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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2019年的变化来
看，有4个省份的粮食增产超过了
1000万吨，分别是黑龙江、内蒙古、
河南和吉林，加上第五名的山东，全
部都在北方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就
占了两个。

其中 2019年黑龙江粮食产量
比2010年增加了1870万吨，相当
于广东和浙江2019年粮食产量之
和。同期，内蒙古增加了 1308 万
吨，增幅高达 55.8%，位居全国第
一。此外，吉林的增幅达到了39%，
辽宁增幅为34.7%。

衣保中称，东北粮食生产主要靠
机械化，因此虽然近些年东北不少青
壮年人口外流，但对农业影响不大。
另外，这十几年东北风调雨顺，没有太
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递增，
为我国的粮食稳定提供了基础。

相比之下，有9个省份的粮食产
量出现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比较
大的四个省份是北京、上海、浙江和
福建。

另外，粮食总产量与常住人口
的比较来看，年人均值最高的是黑
龙江，达到了2000千克，此外吉林
和内蒙古也都超过了 1400千克。
其他省份这一数值均低于1000千
克。此外，共有10个省份高于474
千克的全国平均水平。在榜尾端，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位居后
五位，这些省份的粮食自给率较低，
比如广东、浙江、福建这三省近年来
的粮食自给率都不足四成。

湖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所长邹进泰分析称，东北的黑龙江
和吉林本身的耕地面积很大，黑土
地大量开发，本省的消耗量不大，因
此成为商品粮输出最大的地区。

内蒙古的粮食输出量也很大。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
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
地，具备每年稳定向区外调出1250
万吨粮食的能力。

总体上，历史上曾经的“南粮北
运”，如今已经变成了“北粮南运”，
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高度城镇化、工
业化、人口大量涌入的地方，需要大
量调入来自东北等地的粮食。

不过，当前农业的整体比较效
益仍然不高，因此，从粮食安全的角
度，增加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提高
种粮户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衣保中认为，农业是一个政策
性很强的产业。当前粮食的收储制
度还有待完善，要保证东北生产出
来的粮食，应收尽收，不要出现粮食
丰收了，卖粮难，这样会影响积极
性。另外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也需
要加强和完善，既要让粮食价格保
持稳定，也要让农民收入有保障，这
样才有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广东、浙江和福建作
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山地丘
陵多，平原少，粮食总产量也比较
低。例如，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
田”之说，浙江也有“七山一水两分
田”之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山地
和丘陵面积也占到七成左右，辖内
最大的平原，珠三角经过三十多年
的高速发展，已成为全国人口最为
密集的地区和连绵的城镇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
发分析称，近十年来沿海发达地区
的粮食生产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种植附加
值更高的蔬菜花果以及一些经济作
物，比如福建安溪就有很多人种植
茶叶。另外包括福建、浙江这些地
方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很多地方
平均一户不到一亩耕地，这些地方
粮食生产没有规模效应。

在衣保中看来，这些年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化非常快，从城市化分
工的角度，需要大量的鲜果、蔬菜
等。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蔬菜需求
量越来越大。因此很多农民就种
菜，供应城市菜篮子，种粮食就减少
了，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合理调整，
把有限的土地用在生产蔬菜上。

邹进泰认为，在口粮有保障的
情况下，各地可以选择有比较优势
的产品来生产。另一方面，从粮食
安全角度来看，即使这些地区的比
较优势再好，种其他非粮作物的话，
也不能破坏粮食的生产能力，当前
我国对18亿亩红线、对土地硬化的
控制是很严格的。 （第一财经）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生产稳定在1.3万亿斤

以上，今年的夏粮也实现了丰收，创历史新高，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0.9%。
分地区看，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前十的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

林、河北、江苏、内蒙古、四川和湖南，北方地区占据较大优势。另外，近十
年来，包括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几个东部发达省份的粮食产量明显减少。

科普大集为农业生产“把脉问诊”
8月15日，参观者在科普大集现场查看展出的杂粮杂豆品种信息。
当日，在吉林长春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

易）会上，科普大集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新华社）

近十年变化：北方四省贡献大

黑龙江、河南、山东位居前三

黑龙江、河南和山东三省的粮
食产量位居前三，是我国最大的三
个产粮大省。

榜首的黑龙江去年粮食产量
达到了7503万吨，是去年唯一一
个粮食生产超过 7000 万吨的省
份。黑龙江省土地条件居全国之
首，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的土地后
备资源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
省内平原主要包括松嫩平原、三江
平原和穆棱河—兴凯湖平原，它们
是我国东北大平原的组成部分。

黑龙江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大
豆、水稻、玉米、小麦。粮食总产
量、商品量、调出量分别占全国的
1/9、1/8和 1/3，国人每9碗米饭，
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黑龙江是名
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其中，著名的北大荒有“捏把
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
美称。主要涵盖三江平原、黑龙江
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是世界著名
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经过五十年
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北
大荒变成了如今的北大仓。

不仅如此，良好的农业生产基
础也吸引了不少大型企业进入。
2014年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开始
在大兴安岭生态圈布局粮油生产基
地。这个生态圈就包括了黑龙江大
兴安岭“岭东”——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黑河、绥化、双鸭山国家大粮仓。

黑龙江之外，东北的另外一个
农业重省吉林的粮食产量位居全
国第五，总体上看，东北的粮食生
产优势十分明显。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衣保中对记者分析称，和其他地区
比较起来，东北粮食生产的一大优
势是土地资源特别丰富，大部分都
是平原，便于耕作，耕地面积所占
比例特别大，土质非常肥沃。

衣保中认为，东北农业现代化
程度比较高也是重要原因，东北最
早使用现代化的机械，劳动生产率

特别高，大部分土地用机械操作。
同时，东北粮食产量很大，但是本
地的消耗占比不高，因此粮食的商
品率特别高，可以大量运往其他地
区。而且东北的粮食一年一季，土
壤肥沃，所以粮食的品质特别好，东
北的大米是全国最好的，很受欢迎。

除东北外，中原地区的河南以
5946.6万吨位居第二。作为一个
户籍人口上亿的大省，河南同时也
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经济大省。从
2000年起河南粮食总产量曾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到2011年才
被黑龙江超过。

当前，河南是我国夏粮第一大
省。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
位负责人对记者称，虽然今年的夏
粮种植受到疫情和天气双重影响，
但河南省的夏粮仍然再获丰收，全
省夏粮总产量达750.75亿斤，比去
年多出了1.67亿斤，再创夏粮产量
历史新高。

第三经济大省山东也是我国
的第三产粮大省，14日，山东省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做大做强粮
食产业”有关情况。其中，从2014
年开始，山东粮食总产量已连续6
年保持在1000亿斤以上。

山东之后，中部农业大省安徽
位列第四。湖北和江苏都在3700
多万吨，位居六、七位。内蒙古、四
川和湖南分列八到十位。总体上，
北方地区占据较大的优势。

与此同时，共有9个省份低于
1000万吨。其中北京、上海、天津
这三大直辖市，以城市经济体为
主，耕地和农业占比已经非常小。
西藏、青海、宁夏这几个边远省份
的人口总量都不大，以畜牧业为
主，海南以特色农业为主。浙江和
福建这两个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
份，虽然人口不少，但是由于这两
省都是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较
少，所以粮食产量也比较小。

长春农博会：经济作物引关注
8月15日，参观者在长春农博会参观展出的高粱品种。
近日，在吉林长春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

易）会上，众多参观者借展会契机参观学习经济作物种植经验，选购优质
品种，希望以此拓宽致富渠道，助力丰产增收。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