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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粮食供需平衡的思考

颜胜安 , 何晓嫒
(陕西省农业遥感信息中心 , 陕西西安　 710015)

摘　要: 粮食安全是确保国民经济健康、 稳定、 快速发展的基础。通过陕西 1980年以来粮食总产

与夏、 秋粮单产分析 , 并计算陕西粮食实际生产力和光能生产潜力。对陕西粮食生产与消费总量

平衡对比分析、 粮食消费水平逐年变化和粮食供需平衡关系对比分析。得出陕西粮食单产目前已

属较高水平 , 粮食增长有潜力 , 但短期内增长幅度有限 , 陕西今后粮食缺口将扩大 , 并将持续一

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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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农业和粮食工作会

议上 , 强调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 加强对粮

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支持 , 切实保护耕地 , 加

大投入力度 ,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 千方

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是从确保国民经济健康、 稳

定、快速发展的全局要求出发 ,夯实发展基础 ,扎

扎实实地加快推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的战略

举措。气象部门要认真贯彻 “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

确保粮食安全” 的要求 , 为陕西省粮食生产和储

备体系建设 ,为保持相对安全的粮食供需形势 ,深

入细致做好各项服务 , 应较为全面地掌握陕西粮

食供需情况。

1　资料

采用的粮食和人口资料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局

出版的 《陕西统计年鉴 2003》 ,在 《陕西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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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3- 08- 28- 20选择滤波流场

m /s以上的东风急流 , 铜川处于切变辐合区。

5. 2　铜川地区上空处于一个水汽的辐合中心 ,水汽

通量散度低层达 - 20× 10- 8 g /( cm
2· h Pa· s) ,垂

直速度的上升中心;垂直速度在 700 h Pa层达到-

20× 10
- 3
h Pa /s,散度场上低层 ( 500 h Pa以下 )辐

合 , 850 h Pa维持一个- 20× 10- 6 s
- 1的中心 ,高层

辐散 ;水汽通量、垂直速度、散度的中心在铜川上空

叠加 ,水汽条件和动力条件达到比较有利程度。

5. 3　在天气尺度背景下的中尺度辐合系统是铜

川暴雨发生的直接影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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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缺少的年份 , 由历年陕西统计年鉴补充。

人均消费量资料来自陕西省农村经济调查队依据

其抽样调查资料按规定方法推算结果 , 粮食消费

量是人口统计资料与消费总量的乘积。

2　陕西省粮食生产能力与潜力

2. 1　粮食生产能力

自 1980年开始 ,陕西粮食总产总体呈上升趋

势 , 1989年跃上 1 049. 2万 t , 1998年又上升到 1

303. 1万 t ,达历史最高水平 (见图 1)。自 1989年

以来 , 陕西省粮食总产年平均为 1 067. 2万 t。

图 1　陕西省历年粮食总产

陕西省粮食总产是由夏粮与秋粮之和构成 , 近 20

多年 ,夏粮总产最高的 1997年 ,为 584. 9万 t,秋

粮总产最高是 1996年 , 为 783. 3万 t。夏秋粮最

高产量之和 1 368. 2万 t ,可视为目前陕西省粮食

总产的最高水平。 可代表陕西当前以及以后几年

粮食最高生产能力。但陕西粮食总产年际间波动

较大。 自 1990年以来 , 最高的 1998年与最低的

1995年比较 , 总产相差 389. 7万 t, 占 1990年以

来的年平均 1 068. 5万 t的 36. 5%。 2000年以来

陕西粮食总产略有下降 ,每年总产均低于 1989年

以来的平均值 , 总产水平在 1 000万 t左右。

从 1980年以来 ,陕西粮食单产总体呈上升趋

势 , 秋粮于 1996年达到最高 3 498 kg /hm
2
,夏粮

于 1997年达到最高 3 229. 5 kg /hm
2 (见图 2)。自

1980年以来 , 年平均单产为 2 655. 6 kg /hm
2
, 其

中 1980至 1989年 10 a间平均为 2 292. 2 kg /

hm2 , 1990至 1999年 10 a间平均为 2 647. 2 kg /

hm
2
, 增加了 355 kg /hm

2
, 20 a平均递增约 17. 7

kg /hm
2自 1999年以来 , 陕西省夏秋粮单产逐年

稳步上升 , 近 4 a平均分别达到 2 833. 5 kg /hm
2

和 2 993. 3 kg /hm2。近 4 a单产逐年增加 ,而总产

有所下降 , 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种植面积

减少。以 2003年粮食生产为例 , 2003年夏秋粮食

的单产都高于 2002年 ,若以 2002年的面积计算 ,

因单产提高可使粮食总产增加 43. 8万 t , 而面积

减少使总产减少 81万 t , 两者相抵净减少

37. 2万 t。

图 2　陕西省历年夏秋粮单产变化趋势

2. 2　粮食生产潜力

作物生产潜力的计算方法 , 是通过计算作物

生育期内对太阳光合有效辐射的利用和固定 , 计

算光能利用率 , 推算作物的理论产量。

光合有效辐射的计算 ,采用 H. A叶菲莫娃的

计算公式:

Q= 0. 43S+ 0. 57D

式中 Q为光合有效辐射 , S为太阳直接辐

射 , D为散射辐射。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
o
C· d的日数 ,表明

温暖期和生长期的长短 , 是作物光合积累的关键

时期 , 此时期的光合有效辐射 , 可视为主要作物

的光合有效辐射值。除秦岭高山以外 , 按公式计

算陕西各地≥ 10
o
C· d的光合有效辐射 , 1. 34×

109～ 1. 84× 109 J/m2。平均为 1. 59× 109 J/m2。

光能利用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光能利用率 ( E ) =
HW ( 1- a) ( 1- b) /m

0. 24Q
×

100% ( 2)

Q: 作物生长期光合有效辐射 ( J /m2 )

W: 作物生长期单位面积产量 ( kg /m
2 )

H: 作物干物质燃烧值 H= 1. 779 29× 107 J/m
2

a: 风干作物含水量 a= 0. 14

b: 作物产量中无机物含量 b= 0. 38

m: 经济系数 m= 0. 38

0. 24为作物光量子效率

按 ( 2)方法计算陕西近 10 a粮食实际单产的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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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 10 a平均单产光能利用率为 1. 74% , 最

高单产光能利用率为 2. 05% ,最低单产光能利用

率为 1. 47% 。粮食作物面积 2002年为 339. 7万

hm2 , 2003年为 312. 3万 hm2。今后陕西粮食作物

面积稳定在 333. 3万 hm
2
的前提下 , 按 ( 2)方法

反算陕西的粮食生产潜力 (见表 1)。

运用光能利用率反算光能生产潜力 , 是指在

其它条件 (水、 温、 肥等 ) 都充分满足 , 作物还

须有适宜的密度、 合理的栽培方式 , 无病虫害等

非常优越的环境下 , 仅由光合有效辐射决定的理

论产量 , 与实际生产有着较大的差距。再比较近

4 d夏秋粮的平均单产 ,已经接近 2%的光能利用

率。与国内与国际水平比较 , 陕西粮食单产已属

较高水平。

表 1　陕西省粮食生产潜力

平均光能

利用率 /%

粮食平均单产

/ ( kg /hm2 )

小麦平均单产

/ ( kg /hm2 )

粮食生产潜力

/万 t

小麦生产潜力

/万 t

2. 0 3 129 3 098 1 043 434

2. 5 3 912 3 614 1 304 506

3. 0 4 695 4 130 1 565 579

3　陕西粮食消费水平

3. 1　粮食消费量和粮食产消差逐年增大

陕西省人口占全国的 2. 8% , 粮食产量占全

国的 2. 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乡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粮食消费总量呈现逐年增

加的态势。据陕西省农村经济调查队测算 , 1998—

2003年 , 全省粮食消费总量增加了 80万 t , 增长

7. 14% ,平均每年增加 16万 t,年均增长 1. 44% 。

人均消费粮食从 1998年的 311. 8 kg , 增加到

2003年的 319. 7 kg。 年均增加 1. 6 kg , 增长

0. 51% 。陕西多数年份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存

在缺口 , 1998— 2003年 6 a中 , 年平均粮食总产

1 070. 8万 t,年平均消费 1 166. 1万 t。只有 1998

年产量大于消费 ,其余 5 a粮食均不能自给。粮食

平均总产与消费的差 95. 3万 t , 占平均总产的

8. 9% , 占平均消费总量的 8. 2% (见表 2)。

陕西粮食产量还存在结构不平衡、 地区不平

衡问题。陕西粮食的产需品种结构上 , 玉米自给

有余 , 小麦和大米短缺 , 小杂粮基本平衡。正常

年景小麦缺口 74万 t , 水稻缺口 67万 t , 玉米富

余 55万 t。 2000年以前 , 地区之间粮食不平衡情

况 , 表现为宝鸡、 咸阳、 渭南、 汉中、 安康、 延

安粮食有余 , 其它各市粮食短缺。近几年安康也

加入了缺粮食行列 , 汉中、 延安临近粮食短缺。

3. 2　饲料和工业用粮增幅较大

200 3年陕西粮食消费 1 19 8. 8万 t总需求

表 2　粮食产消平衡表

年份

　

生产总量

/万 t

消费总量

/万 t

产消差

/万 t

人均生产量

/kg

人均消费量

/kg

人均产消差

/kg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平均

1 303. 1

1 081. 6

1 089. 1

976. 6

1 005. 6

968. 7

1 070. 8

1 121. 2

1 141. 2

1 167. 7

1 178. 2

1 188. 5

1 198. 8

1 165. 9

181. 9

- 59. 6

- 78. 6

- 201. 6

- 182. 9

- 230. 1

- 95. 2

362. 4

298. 9

298. 9

266. 9

273. 7

262. 5

293. 9

311. 8

315. 4

320. 4

322. 0

323. 5

325. 0

319. 7

50. 6

- 16. 5

- 21. 5

- 55. 1

- 49. 8

- 62. 5

- 25. 8

中 , 口粮消费需求量 712. 5万 t ,占 59. 4% ; 饲料

消费需求量 335万 t ,占 27. 9% ;工业消费需求量

109万 t , 占 9. 1% ; 种子需求量 42. 4万 t, 占

3. 5%。而 1998年陕西粮食消费 1 121. 2万 t总需

求中 ,口粮消费需求量 730. 1万 t ,占 65. 1% ; 饲

料消费需求量 269. 8万 t ,占 24. 1% ;工业消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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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 80. 8万 t, 占 7. 2% , 种子需求量 40. 6万 t,

占 3. 6% 。口粮和种子用粮基本稳定。饲料和工业

用粮 , 无论是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有较大增长。

4　陕西今后粮食缺口将增大 , 并持续一个时期

1998年以来 , 年均 95万 t的粮食产消缺口 ,

在今后陕西经济的发展中 , 不仅不会缩小 , 还会

进一步增大。 原因由几个方面的客观条件决定。

4. 1　粮食增长有潜力 但短期内增长幅度有限

影响粮食总产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单位面积产

量和种植面积。目前陕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 已

经达到较高水平 , 接近计算的光能利用率 2% 。

1980年以来 , 粮食平均单产为 2 557. 5 kg /hm
2 ,

最高是 1998年的 3 213. 0 kg /hm
2
。最高单产比平

均单产高 25. 6%。 2003年全省粮食平均单产为

3 099. 0kg /hm
2 ,与最高水平相差 114 kg /hm

2 ,仅

低于最高水平 3. 5%。单产提高的基础是优良、高

产及有很好抗性的新品种培育成功 , 科学、 合理

的种植方式和种植制度的应用与推广 , 这些都不

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

陕西粮食种植面积 , 1980年 431. 1万 hm
2
,

2003年 312. 3万 hm
2 , 减少了 118. 8万 hm

2 , 平

均年递减 4. 9万 hm2。其中 , 1999年到 2003年 ,

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 90. 4万 hm
2
, 年平均递减

22. 6万 hm
2。随着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 经济

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 , 城镇建设和工业用地的增

加 , 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中退耕还林 (草 ) 等政策

的实施等 ,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还将逐年减少 , 只

是减少的幅度变小。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不可逆

减少 , 对总产的制约作用 , 使得粮食总产近几年

徘徊在 1 100万 t左右。

4. 2　粮食需求量刚性增长 ,工业和饲料用粮逐年

提高 , 粮食总需求量的增长也是不可逆

根据陕西省第五次人口普查与 《 21世纪的陕

西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成果 , 选择陕西总人

口发展趋势 “中中方案”。陕西省农村经济调查队

预测 2005年粮食总需求为 1 241万 t , 2010年为

1 288万 t。

4. 3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消费隐性需求增

加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对粮食加工

精量的要求增大 , 增加了原粮的需求 ; 城镇人口

和流动人口的增大 , 加大了市场供应量。 对粮食

的隐形消费需求增加的主要是小麦和大米。

5　结论

5. 1　近 4 a陕西夏秋粮平均单产接近光能利用

率 2. 0% ,已属较高水平。夏秋粮最高单产都超过

光能利用率 2. 0%水平 , 陕西粮食生产增长潜力

有限。

5. 2　陕西粮食产消基本衔接 , 总体处于安全状

态。按国家粮食管理部门对产销区的划分 , 陕西

产消缺口低于 10% , 仍为基本自给省份。正常年

份陕西粮食产消存在缺口约 95万 t左右 ,其中小

麦和水稻短缺 , 玉米有余。

5. 3　粮食种植面积的不可逆减少 ,使粮食总产自

1998年以来持续下滑 , 2000- 2003年粮食总产都

低于 1 000万 t。同时粮食总需求呈上升趋势 , 产

消缺口逐年增大。 扼制粮食面积下滑 , 保护基本

农田 , 重视粮食生产 , 保持相对安全的粮食供需

形势 , 是巩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

果的重要举措。

陕西作为东西结合部 , 粮食的安全对西部有

明显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联动节点作用。合

理定位粮食安全 , 建立粮食安全预警机制 , 加强

对周边相邻省份粮食情况 , 以及全国和国际粮食

情况的监测和掌握 , 做到心中有数 , 不仅对陕西

粮食安全的贡献 , 也是对周边省份 , 甚至对西部

及国家粮食安全也有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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