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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水稻产业发展形势与战略对策

徐春春,纪龙,李凤博,冯金飞,方福平

中国水稻研究所,杭州３１０００６

摘要　当前,我国水稻产业发展面临稳定面积难度大、产需对接难度大、突破性品种少、种粮效益偏低和轻

简型高产技术储备不足等突出问题,水稻产业发展呈现种植规模化、品种优质化、技术智能化、消费个性化和经

营兼业化趋势,据此本文提出稳面提质保供、优化政策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完善市场调控等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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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谷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作物,全国６０％以上

居民以稻米为口粮,保障稻米供给安全是一个重大

战略性问题.２０１１年以来,我国稻谷总产一直保持

在２亿t以上,确保国家口粮绝对安全.当前,我国

水稻生产基本稳定,国内稻谷库存充裕,消费小幅增

长.基于我国人口刚性增长趋势以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历史现实,预计未来稻米消费数量仍将继续

增加,同时对于稻米品质提升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
稻米保数量、提品质的压力将持续存在,结构性矛盾

将更加突出[１Ｇ２].本文拟在分析我国水稻产业发展

形势和趋势基础上,提出促进水稻产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对策.

1　当前我国水稻产业发展现状

1.1　种植面积小幅调整,单产实现高位提升

近１０年来,在政府重视、科技进步等共同作用

下,我国水稻生产面积基本稳定,单产不断提高.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水稻面积稳定在３０００万hm２

左右,其中有４a其面积同比减少,主要是国家主动

调整种植结构,减少东北低产区粳稻和长江流域籼

稻部分面积,部分年份不利气象条件也导致面积减

少;单产不断提高,先后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突破６７５０
kg/hm２和 ７０５０kg/hm２;总产连续 １１a稳定在

２亿t以上,人均占有量稳定在１５０kg左右,确保口

粮绝对安全.２０２１年,我国水稻种植面积２９９２．１万

hm２,比２０１１年减少４１．７万hm２,减幅１．４％;单产

７１１３．０kg/hm２,较２０１１年提高４２５．７kg/hm２,增幅

６．４％,创历史新高;总产２１２８４．３万t,增产９９６．０万t,
增幅４．９％,也创历史新高(http://www．stats．gov．cn/

tjsj/zxfb/２０２１１２/t２０２１１２０６_１８２５０５８．html)(图１).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Datasources:Chinaagricultural

statisticsyearbook．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年我国水稻播种面积和总产变化情况

Fig．１　Thedynamicchangesofrice

productioninChina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２１

1.2　消费总量趋于稳定,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我国稻谷消费中口粮约占８５％,其余为饲料、工
业、种子等.近１０年来,我国稻谷需求总量趋于稳

定、年际间变化小,主要是增加了肉、蛋、奶消费,人均

口粮消费减少;但由于总人口仍在刚性增长,消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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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持基本稳定或小幅增加[３].据国家粮油信息中

心(http://ww．grainoil．com．cn/)数据,近１０年来我国

稻谷需求总量稳定在１．９５亿~２．１５亿t.从与我国消

费习惯相近的日本、韩国看,稻米消费变化趋势并非

不断增加或是长期稳定,而是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

后,人均口粮消费将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９年日本和韩国

人均大米消费量分别为５８．１kg和５９．２kg,而我国仍

为１００kg 左 右 (数 据 来 源 于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STAT 数据库:https://www．fao．org/faostat/en/

＃home).据统计,近１５a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

原粮消费量分别减少７％和３３％[４].中高档优质大

米、米制方便食品、功能保健大米等需求快速增加,消
费潜力巨大.
1.3　市场价格小幅波动,优质稻和普通稻价格分化

近１０年来,我国不断推进稻谷市场化改革,优化

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但由于我国稻米市场整体

呈现供过于求,加上低价大米进口持续增加、国内最

低收购价调整等影响,稻米市场持续低迷[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早籼稻、晚籼稻和粳稻市场价格分别为

２４２４．２、２５６０．９和２７１６．５元/t,早籼稻、晚籼稻和粳

稻价格分别比２０１３年下跌６．１％、３．３％和６．７％
(图２).据笔者调研,尽管普通稻市场持续低迷,但优

质稻、专用稻等市场走势持续向好、价格优势明显.

２０１８年以来,主产省陆续对本地优质食味稻加价收

购,如黑龙江省对绥粳１８出台了３．１２元/kg的指导

价,五常市稻花香２号稻谷平均收购价６元/kg,是普

通粳稻价格的２倍以上;广东省对美香占２号加价

０．３~０．４元/kg收购;江西黄华占市场收购价格比普

通稻高出０．２~０．４元/kg.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Datasources:National

DevelopmentandReformCommission．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３种类型

稻谷市场收购价格变化情况

Fig．２　Thedynamicchangesofricepurchasing

priceinChina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２０

1.4　大米进口持续保持高位,大米出口明显增加

近１０年来,我国稻谷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国内外

大米价差持续扩大,进口量不断增长,２０１７年首次突

破４００万t,达到４０２．６万t;随着国内外大米差价缩

小,２０１８年以后进口量有所下降(图３);２０２１年１－
１１月,我国进口大米４３８．４万t,再创新高,主要是印

度、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低价大米,包括进

口碎米(印度进口主要是碎米)用来加工饲料替代玉

米或作为米粉加工原料.近年来,我国大米出口量也

不断增加,主要是出口埃及、塞拉利昂、科特迪瓦等非

洲国家,加速国内稻谷“去库存”.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我国

大米分别出口１１９．７万、２０８．９万、２７４．８万和２３０．５万t
(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http://４３．２４８．４９．９７/．).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总署.Datasources:GeneralAdministration

ofCustomsofChina．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大米进出口数量变化情况

Fig．３　ChangesofChina’sriceimportand

exportvolumn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２０

1.5　审定品种数量快速增加,结构类型不断优化

近１０年来,我国绿色优质水稻品种推广步伐加

快,水稻品种结构持续优化.“十三五”期间,我国年

均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品种１１１０个,比“十二五”增
加１倍以上.２０１１年全国水稻审定品种数量仅４１５
个,２０２０年增加到１９３６个,增加了３．６７倍.其中,国
家审定品种５７４个,省级审定品种１３６２个(表１).

先后育成一系列高产、优质、专用型重大品种,改变了

单一高产型的品种结构局面.据«２０２１年中国水稻

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年我国水稻品种总体达标率首

次超过５０％,达到５１．８％(２０２０年灾害较多,略降至

４９．１％),比２０１１年提高１９．１％(图４).“十三五”期
间,推广面积排名前５的常规稻品种中,绥粳２７、绥粳

１８、黄华占和南粳９１０８等食味品质优,中嘉早１７则

是加工品质优.推广面积排名前５的杂交稻品种分

别为晶两优华占、晶两优５３４、隆两优华占、泰优３９０、

C两优华占,均为产量稳定、米质较优的杂交稻品种.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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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通过国家审定的水稻品种数量与类型

Table１　Thenumberandtypeofricevarietiesapprovedbythestatefrom２０１６to２０２０

年份

Year

按生态稻区

Byecologicalzones
南方

Sourth
北方

North

按品种类型

Byvarietytype
杂交

Hybird
常规

Conventional

按试验渠道

Bytestchannels
统一试验

Unifiedtest
绿色通道

Greenchannel
联合体

Union

总计

Total

２０１６ ５９ ７ ６０ ６ ５３ １３ ０ ６６

２０１７ １６５ １３ １６４ １４ ８１ ９７ ０ １７８

２０１８ ２５３ ３５ ２５３ ３５ ８１ １４３ ６４ ２８８

２０１９ ３６２ １０ ３６０ １２ ３９ ２０６ １２７ ３７２

２０２０ ５４４ ３０ ４９３ ８１ ６８ ２６１ ２４５ ５７４

　注:数据来源:国家水稻数据中心,http://www．ricedata．cn/.Nlote:Datasource:Chinaricedatacenter,http://www．ricedata．cn/．

　数据来源:中国水稻产业发展报告.Datasource:ChinariceindusＧ

trydevelopmentreport．

图４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水稻品种优质化率变化情况

Fig．４　Changesofhighqualityrateofricevarieties

inChinafrom２０１１to２０２０

1.6　绿色技术集成创新,良种良法配套和农机农艺

融合不断推进

　　近１０年来,我国水稻高效精准栽培、病虫害综

合防控、绿色丰产关键技术集成等加快发展.一些

稻作新技术、新体系大面积推广应用,“水稻钵苗机

插与摆栽技术”“水稻叠盘出苗育秧技术”等连续入

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推广面积屡创新高.水稻

病虫防控技术研究在病虫害发生规律与预测预报、
化学防治替代、水稻与病虫害互作、病虫害分子生物

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为促进水稻稳产增

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超过８０％,水稻机插(播)率达到５０％左右,集中

育秧占比持续提高,机械化收获水平超过９０％,水
稻全程机械化加速推进.同时,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水稻智能

化育苗、无人农机作业等智能化生产设施和技术也

呈现强劲发展势头[５Ｇ７].

2　我国水稻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形势

２０２０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种子和耕地２
个“要害”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我国粮食产业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科技和资源瓶颈问题,也是我国水稻产

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2.1　稳定面积难度加大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抛荒撂荒以及“双季改单

季”对稳定水稻种植面积带来巨大挑战.中国农业

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孔祥斌教授团队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通过对全国１１个省的调研,预计我国耕地

“非粮化”率达到２７％[８].据«中国统计年鉴»,近５
年我国粮食作物面积占农作物面积比重由２０１５年

的７１．３％降至２０２０年的６９．７％,下降了１．６％;湖
南、江西等双季稻面积占水稻面积的比重分别下降了

７．４％和３．５％[４].根据笔者对湖南、江西等双季稻主

产区部分农户的实地调查结果,２０２０年南方双季稻

面积恢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

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但目前双季稻种植效益仍然

偏低、种植季节仍然紧张,农民主动种植意愿不高,一
旦补贴减少、行政推动减弱,“单改双”很难持续推进.
2.2　产需对接难度增大

我国稻谷连年增产、政策性库存高,产需衔接不

协调.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稻米消费已由

过去“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水稻生

产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口

感好的中高档优质稻米、绿色大米、有机大米等需求

显著增加,对各类营养保健型、功能型大米的需求不

断增加,现有供给结构无法有效满足居民消费对品

种品质和质量安全的要求[９].随着东南沿海工业

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水稻主产区空间布局发生

显著变化,东北水稻种植面积快速增长,外调量占全

国６０％以上.近年来西北、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的

东北大米调入量快速增加,但受仓储、物流、运输发

展滞后影响,市场调控难度增大,跨区域流通和平衡

的压力越来越大.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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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突破性品种仍然短缺

我国水稻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明显不足、利用率偏

低,缺乏突破性种质资源,整体育种创新能力仍然薄

弱;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全基因组选择等新兴交

叉领域技术研发方面短板明显,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和方法;每年审定水稻品种

多,突破性品种少.适宜直播、再生等轻简型生产的

品种专用性不足;兼顾优质食味和高产的品种不多,
满足水稻生产提质增效不得不以牺牲部分产量为代

价;杂交水稻制种成本高、效率低.种业跨国企业已

经完成对部分国家水稻企业的收并购,借此布局、开
发全球水稻种业市场,我国水稻种业竞争力提升遭遇

严峻挑战[１０].

2.4　种粮效益始终偏低

受土地、农资、机械等投入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等

因素影响,近１０年来我国稻谷种植成本从１１７７５
元/hm２增长到１８０００元/hm２以上,增长５２．８％,土
地、人工成本分别增长２．２倍和２．９倍[１１],农民种粮

效益始终偏低,如果去除种粮补贴和家庭用工,大多

数农民种稻亏本.我国稻谷生产成本远高于泰国、印
度、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大米出口国,既是大米价格

高地也是稻谷成本高地,市场竞争力不强.我国每吨

稻谷生产成本分别比越南、泰国高出２０９．１美元和

１５４．１美元;每吨稻谷物质与服务费用分别比越南、泰
国高出５６．０美元和１０．２美元;每吨人工成本分别比

越南、泰国高出１５４．０美元和１４４．８美元.这也是

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每年都大量进口越南、巴基斯坦等

东南亚、南亚国家大米的主要原因之一.
2.5　轻简型高产技术储备不足

我国水稻生产资源节约型稳产高产技术仍然缺

乏,在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后,现有技术体系促进水稻

增产难度增大,稻田固碳减排技术[１２]需要进一步集

成;随着种稻效益下降、农村适龄劳动力大量转移,水
稻直播面积持续扩大,预计全国直播稻面积超过５３０
万hm２,直播稻安全生产风险较大,尤其是除草剂用

量比机插秧、移栽稻多５０％以上,破坏生态环境;现有

生产重视单项技术突破,集成创新不足;极端天气事

件明显增多,缺乏有效防灾减灾措施;稻农整体科技

素质偏低,高产稳产技术普及应用难度大,增产技术

难到位,同时规模化经营也导致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

主体顾此失彼,技术和管理粗放化现象严重,不利于

水稻高产稳产.

3　水稻产业发展趋势

3.1　种植规模化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我国农业主要经营方式,但
分散化、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大

市场和国际化需求,近年来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

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种植规模化趋势

显现.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情况报告»,截
至２０２１年９月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３８０万个,平均

经营规模９．０hm２/个.据文献[１３]数据,２０２０年全国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率达到３６．２％,比２０１１年提高

了２１．６％.
3.2　品种优质化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以及居民

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消费需求转

变,各地高度重视发展优质稻,调整优化品种审定标

准,突出新品种的食用口感和绿色生态特性,品种结

构和品质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农村部连续举办了３届

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活动,每年评出金奖品种

１０~１５个.此外,各地加快推进优质稻谷订单收购、
优质稻米评鉴评比活动等工作,推进水稻品种品质不

断改良.２０１１年以来,国家审定水稻品种的优质化

率不断提升,总体优质化率已经超过５０％[１４].
3.3　技术智能化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正在对我国水

稻生产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显著提升了生产者决策和

管理行为的智能化;农业传感器、农业机器人、农业智

能装备等技术正在加速实现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

升级改造,水稻生产技术智能化趋势加速显现.国家

加速布局建设人机协同的天空地一体化数据信息采

集体系和应用体系,加大农业智能装备的研发应用.
当前,智能化水稻浸种催芽车间、激光平地机、无人驾

驶插秧机、无人植保飞机、无人驾驶收割机以及智能

化大米加工生产线等覆盖面逐步扩大,推动水稻生产

全程智能化[７].
3.4　消费个性化

我国大米人均口粮直接消费量逐步减少,消费总

量趋于稳定,但大米消费的个性化特别是健康安全、
功能保健趋势正在显现.从消费方式看,新冠疫情加

速培养了消费者在线上购买日常生活类用品的习惯,
大米的线上消费群体扩大,２０２０年天猫商城大米的

销售增速超过５０％;从消费品类看,根据«２０２１年天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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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大米消费白皮书»数据,新鲜、轻食、营养、品质、功
能成为消费者的核心关注点,个性化的微波即食米

饭、可冲泡米谷粉、米蛋白粉等方便型产品以及控血

糖大米、富硒大米、胚芽米等功能型产品的消费量增

长明显.
3.5　经营兼业化

水稻生产经营的兼业化趋势愈加明显,水稻产业

链的某一环节通过向前延伸、向后延伸以及增加中间

环节,实现了兼业化经营,有利于增加经营收益,提高

产业化程度,减少行业波动风险[１５Ｇ１７].如农发种业已

从单纯经营种子向种药肥一体化战略加速推进,向农

业综合服务商转型;种子企业通过新建、收购米厂等

形式,拓展大米业务,打通全产业链;种粮大户、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由“卖稻谷”向“卖大米”转型,积极

围绕“稻田”做文章,开展农耕研学、乡村旅游等活动,
提升全产业链收益.

4　促进我国水稻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4.1　稳面提质保供

１)优化水稻生产布局.东北、长江中下游等优势

产区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优质粳稻、籼稻生产

能力.东北地区要增加地表水灌溉,降低“井灌稻”比
重,黑龙江要缩减北纬５０°以北水稻种殖面积,降低种

植风险;长江中下游地区重金属污染区要强化生态休

耕、修复和治理[１０];华南、西南等适度发展区要提升

区域自给能力;华北、西北等保护发展区要减少或退

出非生态性水稻生产.

２)稳定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双季稻、适度扩大再

生稻种植面积,稳定水稻种殖面积.构建茬口适宜、
温光利用率高、气候风险低的早晚稻品种组合,推广

集中育秧、合理密植等高产稳产技术,减轻劳动强度,
稳定双季稻生产;推进“三江连通”等大型水利工程建

设,加强沟渠管网等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稳定水稻

面积;实施专项补贴、加快专用品种培育筛选、解决头

季稻机械收获难等政策措施,支持发展再生稻[１８].

３)稳定单产,提高品质.当前口感上佳、绿色优

质、营养功能等大米品种供给不足,优质稻品种普遍

产量偏低、抗性较差,大面积推广进展缓慢,无法有效

满足消费需求.在当前稻谷消费需求总体稳定的情

况下,水稻生产不应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和单产提高,
而是通过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选育、推广绿色优质栽培

技术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等组合拳,在稳定单产水平下

不断提高稻米品质,实现水稻产量稳定、品质提高,确

保中国人喜欢吃中国粮[１９].
4.2　优化政策体系

１)耕地保护政策.全面开展耕地检查保护和监

测预警,严肃查处违法占用和破坏耕地及永久基本农

田行为;建立跨区域耕地补偿制度,耕地后备资源严

重匮乏地区,可在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省份落实补充耕

地任务;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东北黑土地

保护利用工程和耕地轮作休耕工程[２０].

２)收入保障政策.鼓励有条件地区推进水稻生

产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全覆盖,提高农业保险的

保增收能力;基于水稻生态价值,建议在水稻生产功

能区内建立水稻生态补偿制度,建议给予种粮农民

１００元/６６７m２补贴;实施水稻生产“绿色补贴”制

度,增加对种粮农民采用绿色品种和技术的直接

补贴[１０];新增农用燃油、农业用电等专项补贴,按
照核定的工作量直接补贴给服务主体,降低经营

成本.

３)价格稳定政策.坚持并完善稻谷最低收购价

政策,增强政策灵活性和弹性,根据成本变化动态调

整标准,试点实施优质稻和普通稻差异化收购政策;
加强土地市场干预,完善村镇级土地流转交易平台,
创新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租金;构建农资市场干

预机制,在价格过快上涨时出台限价令,稳定农资价

格;推动水稻种植业纳入碳交易市场体系,引导和鼓

励控排企业在碳市场中与实施减排技术的生产单

位、地方政府或农户进行碳交易.

４)消费者稳定政策.加快农户储粮装具研发推

广,推广农户科学储粮技术,引导城乡居民增加日常

储粮,提高应急调控能力;加强富硒富锌等保健大

米,低谷蛋白、高抗性淀粉等辅助疗效型大米以及便

携式大米产品的开发利用,加强大米淀粉及其衍生

物、大米蛋白、米糠油等米制品的开发利用,扩大消

费群体;加大国内高端大米的宣传力度,鼓励中国人

吃中国米.
4.3　强化科技支撑

１)优化品种结构.培育适口性好、产量稳定的

高产优质稻,品质优先的优质食味稻,适宜米制品加

工的高直链淀粉加工专用稻,适宜各类慢性病人、营
养缺乏症、婴幼儿等特定人群消费的营养功能稻;培
育适宜机械化、直播、再生等轻简生产方式,耐储藏、
抗穗发芽、抗倒伏等品种;培育镉等重金属低吸收的

生态稻,适宜富营养化池塘种植的池塘稻以及耐盐

碱能力较强的耐盐碱稻等.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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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高精准生产水平.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与智能装备技术,加快水稻智

能装备技术研究与攻关,推进传统农业器具转型升

级,实现水稻生产全要素、全过程、全系统的信息感

知、智能决策、自动控制、精准管理,优化生产要素配

置,提高水稻生产智能化、精准化、信息化水平.

３)提高防灾减损能力.强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

体系建设,加强农业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与评估、农
作物病虫害气象条件预报等;加快建设农业病虫害

测报监测网络和数字植保防御体系,实现重大病虫

害智能化识别和数字化防控,提高有害生物应急防

控和扑灭能力;强化人工影响天气减灾体系建设,提
高人工影响天气支撑和保障水稻生产能力;推广低

温储藏技术,降低产后损耗.

４)提高产后加工与综合利用.加快商品大米加

工中薄弱工序关键技术和装备的开发,重点是稻谷

干燥技术设备、米质调理技术设备和配米技术设备

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提高大米市场竞争力;积极开发

大米新产品和米制食品,提高副产品综合利用率,增
加全产业链价值,促进稻米加工业发展.
4.4　完善市场调控

１)建立水稻全产业链监测评价体系.强化水稻

生产、科技、市场、贸易、加工、消费等全产业链数据

的实时采集监测、集成和分析能力建设;强化信息

监测预警,拓展和提升稻米市场价格监测、供需形

势分析、中长期展望等信息发布和服务;构建水稻

全产业链监测评价体系,开发水稻产业综合运行

分析系统.

２)建立国内外稻米市场监测体系.加强国内外

稻米市场信息监测预警,动态监测水稻生产、需求、
库存、价格和进出口数量,提升市场价格信息和供求

形势的监测预警能力和监管水平,构建新型稻米市

场监测预警体系,定期发布稻米市场信息,科学引导

市场预期.

３)构建大米进出口畅通体系.构建大米进出口

贸易畅通体系,拓展多元化进出口渠道,增强国际市

场资源利用能力.强化对非洲及周边水稻主产国、
低产国技术援助.强化大米外交,与出口潜力较大

的东南亚、南亚友好国家建立长期合作机制,确保特

殊时期大米进得来;增加对日韩等东亚国家、中东欧

国家优质粳米出口,增强大米出口贸易的国际“话语

权”;稳定对东非、北非等缺粮国家及其他地区友好

国、缺粮国的大米援助和出口,展现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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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andstrategiesofriceindustrydevelopmentinChina

XUChunchun,JILong,LIFengbo,FENGJinfei,FANGFuping

ChinaNationalRiceResearchInstitute,Hangzhou３１０００６,China

Abstract　Atpresent,thedevelopmentofriceindustryinChinafacesprominentproblemsincluding
thedifficultyofstabilizingtheplantingarea,thedifficultyofensuringeffectivelinkagebetweenproducＧ
tionanddemand,thelackofbreakthroughvarieties,thelowefficiencyofriceplanting,andthelackof
light,simpleandhighＧyieldtechnologies．ThedevelopmentofthericeindustryshowsthetrendoflargeＧ
scaleplanting,highＧqualityvarieties,intelligenttechnologies,personalizedconsumptionandconcurrent
operation．Basedonthesituationreviewedabove,thisarticleproposesstrategiesincludingstabilizingthe
plantingarea,improvingqualityandensuringsupply,optimizingpolicysystem,strengthening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support,andmakingmarketregulationperfect．

Keywords　riceindustry;largeＧscaleplanting;highＧqualityvariety;intelligenttechnology;preciＧ
sionproduction;greentechnologyintegratedinnovation;lightandsimplehighＧyieldtechnology;highＧ
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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