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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省的玉米生产发展迅猛$玉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大宗产品& 吉林省已经成为我国玉米总产

量最多$单产水平最高$玉米人均占有量’商品量’出口量最多的玉米生产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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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后$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致使百余年间吉林省的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 9<=& 年

崇实将军倡导开发东北地区$清室废除了禁入东北的禁令& 山东’河北等处移民大量涌入$吉林境内

开始全面开荒& 9&>" 年前后$榆树县’扶余县等地垦荒较早并开始零星种植玉米$从此开始了吉林玉

米生产的历程&

! 种植面积

清朝中叶$吉林境内人烟稀少$9=>9 年全省人口仅 9#:% 万人$玉米只是零星种植& 民国初期89>9?
年;玉米种植面积为 %>:= 万 @A!$到民国末期89>!> 年;玉米种植面积为 !=:< 万 @A!$9>!?B9>!> 年平均

玉米面积为 !9:> 万 @A!&民国末年的资料表明$吉林省几种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占粮豆面积的比例分别

是#大豆占 %":<>C$谷子占 9<:%?C$高粱占 9=:"%C$玉米占 &:>#C& 由此可见$民国末期玉米仍为次

要作物&
日伪时期89>%9B9>?# 年;$玉米生产发展较快& 9>%! 年$全省玉米种植面积为 %9:9= 万 @A!$而到

9>?? 年玉米面积已发展到 9"&:% 万 @A!&9>%!B9>?? 年平均玉米面积 &?:"< 万 @A!&从几种主要作物播

种面积占粮豆总面积的比重变化可以看出玉米生产规模的发展速度& 9>%! 年时$大豆面积占粮豆总

面积的 %!:&=C$高粱占 !9:%&C$谷子占 !":!9C$玉米占 =:=%C%9>?% 年$大豆面积占 !9:">C$高粱占

!9:#%C$谷子占 !":"%C$玉米上升到 !9:9<C& 至此$玉米的种植面积已与大豆’高粱’谷子相当& 玉米

已经从清朝时的零星种植发展成为吉林省的重要粮食作物&
建国后$9>?> 年玉米面积为 >&:# 万 @A!& 9>#"B9>#> 年平均玉米种植面积为 <>:&% 万 @A!$&" 年

代平均为 99":#& 万 @A!$=" 年代平均为 9??:"% 万 @A!$<" 年代平均为 9<9:=" 万 @A!$>" 年代平均为

!!>:?< 万 @A!$!"""B!""% 年平均达到 !#":%# 万 @A!& 进入 !9 世纪$吉林省的玉米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了山东省8!?&:%= 万 @A!;$居全国第 9 位& 从各年代玉米种植面积占粮豆作物比例变化可见$#" 年代

时玉米面积占粮豆面积的 !9:%<C$与大豆8!":&9C;’高粱89>:##C;’谷子89>:=#C;基本持平& &" 年代时

玉米面积占 !=:=#C$而大豆’高粱’谷子却呈下降趋势& 到了 >" 年代$大豆面积已减至占粮豆面积的

99:"=C$高粱减少到 %:&9C$谷子为 9:"&C$玉米为 &<:!=C& !9 世纪初$吉林省的玉米种植面积占全

国玉米面积的 9":?!C&

" 玉米单产

吉林省的玉米产量$民国初期单产水平很低$如 9>9?B9>9< 年平均单产为 ?=! D2 E @A!& 9>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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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单产为 %&’ () * +,-! 民国时期玉米单产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地多人少"耕种粗放"广种薄收!
.&-# 年和 .&-/ 年吉林#黑龙江两省分别作出土地抢垦的决定"即规定荒地谁开垦就归谁耕种! 荒地

大量开垦"耕种管理粗放! 据当时对 .! 个县 ". 个村屯的调查表明"玉米#高粱#谷子的单产比垦荒初

期有所下降!
日伪统治初期0.&#- 年1玉米单产水平0. ###2% () * +,-3低于高粱的单产0. "#"2- () * +,-3"而高于

谷子0. -/!2" () * +,-3和大豆0. -!!2/ () * +,-3!日伪时期大豆#高粱和谷子的单产水平呈缓慢的下降趋

势! .&#.4.&"" 年吉林省平均玉米单产水平为 . #.$2- () * +,-"同期"大豆单产为 . $!$ () * +,-"高粱

为 . #$! () * +,-"谷子为 . $!& () * +,-! 这时期的玉米单产水平已居旱田作物之首!
建国时0.&"& 年3吉林省玉米单产水平为 . -#&2$ () * +,-! .&"&4.&!" 年"玉米单产水平波动在 . $/%2/

4. #%-2/ () * +,-!这时期吉林省玉米单产水平处于 . /$$ () * +,- 以下的水准"其原因是种植低产的农

家品种#化肥用量很少#病虫草害防治不力和耕种管理粗放! .&!/4.&%% 年"玉米单产水平波动在 .
//-2/4# $!%2/ () * +,-! 这期间由于推广种植了杂交种"化肥用量渐增"科学种田水平有所提高"玉米

的单产水平提高较快! .&%’4.&’/ 年"由于增大化肥用量#推广种植了一批高产晚熟杂交种和玉米四

定栽培法配套推广应用"致使吉林省的玉米生产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期间玉米的单产水平已经稳定

达到 # $$$ () * +,- 水平! 从 .&’! 年开始"吉林省的玉米单产水平稳定超过了 / $$$ () * +,-! 进入 &$
年代"由于全面推广种植了高产稳产杂交种#继续增大化肥用量#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综合

防治技术防治玉米主要病虫害和玉米化学除草面积扩大等一系列先进配套的耕作栽培技术在玉米生

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促使吉林省的玉米单产水平大幅度提高! .&&$4.&&& 年平均单产水平达到 ! %..2.
() * +,-! 同期"全国玉米平均单产为 " ’#"2- () * +,-! 这时期"山东省的玉米单产水平为 / #"’2" () *
+,-! 至此"吉林省的玉米生产不仅全国面积最大"而且单产水平最高0表 .3!

! 玉米总产量

.&." 年吉林省玉米总产量为 -.2#’ 万 5".&-& 年总产量增加到 /%2.- 万 5! 玉米总产量增长很快"

¡ 1   ¡¢£¤¥¦§¨©(1 949 ¡ 2003 ¡) 
¡¢£¤ ¡¢£ ¡¢ ¡¢£¤ ¡¢£ ¡¢ ¡¢ (¡ hm2) (¡ t) (kg/hm2) ¡¢ (¡ hm2) (¡ t) (kg/hm2) 

1949  96. 52 1 19. 59 1  239. 0 1977 151 . 83  380. 20 2 505. 0 
1950  91 . 28 129. 00 1  413. 0 1978 152. 01   489. 50 3 217. 5 
1951   75. 36 102. 62 1  362. 0 1979 159. 56  533. 75 3 345. 0 
1952  80. 03 144. 15 1  740. 0 1980 168. 19  506. 90 3 015. 0 
1953  82. 67 132. 15 1  597. 5 1981  155. 13  527. 30 3 397. 5 
1954  84. 37 127. 70 1  515. 0 1982 160. 55  589. 25 3 667. 5 
1955  98. 73 147. 10 1  492. 5 1983 171 . 49  941 . 00 5 490. 0 
1956 106. 05 121 . 00 1  140. 0 1984 185. 48 1  103. 75 5 947. 5 
1957  90. 78 107. 15 1  177. 5 1985 167. 96  793. 13 4 725. 0 
1958  98. 33 137. 60 1  402. 5 1986 198. 99 1  016. 42 5 1 15. 0 
1959  88. 69 131 . 85 1  485. 0 1987 212. 20 1  231 . 60 5 805. 0 
1960 100. 41  106. 45 1  057. 5 1988 198. 70 1  221 . 00 6 150. 0 
1961  105. 46 122. 90 1  162. 5 1989 198. 30 1  007. 55 5 085. 0 
1962 122. 19 153. 15 1  252. 5 1990 221 . 91  1  529. 55 6 900. 0 
1963 121 . 59 155. 50 1  275. 0 1991  228. 01  1  400. 13 6 135. 0 
1964 1 10. 49 151 . 60 1  372. 5 1992 223. 41  1  326. 20 5 940. 0 
1965 102. 1 1  162. 95 1  597. 5 1993 203. 90 1  290. 56 6 954. 0 
1966 1 17. 57 182. 30 1  552. 5 1994 210. 01  1  439. 40 6 854. 0 
1967 1 12. 79 189. 90 1  680. 0 1995 234. 40 1  639. 40 6 994. 0 
1968 108. 42 174. 50 1  612. 5 1996 248. 10 1  753. 40 7 067. 0 
1969 104. 54 143. 15 1  372. 5 1997 245. 40 1  260. 00 5 153. 0 
1970 108. 49 250. 45 2 310. 0 1998 242. 12 1  924. 70 7 949. 0 
1971  123. 61  286. 10 2 317. 5 1999 237. 60 1  692. 60 7 125. 0 
1972 125. 15 262. 10 2 090. 5 2000 219. 70  993. 20 4 520. 0 
1973 141 . 39 354. 70 2 520. 0 2001  261 . 00 1  328. 40 5 091 . 0 
1974 161 . 83 458. 95 2 835. 0 2002 258. 00 1  540. 00 5 970. 0 
1975 161 . 84 496. 80 3 067. 5 2003 262. 70 1  615. 30 6 148. 0 
1976 154. 57 440. 55 2 8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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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粮豆总产量中玉米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 (6!6 年大豆的总产量占粮豆总产量的 !#8",Q#高粱占

!5&!3Q#谷子占 !$&6#Q#玉米只占 6&65Q$ $6,! 年全省粮豆总产量中#大豆仍居首位#占总产量的

,$&,5Q#其次是高粱占 !,&!,Q#谷子占 $6&!#Q#玉米占 5&)!Q$ $6,! 年时吉林省玉米总产量为 %$&35
万 D$此后#大豆’高粱’谷子的生产规模呈现缩小趋势#而玉米生产有所发展$$6%, 年全省玉米总产量

达到 $,,&,! 万 D$ 玉米总产量占粮豆总产量的比重上升到 !!&#%Q#仅次于高粱0!%&%6Q4#超过了大豆

0$6&36Q4和谷子0$5&51Q4$ $6,!R$6%% 年玉米平均总产量为 )!8%6 万 D$
$6%6 年玉米总产量为 $$6836 万 D$$63’R$636 年玉米总产量平均为 $,$8’ 万 D#占全国玉米总产量

0$ 6!%85 万 D4的 #8)6Q(#’ 年代总产量 $3,85 万 D#占全国总产量 0$ )538’ 万 D4的 58)5Q(5’ 年代总产

量 ,6%8) 万 D#占全国总产量0% 3358# 万 D4的 )866Q()’ 年代总产量 )6,8% 万 D#占全国0# 65#8% 万 D4的
$!835Q(进入 6’ 年代#吉林省的玉米总产量增加到 $ 3,68) 万 D#占全国玉米总产量 0$$ ’3# 万 D4的
$,86,Q$ 这时期吉林省的玉米总产量已经超过山东省总产量0$ ,568! 万 D4#居全国第 $ 位$ 纵观 3’ 年

来的玉米总产量增长情况可见#从 5’ 年代开始玉米总产量实现了 , 次大的飞跃$即 5’ 年代总产量比

#’ 年代增加 !%$8$ 万 D#增长了 $3583Q()’ 年代总产量比 5’ 年代增加 %6)8# 万 D#增长 $!#8#Q(6’ 年

代玉米总产量比 )’ 年代增加 #%#8% 万 D#增长了 #383Q$
3’ 年代时玉米总产量占全省粮豆总产量的 !%8%3Q#高粱占 !$8’!Q#大豆占 $68’$Q#谷子占 $#8!’Q$

至 5’ 年代#玉米的产量比例上升到 3$853Q#大豆减少到 )8!5Q#高粱为 $’8!!Q#谷子是 $’83%Q(进

入 6’ 年代#玉米总产量已占全省粮豆总产量的 5,85%Q#大豆减少到 ,86!Q#高粱为 !85$Q#谷子产量

只占 ’83,Q$
建国 3’ 年来#吉林省玉米的单产和总产量变化呈现出 3 个阶梯&第 $ 阶梯是从 $6#3 年开始#其

单产达到 $ 3’’ ST U G:! 水平#总产量在 (31 万 D(第 ! 阶梯是从 (651 年开始#单产达到 ! 111 ST U G:!#
总产量在 !31 万 D 水平(第 , 阶梯是从 (656 年开始#玉米单产达到 , 111 ST U G:! 水平#总产量超过

311 万 D(第 % 阶梯是从 (6)% 年开始#单产水平稳定超过 3 111 ST U G:!#总产量达到 ( 111 万 D 水平(
第 3 个阶梯是从 (661 年起#吉林省的玉米单产达到 # 111 ST U G:! 的阶段水平#总产量达到 ( 311 万

D$ 至此#吉林省真正成为全国玉米种植面积最大’单产水平最高和玉米总产量最多的玉米生产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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