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导致玉米与其他作物比价关系失调，玉米价

格持续上升，玉米不断侵蚀大豆、水稻等作物面

积；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各行业综合发展，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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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畜牧业快速发展，拉动了市场对于玉米等粮

食作物的需求，农民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更愿

意种植高产高效玉米农作物；三是玉米抗病害能

力相对较强，易于管理，风险相对较少，同时惠农

政策得到落实，如减免农业税、粮食补贴、农用机

械补贴等，提高了农民种玉米的积极性；四是耕

地作为土地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在土地

开发利用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如盐碱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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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玉米综合生产能力贡献因

子

1.1 玉米播种面积变化情况分析

由表 1看出，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同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呈正比关系，2008年至 2013年间呈波

动性上升趋势，2014年吉林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500.0万 hm2，其中玉米播种面积 374.7万 hm2，占

78.21%，玉米在吉林省粮食播种面积中占主导地

位。变化的原因如下：一是国家临储政策的刺

表 1 吉林省 2008～2013年玉米播种面积变化情况 万 hm2

年份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玉米播种面积

资料来源：吉林统计年鉴

2013
479.0
374.7

2012
461.0
370.9

2011
454.5
359.7

2010
448.4
203.1

2009
442.8
197.1

2008
439.1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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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技术等，使过去荒废的土地得到再次开

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了玉米播种面积。

另外，农民耕种习惯，兼业化加剧等因素也导致

玉米种植面积增加。

1.2 玉米总产量变化情况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玉米总产量由 2008年 2083
万 t增加到 2014年 2734万 t，同比增加 31.25%；粮
食总产量由 2008年 2840万 t增加到 2014年 3533
万 t，同比增加 24.4%，玉米总产量整体呈稳定上

升趋势。从整体来看，吉林省作为玉米黄金带，

玉米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一方面得益于玉米

播种面积扩大，高产高效玉米品种得到推广，玉

米单产增加，导致玉米总产提高；二是玉米配套

种植技术得到推广，如玉米大豆轮作技术，改善

了土壤环境，增强玉米抗病害的能力，这归功于

植物保护技术的提高和改进，提高了玉米单产水

平。高科技农业机械应用于土地栽培、管理、收

获等环节中，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促进了农民增收，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了保障。

另外，玉米单产提高，还得益于玉米新品种的不

断推出，如通玉 9532、吉农大 6号，九单 318、金辉

98等。另外，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农业机械利用

率逐步提高，也促进了全省玉米产量的增长。

表 2 吉林省玉米总产量变化情况

年份

粮食总产量（万 t）
玉米（万 t）
比重（%）

2014
3533
2734
77.38

2013
3551
2776
78.2

2012
3343
2579
77.14

2011
3171
2339
73.7

2010
2843
2088
73.44

2009
2460
1810
73.5

2008
2840
2083
73.34

从表 2看出，玉米总产 2009年波动明显，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不景气，粮食

出口相对困难，玉米价格降低，出现卖粮难，农民积

极性受挫，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增加，农村闲置荒地

增加，导致玉米产量下降，但影响时间较短，从

2010年以后伴随经济回暖，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农

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产量逐渐增加。

1.3 玉米单产变化情况分析

吉林省处于玉米黄金带，是重要的玉米主产

区，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宜，优质的黑土地

为玉米种植提供了基础保障。从栽培历史来看，

吉林省玉米种植历史悠久，农民在种植上具有丰

富的经验，伴随市场需求的增加，玉米价格稳定

上涨，农民愿意种植风险小、易管理、效益高的玉

米农作物。同时，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粮食种植

结构会相应的调整，其他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会有

所提升，但短期内玉米在粮食作物产量结构中的

主导地位不会有所变化。

从图1来看，玉米单产2008年达到7127 kg/hm2，

2009～2010年出现下降趋势，2012年到 2013年出

现上涨，2014年继续下跌。2014年玉米单产低于

7年来平均水平，玉米单产波动性较大，相对于改

革开放前，玉米单产整体呈上升趋势。一方面科

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高产高效的新品种在农业种

植中得到推广，其品种品质好，抗病害强等特性，

决定了玉米单产从长期来看稳步提高。但是

2008年至今，玉米产量受自然、人为、科技等多方

面的因素影响也出现波动，一是受全球气候变化的

影响，温度上升，旱情、涝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尤

其是吉林省每年夏季，降雨量较少，部分地区旱情

严重，导致玉米单产波动；二是高产品种经过几年

的种植，新型施肥、除草技术对土壤结构造成破坏，

虽然短期内带来了高产，但长期来看，玉米土壤适

宜性退化，导致单产下降。

2 吉林省玉米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

影响因素

2.1 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耕地质量逐步退化

虽然全省人均耕地是全国的 2倍，但是家庭

经营土地规模只相当于日本的 1/10，德国的 1/20，
英国的 1/100，美国的 1/150。耕地的细碎化不利

于集中连片实现规模化生产，也不利于各种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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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吉林省 2008～2014年玉米单产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吉林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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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技术的推广使用。同时，耕地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基础，玉米的生产依赖于土地质量的高低。

农民在增产、增收时，逐渐加大化肥、农药的使用

力度，对土地结构造成破坏，土壤养分造成缺失，

土壤未及时得到改良与修复。据有关部门测量，

黑土层已由建国初期的 80～100 cm减少到 20～
30 cm，土壤有机质由原来的 5%下降到 2%左右，

耕层有机质含量以平均每年 0.08%的速度下降。

2.2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自然灾害能力弱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现代化得以顺利实现的

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投资力度，

改善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受整体环境的影

响，吉林省的农业基础设施同以往相比，有了较

大改善。但是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预防、自

救能力仍然较弱，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短期内难

以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自然灾害对于玉米生产

影响仍然较大，例如：受其旱情的影响，吉林省夏

季降水量减少，2009年玉米产量出现下滑，进而

影响到玉米总产量的变化。

2.3 农村科技成果推广难，农民素质普遍低下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一些新型的农业技术

得到示范与推广，但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水平

与当前农业生产越来越高的科技需求矛盾仍然突

出。一方面，科研方面近年来也做了许多的研究，

但是真正成果转化的非常少。二是农技推广体系

还很不健全，公益性的农技推广机构未能充分发挥

其应有作用，社会化的农技推广体系尚未建立健

全，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渠道还很不畅通。三是农民

科技素质普遍较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较慢，新品

种推广往往很长的过程才能被农民所接受。

3 对策与建议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在国家粮食供给中占有

重要地位。提高玉米综合生产能力是持续渐进的

过程，必须综合考虑，才能确保玉米稳步增产，为

实现吉林省农业现代化打下基础。

3.1 政府加强宣传引导，保护耕地的生产能力，

整合资源实现规模化生产

耕地的质量是玉米增产的关键，因此保持土

地的生产能力至关重要。一是政府主导，制定科

学合理的政策法规，保障农民权益，协调好城市

化进程与耕地之间的关系，保证玉米播种面积稳

步提升，保证基本农田不减；二是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加大土地资源再次利用，对贫瘠的土壤进

行合理改善，防治水土流失，鼓励使用农家肥，扩

大使用有机肥补贴范围，减少对化肥的需求，提

高耕地质量。三是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将细

碎化土地进行合理整合，实现土地规模连片播

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四是通过广播、电视、网

络、微信等媒体，普及国家惠农政策、法律法规、

农业科普知识等，提高农民耕地保护意识。

3.2 加快科技推广，提高农民技术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的推广是

玉米增产、农民增收的关键。一方面加大新品

种、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建设配套科技成果服

务体系，对农民应用科技成果给予一定的补贴，

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增加玉米产量。二是

通过科技人员下乡、科技培训、讲座等形式，让农

民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市场需求信息、科学技术

动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更多的农民致富能手，

提高农民科学技术水平。

3.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灾害能力

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是玉米丰产的重要保

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增加大

型灌区，提高渠道运转能力，完善渠道体系，实施

节水灌溉工程及技术应用，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和

充分利用，保证农业设施供水能力，增加灌溉面

积，使农田水利工程提高到新水平，增加防灾、抗

灾、减灾的能力。

3.4 制度创新，加强粮食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加快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创新改革，提高玉米

生产利用效率，使个体家庭分散经营方式弊端得

到合理解决，提高土地整体化运行效率，使农业

机械专业化得到落实，新技术新成果得到推广。

分散的经营模式逐渐向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模式倾斜，实行专业化生产，开展规

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达到玉米

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

总之，吉林省是玉米的主产区，虽受种植结构

的调整，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等会发生相应变化，

但短期内玉米主要优势作物的地位不会发生改变。

玉米综合生产能力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途

径，也是吉林省农业现代化目标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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