也显示了山区的巨大�汁力
，

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考察资料表明
，

南方山区适合

种板栗的土地达 �亿 ��“。

像京山县这样的山区县在各地的出现都显示了威力
，

比如安徽

的金寨县是个老区县又是个贫困县
，

在 �� 年代栽植了 ����万株板栗树
，

建设了 �
�

�� 万

��
�

桑园
，

已成为两大支柱产业
，

又为建设木本粮食和木本棉花基地树立了榜样
。

作者以

为以丝绸补棉花之不足
，

丝绸又以国内市场为主
，

摆脱国际市场变化左右我国蚕桑业的被

动局面
，

应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措施
，

既减轻农田压力
，

又改善人民衣着结构
，

更有利于山区

的发展
。

更令人高兴的是
，

一个山区建设高潮已在许多山区兴起
，

经济林建设更是热火朝天
。

不仅群众的积极性极高
，

不少省区也提出了要在山区再创业的宏伟计划
，

领导和群众想到

一起来了
，

这个高潮是许多因素促成的
，

非常扎实可靠
，

而且有新的经济建设思想
，

即生态

经济思想和大农业思想作指导
，

着眼于全部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

并把发展生产
、

建设环

境和培植资源结合起来
，

实施良性循环的开发模式
。

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明确指

出
�“

在山区发展木本粮油
、

药材和干鲜果品等经济林
，

对于振兴农村经济
，

改善我国人民

食物结构
，

实现粮食产量上新台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图
” ，

这说明在山区发展木本粮棉

油思想已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
。

山区的建设高潮必将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

这是一个新的

机遇
。

为了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
，

从现在起
，

应该在经营好耕地和水面的同时
，

在山区和牧区有计划地建设木本粮棉油基地和人工草地
，

为下个世纪粮
、

棉
、

油
、

肉
、

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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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基本 自给打好基础
，

这是农产品供应立足国内的有效办法
，

也是在多山的国家创造奇迹

的有力举措
。

具体从现在到 ����年前
，

逐步建设起 ����
�

�������
�

�� 万 ��
，

木本粮食基

地
、

����
�

�������万 ���

木本油料林基地和 ����一����
�

��万 ��
，

人工草地以及比现

在多几倍的蚕桑基地
。

这项计划应列入领导议程
，

列入国家的发展计划
，

有固定的人财物

投入
，

还要把任务分解到各山区县
，

并有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实施
，

这样和正在兴起的山区

建设高潮结合起来
，

互相促进
，

相得益彰
。

这项任务的完成
，

不仅使我国的粮食问题和农业

问题可以解决
，

经济建设事业可以顺利进行
，

长期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能顺带解

决
，

全局也就活了
，

使中华文明古国重振雄风
，

重放新彩
，

影响将是极为深远的
�

使山区和

牧区富裕起来
，

比较彻底地解决贫困县和贫困人 口的问题
，

我国的贫困县和贫困人 口绝大

部分在山区
，

上述各种基地建成后
，

山区人民也就随之富裕起来
。

这些产品都是国内外市

场的紧俏商品
，

价格又看好
，

山区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
。

贫困山区将变成富裕山区
，

只要

这些基地布局合理和同时建设好环境
，

这些昔 日的贫困山区还将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

人们

会乐于参观这类新奇迹的
。

大批劳力进山创业
，

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使山区少数民族富裕

起来
，

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

使国家长治久安 �
大大缓解水危机和水旱灾害

，

我国的水

危机和水旱灾害的根源在山区
，

过去山区的森林遭到破坏和水土流失严重
，

雨季
，

山区不

能蓄水
，

下游洪灾严重
，

旱季
，

又无水可用
，

旱灾普遍严重
。

水都送入大海了
，

水危机也就发

生了
。

山区建设好了
，

注意水土保持
，

各生产基地和各小流域均蓄水 自用
，

水旱灾害就能大

为减轻
，

加上水库建设
，

水危机就可缓解
。

因此
，

建设山区是治水的最大工程
，

即常言
“

治水

在于治山
” ，

使我国的环境优美起来
，

建设山区又是最大的环境建设工程
，

���的山区建设

好了
，

荒山秃岭披上绿装或成为生产基地 �这些基地又都是林地和草地
，

并有防护林措

施�
，

这样就解决了全国的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
，

城市和工业污染问题也相应容易治理
。

总之
，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山区和牧区的资源优势
，

认真建设山区
、

牧区和农区协调发

展的农业生产体系
，

解决我国的粮食和农业问题
。

这项建设工程又应和建设山区
、

牧区统

一起来
，

使它们成为富饶美丽的地区
，

从而使老少边山穷的现状转变为老少边山富且美
，

使人们愿意进山和赴边
，

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和生存空间
，

做到
“

天涯处处有芳草
” ，

这才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我们应扩大视野
，

开拓思路
，

努力完成这项伟大的事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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