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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玉米产区生产与需求动态及调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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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玉 米 所"吉 林 公 主 岭 136100)

摘 要!玉 米 是 主 要 的 粮 食#饲 料 及 工 业 加 工 作 物"中 国 是 玉 米 第 2 大 生 产 国 "从 全 国 范 围 看 "玉 米 总 产

量 与 需 求 量 基 本 持 平$ 但 各 省 区 玉 米 生 产 发 展 很 不 平 衡"玉 米 的 消 费 水 平 差 异 也 很 大"呈 现 出 生 产 与 市 场 需

求 错 位 的 局 面$ 本 文 依 据 玉 米 种 植 面 积 和 总 产 量%玉 米 消 费 情 况 把 我 国 玉 米 产 区 划 分 为 3 种 类 型"即 玉 米 主

产 区#非 主 产 区 和 中 间 产 区& 分 析 了 各 类 产 区 玉 米 生 产 与 市 场 需 求 错 位 动 态 及 采 取 的 调 控 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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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玉米种植面积 2 429.7 万 hm2"总产量 11 750.3 万 t"单产 4 831 kg/hm2& 从全国范围看"
我国玉米总产量与需求量基本持平& 但各省区玉米生产发展很不平衡"玉米的消费水平差异也 很大"
呈现出生产与市场需求错位的局面& 依据种植面积%总产量及消费情况"可把玉米产区划分为 3 种类

型!第 1 类为玉米主产区"第 2 类是非主产区"第 3 类为中间类型&

1 玉米主产区的生产与消费状况

我国玉米主产区包括东北区的吉林%辽宁%黑龙江省及内蒙古"华北区的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
西南区的四川省& 这一类省区玉米种植面积都在 150 万 hm2 以上"总产量在 600 万 t 以上& 吉林%山东%
河南%河北种植面积都在 200 万 hm2 以上"总产量超过 1 000 万 t(表 1)& 主产区玉米种植面积占全国面

积的 67.6%"总产量占 全国的 70%"其中 山东省是畜 牧大省"蛋%奶产量居全 国首位"年产 玉米 1 445.2

万 t"作为口粮消费 110 万 t"饲料消费 1 120 万 t"近年"山东省的玉米产 量与消费基 本持平’四川 省年

产玉米 797.6 万 t"人 口 1 亿多"人均 粮食不足 400 kg& 每 年 养 猪 7 500 万 头%肉 羊 1 200 万 只%家 禽 7

亿多只"而该省年产 配合饲料 700 万 t"需消费 420 万 t 玉 米& 现有玉米 生产能力 远远满足不 了需求&
因此"四川虽是玉米主产区"但玉米供应量不足"每年都要外调玉米’东北三省年产玉米 3 200 万 t"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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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 产 区 玉 米 生 产 情 况

吉林 辽宁 黑龙江 内蒙 山东 河南 河北 四川

219.7 142.3 180.1 129.8 241.4 220.1 247.7 173.6
261.0 156.7 231.3 151.9 250.5 220.0 254.3 218.1
258.0 143.2 228.6 156.2 253.0 232.0 257.7 215.3
262.7 143.5 205.4 159.1 240.6 238.7 248.9 161.7
290.2 159.9 217.8 167.6 245.5 242.0 263.1 163.3

4 520.0 3 874.0 4 390.0 4 847.0 6 079.0 4 843.0 4 012.0 4 431.0
5 091.0 5 225.0 3 843.0 4 984.0 6 117.0 5 234.0 4 166.0 3 767.0
5 970.0 5 993.0 4 684.0 5 259.0 5 201.0 5 129.0 4 016.0 4 347.0
6 148.0 6 322.0 4 046.0 5 585.0 5 865.0 3 211.0 4 314.0 4 454.0
6 238.0 6 753.0 4 310.0 5 657.0 6 106.0 4 338.0 5 613.0 4 753.0

993.2 551.1 790.8 629.2 1 467.5 1 075.0 994.5 744.9
1 328.4 818.7 819.5 757.0 1 532.4 1 151.4 1 059.5 813.5
1 540.0 858.0 1 070.5 821.5 1 316.0 1 189.8 1 035.0 919.9
1 615.3 907.2 830.9 888.7 1 411.0 766.3 1 073.6 724.3
1 810.0 1 079.7 939.5 948.0 1 499.0 1 050.0 1 157.6 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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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玉米产量的 28%!但配合饲料产量只占全国的 11%"东北地区玉米年年有剩余# 吉林省年产玉米

1 457.4 万 t!作为饲料 消费 500 万 t!作为 工业原料加 工 410 万 t!每年库 存玉 米 300 万 t 左 右# 可 见!
玉米主产区大部分省区玉米自给有余!需要开拓国内外市场!达到产销平衡#

2 非主产区玉米生产与消费状况

非玉米主产区主要包括广东$江西$福建$湖南$甘肃$江苏$广西# 这些省区平均玉米种植面积只

有 27.1 万 hm2!占全国的 8.5%!年均玉米总产量只有 110.7 万 t!占全国的 7.5%(表 2)# 该区不仅 玉米

面积 小!总产量小!而且单产水 平也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 我国的华 东 区 和 中 南 区 畜 牧 业 较 发 达!饲 料

生产规模较大#这两个地区年产配合饲料 5 000 万 t!占全国配合饲料产量的 60%#玉米需求量缺口很

大!造成生产与需求的严重错位#

广东省是我国饲料生产大省!年产配合饲料 1 060 万 t!占全国配合饲料产量的 11.2%# 生产这些

配合饲料需 消费玉米 600 余 万 t!而该省年 产玉米只有 56.1 万 t!每年需调 入或进口 玉米 450!500 万

t# 湖南省是产粮大省!每年可调出大米 200- 300 万 t!同时又是饲料粮的调入大省# 该省配合饲料产量

560 万 t!生产这些饲料需要玉米 330 万 t!而玉米总产量只有 122.9 万 t# 每年需要调入 150"200 万 t

玉米# 江西省年产配合饲料 230 万 t!需要 130 万 t 玉米!而玉米总产量只有 6.3 万 t# 这 3 个省份玉米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成为限制饲料工业和畜牧业大发展的障碍因素#
总之!我国的玉米主产区玉米生产规模大!总产量多!完全可以达到自给自足!有的省份尚自给有

余# 非玉米主产区多是饲料生产大省!玉米生产规模小!总产量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这种玉米生产

与市场需求 错位!造成玉 米长距离运 输!成本提高!运输损耗加 大!必须采 取有效 措 施 加 以 调 控!尽 量

做到产需平衡#
第 3 类型区主 要是指前两 区以外的地 区!玉米 生 产 规 模 中 等!产 量 可 基 本 满 足 需 求!或 稍 有 不 足

但供需矛盾不突出#

3 平衡玉米生产与调整市场需求的几项措施

3.1 调整作物布局实现区域内玉米产销平衡

在玉米主产区应扩大优质米水稻$大豆$酿造高粱$优质小杂粮的种植面积!适当压缩玉米种植面

积# 考虑畜牧业饲料$玉米深加工及出口的需要!积极发展高淀粉$高油$高赖氨酸玉米$糯玉米$甜玉

米$爆裂玉米及青贮玉米生产# 高淀粉玉米的淀粉含量在75%左右!采用高淀粉玉米生产淀粉可增产淀

粉3%# 玉米油是高营养食用油!国际市场十分畅销# 高油玉米(含油量7%#10%)是优良的精饲料!单产

是大豆的3倍!发展高油玉米可以做到粮$油$饲兼用# 优质蛋白玉米其赖氨酸含量比普通玉米高1倍# 高

赖氨酸玉米在提高饲料蛋白利用率$降低饲料成本$改善肉质等方面效果显著# 总之!在玉米主产区可

以通过调整作物布局!增加专用玉米种植来减少普通玉米种植面积!使其达到产与销的平衡#

表 2 非 主 产 区 玉 米 生 产 情 况

广东 江西 浙江 福建 湖南 甘肃 江苏 广西

18.9 2.5 5.2 3.7 27.9 46.4 42.3 61.1
16.5 2.0 5.2 3.5 27.0 46.7 43.0 55.7
14.2 1.9 5.2 3.6 27.3 50.4 43.7 52.0
13.6 1.8 5.2 3.7 29.0 49.1 45.2 54.1
13.8 1.4 5.5 3.8 27.7 48.8 38.9 58.7

4 020.0 3 360.0 3 889.0 3 016.0 4 492.0 4 533.0 5 595.0 3 016.0
3 961.0 3 116.0 4 073.0 3 051.0 4 266.0 4 260.0 6 047.0 3 626.0
3 770.0 3 274.0 4 272.0 3 094.0 4 368.0 4 354.0 5 995.0 3 094.0
3 913.0 3 600.0 4 143.0 3 144.0 4 438.0 4 983.0 4 366.0 3 007.0
4 068.0 3 333.0 4 128.0 3 359.0 4 578.0 5 023.0 5 566.0 3 002.0

76.1 8.5 20.3 11.1 125.1 210.5 236.8 184.2
65.2 6.2 21.1 10.8 115.1 199.0 259.9 168.5
53.5 5.5 22.3 11.2 119.2 219.2 436.5 161.0
53.1 6.3 21.5 11.6 128.6 244.4 197.3 159.7
56.1 4.8 22.5 12.7 126.6 245.0 216.6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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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南方地区玉米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单产有所提高!但发展仍缓慢"大力发展南方玉米生产对

缓和饲料用粮紧张#保证饲料工业发展#解决贫困山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减轻运输压力#降低饲料粮成

本都有十分 重要意义" 我 国南方非玉 米主产区光 热资源丰富!无霜 期 长!可 以 两 季#三 季 甚 至 四 季 种

植玉米" 发展非主产区的玉米生产并非要每个省都大力发展玉米以求自给自足!可以考虑 在 3!5 个

省的范围内达到产销平衡即可" 这样做可以大大缩小玉米的流通半径" 在华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

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潜力" 在南方水稻集中产区 可逐步将 200 万 hm2 的双季晚 稻和低产稻 田改为水

稻与玉米轮作" 在广东#福建和海南有开发种植 100 万 hm2 冬玉米的生产潜力" 我国南方的玉米单产

水平比全国平均单产低 30%!提高玉米单产的潜力很大" 总之!我国非玉米主产区应该通过扩大玉米

种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水平!增加总产量!缓解玉米需求的矛盾!逐步做到区域内玉米自给自足"
3.2 调整饲料工业布局!促进玉米就地转化

根据玉米生产的不平衡性!搞好畜牧业和饲料工业的合理布局!就地转化主产区多 余的玉米是 扭

转玉米积压局面的重要举措"大量采用玉米作饲料是发展畜牧业的根本保证!也是玉米转化增值的重

要途径"著名的美国玉米带生产的大量玉米用于畜牧业饲料使玉米带成为乳肉带"发挥玉米主产区的

玉米优势!建立饲料工业体系是实现玉米转化增值的关键" 目前!我国北方玉米主产区饲料工业 虽初

具规模!但饲料生产 存在规模 小#品种不全#质量不高的 问题" 为此!应 立足于玉 米 资 源 优 势!贯 彻 就

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原则$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发展饲料工业" 各

省 应 在 大 中 城 市 建 立 饲 料 添 加 剂 工 厂!生 产 蛋 氨 酸#赖 氨 酸#维 生 素#微 量 元 素 及 其 他 非 营 养 性 添 加

剂" 在县级主要抓蛋白质添加剂浓缩饲料厂" 可以从预混饲料厂购入添加剂预混饲料!集中本地的蛋

白质饲料进行二次加工" 乡镇一级则将蛋白质添加剂浓缩饲料和玉米等能量饲料 混合进行第 3 次加

工!生产各种配合饲料直接供应用户" 北方玉米主产区若能把大量玉米加工成配合饲料!用来发展畜

牧业!把玉米转化成肉乳蛋!既可以大大减轻大量输出玉米原粮带来的负效应!又可以通过转化#出口

和外销畜产品实现玉米的大幅度增值!真正把玉米生产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3.3 建立玉米工业体系!实现玉米加工增值

近年!发达国家用作工业原料和食品加工的玉米占玉米总消费量的 15%"18%" 以玉米为原料制

造的工业产品主要有%玉米淀粉#醇类#酯类#有机酸#酶制剂等千余种" 用玉米可制糖!其甜度与蔗糖

相当" 玉米可榨油#酿造白酒#黄酒!制作玉米膨化食品#方便玉米片#速食玉米#精制玉米粉等" 近年!
美国进入国际市场的玉米原粮减少了 17.1%!转而以玉米精加工产 品出口!玉 米经深加工 出口比以原

粮出口增值 3#8 倍" 发展玉米工业一方面可以消化更多玉米!另一方面又可实现转化增值" 纵观 国

内外玉米工业发展趋势和经验!我们认为玉米主产区应该加大发展玉米工业力度!尤其是食 品工业更

应优先发展" 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大多数是从农产品加工起步的" 英国的工业化是靠羊毛纺

织业发展起 来的$美国的 工业化靠食 品工业起家" 近年!美国的 食 品 工 业 总 产 值 是 农 业 产 值 的 5 倍"
近年!发达国家居民餐桌上的 70%$80%的食品是经过多层次加工的农产品" 抓 住这个契机!大力发

展 食品工业就 可获取高额 利润" 玉米主 产区应该大 力引进资 金#人才!引 进 先 进 的 技 术 设 备!发 展 玉

米淀粉#乙醇#制糖及玉米食品工业" 要以优质的玉米深加工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可使玉米增值 3%
5 倍" 以吉林省为例%90 年代中期!吉林省玉米产量 1 500 万 t!每年要积压 600 余万 t" 90 年代后期开

始!吉 林 省 大 力 发 展 玉 米 加 工 产 业!兴 建 几 家 大 型 的 玉 米 加 工 龙 头 企 业!全 省 工 业 加 工 玉 米 已 达 410

万 t" 玉米工业的兴起大大缓解了玉米大量积压的矛盾!并通过深加工使玉米大大增值" 吉林省已经

形成了较强大的玉米经济体系" 我们认为!建设玉米主产区的玉米工业体系!通过加工转化多余 的玉

米!实现玉米增值和出口创汇!是玉米主产区的必由之路"
3.4 搞好玉米市场的国内外大循环!适时调节玉米出口

北方是玉米 主产区!为减 少南下玉米 流量!缓解玉 米积压!应 把 握 国 际 市 场 的 有 利 时 机!从 大 连#
秦皇岛等口岸出口玉米" 为适应出口需要!应加速出口玉米生产基地的建设!在基地上实行规范 化和

标准化生产" 生产上选用纯黄#纯白品种!保证子粒均匀整齐!少用高残留农药和除草剂" 同时!要建

立信息网!以 便迅速了解 国内外市场 动向!分析其 需求与行情!为 领 导 者 和 生 产 者 决 策 服 务" 南 方 沿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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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各省可根据市场情况!适量进口玉米!形成南进北出的格局"建立大市场大循环观念!适时把握国际

市场的有利时机!利用国际市场调节我国玉米区域间的不平衡"在国内市场采取大型企业集团定点定

量收购玉米的办法!减少中间环节" 把饲料加工和玉米工业企业作为长期参与玉米流量的固定 渠道"
在充分 考虑玉米产 区与销区 利益均衡的 基础上!切实 搞好国内玉 米 流 通 渠 道!真 正 做 到 以 余 补 缺!实

现我国玉米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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