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肥沃、农业科技力

量雄厚，粮食增产优势明显，潜力巨大，进一步提

高粮食生产能力，不仅能够充分体现吉林省在保

证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为调整产

业结构和农民增收创造有利条件，意义十分重大。

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因

素构成，由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要素的

投入能力所决定，由年度的粮食总产量所表现。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包括 4 方面内容：一是耕地保护

能力。主要指能够保持有多少数量和质量的耕地

用于粮食生产。二是政策支撑能力。包括政策措施

的保障情况、投入增加的状况、农民生产积极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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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保护的情况等。三是科技服务能力。包括农

业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推广体系状况。四是抗灾

能力。包括排灌设施条件、物质装备状况和粮食种

子储备情况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

粮食的实际产量，并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同于

粮食实际产量，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中多

以粮食产量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变量。
本文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耕地资源的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是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的一部分。

2 “九五”以来吉林省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回顾

2.1 粮食综合产出水平

由于我国粮食生产、管理和科技研发均围绕

增加粮食产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一中心任务，

因此，粮食产量成为衡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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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
“九五”以来，吉林省粮食总产量有增有减，总

的趋势是增，11 年间，年均粮食总产量为 2 256

万 t，粮食产量屡创新高，从建国初期的 458.95 万

t 达到 2006 年的 2 720 万 t 的阶段性水平。为保

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图 1 可以看出，“九五”以来吉林省的粮食

总产量经历了两个阶段，“九五”期间，粮食总产量

波动很大，在 1 638 万 t～2 506 万 t 之间。十五期

间，粮食总产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从 1 953.4

万 t～2 720 万 t，年均涨幅 6.85%。其中，水稻和大

豆的产量在 10 年间十分稳定，水稻在 318.2 万～
493.0 万 t 之间呈小幅走高态势。大豆的总产量不

高，在 62.6 万 t～152.1 万 t 之间波动。
从图 1 中还能发现，吉林省的玉米总产量和

粮食总产量呈现正相关，走势几乎一模一样。而且

吉林省粮食总产量也主要是玉米构成的，变动趋

势是一致的。而水稻和大豆的总产量之间呈现此

消彼涨的关系， 1999～2003 年的年度总量基本

没有变化，2004 年以后才稍有增加。说明吉林省

粮食产量还是以玉米为主。
容重是粮食质量的综合标志。目前，中国玉米

定 等 基 础 是 以 容 重 为 主 等 ， 标 准 代 号 为

GB1353-1999，玉米质量指标分 3 个等级，以二等

为中等品，低于三等为等外品。2007 年吉林省虽

然遭受旱灾，但据省粮食局监测分析显示，2007

年吉林省玉米质量较好，按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一

等品率占 60%。
2.2 耕地保障水平

2.2.1 耕地面积保有量

耕地是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为重要的要

素，耕地的供给对于保证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极为重要。统计分析表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

1%，可增产粮食 0.88%。由于吉林省是国家的粮

食产出大省，有 33 个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在耕地保

护上做得很好，从图 2 可以看到，“九五”以来吉林省

耕地面积仅在 2000～2001 年有所减少，减少幅度很

小，不到 0.3%，从 2002 年起吉林省耕地面积大幅增

加，原因可能是统计上的原因。整个十五期间，耕地

面积年年有增加。保证了吉林省做为产粮大省的

基本要素，也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2.2.2 耕地质量

土壤质量是影响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质量的

一个主要因素。据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

调查显示，目前吉林省黑土层厚度在 20～30 cm

的薄层黑土面积占黑土总面积 25%，黑土层厚度

小于 20 cm 的“破皮黄”黑土占 12%左右，完全丧

失黑土层的“露黄”黑土占 3%。而在历史上，自然

黑土腐殖质层厚度一般在 30～70 cm 左右，深的

可达 100 cm 以上，腐殖层小于 30 cm 的比较少

见。土壤有机质是土壤中最基础的物质，土壤有机

质的含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土壤质量和肥力功能。
而近 20 年来, 黑土有机质含量平均下降 10%以

上，而有机质活性下降 30%以上。在土壤养分失

调方面，氮和磷的缺乏虽已初步缓解，但钾和某些

中微量元素的缺乏面积仍在扩大。
2.3 科技服务水平

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可以使粮食生产

技术水平较大提高，推动粮食单产迅速提高，进而

带动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但数据显示，“九五”
以来的 10 年间，吉林省粮食单产增加不大。

如图 3 显示：“九五”以来吉林省粮食单产的

变化也分二个阶段：“九五”期间，粮食单产的波动

比较大，特别是玉米的单产和粮食单产波动一致，

水稻和大豆的单产稳中有升。“十五”以来，粮食单

产水平一直是增长的，但均没有突破 10 年来的最

好水平。在三大作物的育种工作中，我院取得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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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九五”以来吉林省各类粮食总产量变化情况

图 2 吉林省 1996～2006 年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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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就，2007 年，我院承担的“东北平原中部(吉林)

春玉米丰产高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取得了

重 大 进 展 ， 超 高 产 田 平 均 产 量 达 到 11 645.5

kg/hm2，创造了我国雨养春玉米产量的最新纪录。但

由于劳动素质及生产条件等多方面的制约，要挖掘

这种潜力的难度是很大的。在大面积生产时，粮食单

产只能实现超高产田纪录的 60%～70%。

在农业推广的实践中，吉林省农科院为吉林

省的农业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吉林省农

科院在省内建立了 76 个农村科研基地或示范区，

在 16 个示范县(市)建立了 16 个高标准的星火科

技专家大院；在 9 个县市派遣了 9 名科技特派员；

承担了玉米、水稻、大豆作物的科技入户工作。
2.4 灾害防范能力

多年的实践表明，吉林省干旱年频率较高，丰

年和歉年粮食总产量相差很多。1997 年、2000 年

和 2001 年为歉年，总产分别为 1 808.3、1 638.0

和 1 953.4 万 t。而丰年的 1998、2005 和 2006 年为

2 506、2 581.2 和 2 720 万 t。这是由于产量的提

高和气候变暖，干旱年频率较大的原因造成的。这

个问题也是今后粮食继续高产的主要自然障碍因

素，不容忽视。近些年干旱不仅威胁西部，而且向

中部粮食主产区扩展，并逐年加重。吉林省因干旱

造成粮食减产一般年份在 500 万 t 左右，最高年份

高达 850 万 t，干旱问题不解决，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就很难稳步提高，农民持续增收也就没有保障。
“九五”以来我省有效灌溉面积的农田占耕地

面积的30%左右。中部雨水比较充沛，西部降水较

少，处于常年干旱的状态。从全省粮食生产发展区

域看，粮食生产的重点和潜力仍在中部和西部地

区。全省农田水利工程配套率只有40%，完好率

50%。机电设备完好率50%。涝区内涝成灾，导致

粮食减产；67%的小型水库带病运行，成为下游城

镇、村屯、重要交通干线和大片农田的直接威胁和

汛期的严重隐患。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农药品

种增长率达 100%，其损失率在重点防治区为 7%

左右，一般为 10%左右。到 2000 年前后，全省三大

作物主要病虫和草鼠害损失率停留在 7%～10%，

即年损失 17.5 亿 kg 以上。优质专用作物品种的

推广，有引起病虫害回升的可能。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是高产再高产的过程，难度远比过去更大，

且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更高，农药又是目

前防治病虫草鼠害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突发性

病虫防治，离不开化学农药，因此对其防控措施研

究和推广利用，在提高吉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的过程中，应予以关注。

3 小 结

在对吉林省“九五”以来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回顾中，通过研究发现：“九五”以来吉林省的粮食

总产量得到了大幅增长。但在对耕地保障水平、科
技服务水平和防灾水平的研究发现，吉林省的耕

地保有量很好，但耕地质量在下降，要引起重视。
在科技服务水平方面，虽然各方面的投入很多，但

作物单产一直没有得到突破。在防灾方面，10 年

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有提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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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九五以来吉林省成灾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耕地面积
(千 hm2)

成灾面积
(千 hm2)

占耕地面
积比重(%)

粮食总产量
(万 t)

1996 3 958.5 963 24 2 326.6
1997 3 987.1 3 096 78 1 808.3
1998 4 006.6 1 333 33 2 506.0
1999 4 009.3 973 24 2 305.6
2000 3 993.9 3 125 78 1 638.0
2001 3 981.6 3 033 76 1 953.4
2002 5 224.8 1 513 29 2 214.8
2003 5 165.9 1 733 34 2 259.6
2004 5 373.9 1 608 30 2 510.0
2005 5 549.4 2 425 44 2 581.2
2006 5 649.5 1 587 28 2 720.0

资料来源：吉林统计年鉴各年

图 3 九五以来吉林省粮食单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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