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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传统粮棉产区扩大玉米生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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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我国玉米未来需求与生产能力的缺口不断扩大的实际出发,分析了长江中下游传统粮棉产区主

要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发现该区域内水稻生产集中度基本维持不变;小麦生产集中度除安徽有明显上涨趋势外,

其余3省生产集中度则均在下降;湖北、安徽、湖南的玉米生产均有所上升;棉花在一些地区种植面积持续调减。

基于传统玉米种植区玉米种植面积难以再扩大的背景,从国家产业布局、资源环境约束角度提出长江中下游传

统粮棉产区扩大玉米生产的可能性,并对未来该区域扩大玉米种植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玉米生产;产业布局;资源约束;需求驱动;作物选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5)02-0058-05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5.02.008

  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主的粮食作物占我国粮食产

量的80%,2007年以前水稻一直是我国播种面积最

大的作物,高于小麦和玉米,2007年后玉米越居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之首,并逐年递增。2012年玉米播

种面积达到3500万hm2(同年水稻播种面积3000
万hm2,小麦2400万hm2),总产量20561万t(水
稻总产量20423万t,小麦12302万t),成为名副

其实的第一大作物。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不仅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更是一个时期社会经济态势的反映。
玉米种植面积扩大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的需要,也是资源约束、作物竞争、成本收

益比较的结果。随着玉米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优

势玉米种植区玉米播种面积扩大的空间越来越小,
资源约束下长江中下游传统粮棉产区是否有扩大玉

米种植的潜力,实现这种潜力需要具备什么基础,这
些问题值得深入论证。

  一、我国玉米生产与未来需求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粮食消费大国。随

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均收入大幅提升,饮食结构

也随之发生变化,并逐渐转向富含肉类和蛋白的饮

食结构,导致对谷类直接需求降低和肉类需求提高。
我国谷类作物在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在1978年达到

最 大 值 82.50%,随 后 逐 渐 降 低 至 2007 年 的

59.70%,而动物源食品提供的热量一直呈上升趋

势,2007年达到15.34%[1]。我国饮食结构中热量

和脂 肪 摄 入 量 分 别 在 1982 年 和 1998 年 达 到

9.772MJ/(人·d)和67g/(人·d),超过中国温饱

标准,而蛋白质摄入量却至今还未达到此标准。考

虑人均饮食消费结构的均衡性,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量尤为重要。而畜禽产品、水产品是饮食中蛋白质

最主要的来源,玉米相对其他作物的高转化率使其

成为畜禽产品最重要的饲料作物。
玉米生产在我国粮食作物生产中一直占有较大

的份额,产量从1978 年的5605.72万t增加到

2012年的20571.86万t[2],其占粮食总产量比重

从20.50%提高到38.00%。2012年我国玉米产量

占世界玉米产量的23.57%。随着我国人口增长,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饲料用粮与工业用粮数量迅速

增加,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3]。2012年我国进口玉

米数量创新高达520.71万t,当年供需平衡为-207
万t。根据美国粮食及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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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玉米供需预测,我国未来玉米供需差额将持续

扩大,预计2020年前后供需结合库存调节后仍将有

340万t左右缺口[4]。

图1 1980-2022年中国玉米国内供给量与消费量

  如此庞大的需求数量,结合我国粮食自给率

95%的要求(据专家估计,2012年我国粮食自给率

综合折算后仅为84%),提高玉米产量任重道远。
作物单产水平提高和面积增加是提高作物产量的两

条基本途径[5]。提高玉米单产水平是增加玉米产量

的长期目标,然而近几年来我国玉米单产提高遇到

了瓶颈,徘徊在5.5~6.0t/hm2,使得短期内通过提

高单产水平,达到提高玉米产量难以实现[6]。而短

期内作物结构调整和地区种植制度的合理安排,则
可能成为增加总产量的合理途径。事实上,2007年

后我国玉米总产量增加主要得益于玉米种植面积的

增加。目前华北、东北、西南这3个传统玉米种植区

玉米种植面积已经占有相当比重,扩种的空间越来

越小。随着玉米市场的繁荣和需求的增加,长江中

下游非传统玉米种植区能否成为另一个玉米生产的

重要基地,将在未来几年内见分晓。

  二、长江中下游传统粮棉产区作物
结构变化

  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总作物播种面积中占

的比重始终在70%左右,而谷物占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的比重又稳定在80%上下,所以水稻、小麦、玉米

之间在各地区此消彼长的面积变化是粮食作物种植

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从全国水平看(见图2),水
稻生产逐渐向北方和中部聚集,南方水稻生产不断

萎缩;小麦生产不断向华北、黄淮海地区集聚,南方

各省小麦面积进一步压缩;玉米在原有格局基础上,
一些产粮大省,如湖北、安徽两省的玉米种植面积略

有增加。近10年来,两省玉米面积的年增长率分别

为6.34%、3.05%。而东北、华北、西南3个传统玉

米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占全国玉米播种面积的比重

基本持平,1978年为71.15%,2012年为73.19%。

2012年3个产区的玉米播种面积已经分别占区域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55.21%、47.51%、24.93%,
近10年来这个比例基本维持不变。可见在优势玉

米种植区玉米种植面积扩大的空间已经很小。
长江中下游,江汉平原及附近丘陵岗地是我国

主要的粮棉作物产区之一。历史上也一直是水稻、
小麦和棉花的重要生产基地。湖北、湖南、江西、安
徽是我国水稻生产的重要省份,过去5年水稻平均

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五、第一、第二和第七位,生产集

中度也均在6%以上,湖南甚至达到13%以上。从

各省粮食作物结构时序变化来看(见图3),4个省份

水稻生产集中度基本维持不变。小麦生产集中度除

安徽有明显上涨趋势外,其余3省生产集中度则均

在下降。湖北、安徽、湖南的玉米生产均有上升,随
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近10年来玉米产量年均增长率

为5.98%、5.65%、4.87%。然而2012年,4省 玉

米播种总面积为1785.92khm2,仅占全国玉米

播种面积的5%;玉米总产量为919.89万t,仅
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

出该区域扩张玉米种植面积和增加单产均有较

大潜力。

图2 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生产集中度值变化趋势 (197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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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流域的江汉平原、洞庭湖、鄱阳湖、南襄盆

地、安徽沿江棉区是三大传统棉花产区之一。近年

来,随着棉花种植效益的比较优势减弱,国家储备

补贴政策的变化,棉花种植面积出现缩减。湖北

省过去5年调减了约13万hm2棉花(由2008年

54.3万hm2下降到2013年41.6万hm2),2014
年继续减少7万hm2,减幅近15%,是历史上调减

幅度最大的一年。而据走访的几个乡镇情况来

看,调减下来的棉田多数改种玉米,少部分地区改

种水稻。

图3 长江中下游传统产粮区粮食生产集中度年际变化(1978-2010)

  三、区域农业产业布局下的作物结
构调整

  长江中下游作物结构变化中玉米的地位日益突

出,区域作物结构调整除了考虑消费需求驱动、农户

成本效益比较外,还应有国家产业布局和资源环境

约束的深层考量。
我国畜产品的主销区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华南、

华东、西南和京津沪地区。而一直以来主要饲料作

物玉米的主产区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目前“北粮南

运”以铁路、公路运输为主,仓储等物流配套设施不

健全,损耗量大,在水资源“北调”和粮食“南运”过程

中,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资源能源(玉米运输距

离大部分达3000km)[7]。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
畜牧及水产企业众多,且已成为国家生猪生产的中

心产区,相应的饲料企业发展也较为迅速。仅湖北、
湖南2省,年生猪出栏数就达1亿头,占全国年生猪

出栏数总量的15%。加上安徽、江西2省,该区域

年生猪出栏数占全国年生猪出栏数总量的23%。

4省淡水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7%。而作为主

要饲料来源的玉米,4省总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

4%,产需矛盾突出,玉米需求极大程度上依赖外调。

2008年仅东北外运的玉米达3300万t。以吨粮千

立方米水的用水效率折算[8],相当于每年仅玉米就

有330亿m3以上的水在“北水南调”,这无疑加剧了

北方水土资源矛盾。在干旱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
重新审视“北粮南运”和“南水北调”的得失,重视南

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利用南方水资源,发挥地

域资源优势,有助于减少资源压力,促进我国南北农

业结构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因此,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积极发展玉米生产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产业发

展效率,满足当地居民生活需求,以及优化国家产业

布局。

  四、资源约束下的作物选择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土地与水资源在行

业间的竞争越来越突出,水资源短缺与水土不平衡

已直接影响现有耕地资源的生产能力及行业间的协

调发展。伴随我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饮食结

构改变以及人口增加将带来更多粮食消费,而未来

粮食的供需平衡将会对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带来更大

的压力。从作物需水量角度考虑,玉米需水量小,尤
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春玉米生长的苗期、拔节期均

处于雨季,灌溉需水量小,降雨量少的年份需要灌溉

一次水或两次水。夏玉米净灌溉需水量较小(见
表1)。研究表明我国主要作物多年平均需水量大的

作物依次是水稻、棉花和小麦;灌溉需水量大的作物

依次是水稻、小麦和棉花[9]。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
稻转变为春玉米可减少用水800~1000m3/hm2,
中晚 稻 转 变 为 夏 玉 米 可 减 少 用 水 500~2000
m3/hm2,棉花转变为玉米可减少用水约100~1000
m3/hm2。这些大宗农作物结构调整中玉米面积增

加,其他作物面积压缩可以减少农业用水量,提高种

植业用水效益。在水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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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农业生产和行业发展节约了宝贵的水

资源。
表1 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作物净灌溉需水量表[9]

mm
早稻 中晚稻 棉花 春玉米 夏玉米

80~300 150~400 50~300 0~200 100~200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耕地复种指数平均已达

1.6,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已达到2.0[10],欧盟美国

只有0.8。常年耕作一方面不利于土壤肥力的恢

复,另一方面因不合理或过多地使用化学肥料而导

致土壤板结退化,从而导致土地质量下降,不利于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玉米作为饲料提供蛋白质饮

食的高转化率,短期内通过作物种植面积之间的调

整,选择高转化效率的玉米,能更有效地满足人们因

生活水平改善对高蛋白产品急剧增加的需求,减少

对播种面积的依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耕地复

种指数过大带来的土壤可持续利用压力。

  五、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展望

  未来农业发展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满足日益增长

的居民生活需求任重道远。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明确指出,玉米生产要充分挖掘增产潜力,
稳定增加播种面积,着力提高单产水平。全国畜牧

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在区域布局上,生猪

和家禽生产向粮食主产区集中;饲料工业要进一步

提高东部,稳定发展中部,加快发展西部。长江中下

游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同时也是国家畜

禽产品和水产品重点生产区域。虽然目前尚不是国

家玉米优势生产区,但区域内需求旺盛,生产条件优

越,农户生产的积极性高,可以预见未来几年玉米生

产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对这种变化的空间布局,可
能影响要有所估计,政策与技术支持上也应有所

准备。
长江中下游传统粮棉产区扩大玉米种植面积主

要有两种可能:一是提高复种指数。目前该区域主

要的耕作制度为稻-棉;麦-稻两熟制,一熟制在一

些丘陵坡地还有大面积的种植[11-12]。有研究表明

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复种指数

的理论潜力值分别为2.81、2.76、2.47、2.98[13]。扩

大玉米种植,提升复种指数仍有一定空间。二是作

物结构调整。玉米种植的物质及劳动力成本相对水

稻、棉花而言具有较大优势。棉花价格波动大,种植

成本攀升,随着国家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和

对棉花储备补贴政策的调整,其比较效益进一步下

降。在这一大背景下,棉花种植面积会持续降低,而
在该区域棉花与玉米种植季节重合,当地农户正在

大面积改种玉米。原来实行稻-稻种植收益较差的

地区,可能向玉-稻,稻-玉,以及玉-玉种植模式

转变。一些低产的早稻田可以考虑种植春玉米。湖

北省三大作物成本收益比较结果显示,“十一五”期
间,水稻生产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上升0.03,棉花下

降0.05,玉米则上升了0.08[14]。从三大作物生产

成本上看,玉米的物质费用和用工成本均最小,其次

是水稻,棉花最大。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

力日益紧缺的情况下,玉米在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

效益上有明显比较优势。
玉米面积扩大对良种、种植技术和与当地适应

的农机设备的需求将增加。科技支撑是大力发展玉

米产业的重要支柱[15]。长江中下游地区生长季节

长,3~7月均可进行播种,玉米套作、轮作种植模式

较多,并且夏季高温、秋旱、渍害发生频繁,各地区需

要结合实际进行作物接茬和种植模式的试验,发展

生态适应性生产技术和高效抗逆种植制度。选育合

适的品种以适应相应的制度。对应玉-稻、稻-玉,
玉-玉等新型种植模式,选育生育期合适,抗逆性好

的玉米品种。为了应对劳动力紧张,加快研制适合

本地的小型玉米机械以简化玉米种植,力争中耕除

草施肥一体化,收获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最后,优
化集成栽培技术,进一步提高单产。将品种选育与

采用、种植制度、施肥灌溉等栽培技术统一起来进行

标准化实验,形成适应不同生态区的高产栽培技术

体系,并加强推广培训,切实提高玉米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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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ingMaizeProductioninCotton-producingAreas
ofMiddleandLowerReachesofYangtzeRiver

LIXiao-yun1,HUANGMa-lan1,YANGBo-han2

(1.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2.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factthatthegapoffuturedemandandproductionabilityofmaizeisincreas-
inglyexpanding,thispaperanalyzesthechangesofplantingstructureofmaincropsintraditionalgrain
andcottonproducingareasofmiddleandlowerreachesofYangtzeRiver.Theresultshowsthatricepro-
ductionmaintainsthedominantroleinthisregion,whileconcentrationofwheatisobviousincreasingex-
ceptAnhuiprovinceanddeceasingintheotherthreeprovinces.MaizeproductioninHubei,Anhuiand
Hunanprovincesallincreasesandthecottonplantingareasinsomeareasaresteadilyreducinginrecent
years.Becauseitisdifficulttofurtherexpandthemaizeplantingareaindominantmaizeproductionre-
gions,thispaper proposesboththepotentialofincreasingmaizeproductionintraditionalgrainandcot-
tonplantingareasofthemiddleandlowerreachesofYangtzeRiverandthefutureprospectofmaize
growthinthisareainthefuture.

Keywords maizeproduction;industriallayout;resourceconstraints;demand-driven;cropplant-
ing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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