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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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陕西；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
中图分类号：Ｓ１６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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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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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０３－０８－２８－２０选择滤波流场

ｍ燉ｓ以上的东风急流，铜川处于切变辐合区。
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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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８ｇ燉（ｃｍ２·ｈＰａ·ｓ），垂
直速度的上升中心；垂直速度在７００ｈＰａ层达到－
２０×１０－３ｈＰａ燉ｓ，散度场上低层（５００ｈＰａ以下）辐
合，８５０ｈＰａ维持一个－２０×１０－６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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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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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粮食生产能力与潜力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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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９２万ｔ，１９９８年又上升到１
３０３１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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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７２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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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９万ｔ，秋
粮总产最高是１９９６年，为７８３３万ｔ。夏秋粮最
高产量之和１３６８２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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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９７万ｔ，占１９９０年以
来的年平均１０６８５万ｔ的３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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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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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８ｋｇ燉ｈｍ２，夏粮
于１９９７年达到最高３２２９５ｋｇ燉ｈｍ２（见图２）。自
１９８０年以来，年平均单产为２６５５６ｋｇ燉ｈｍ２，其
中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９年１０ａ间平均为２２９２２ｋｇ燉
ｈｍ２，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９年１０ａ间平均为２６４７２ｋｇ燉
ｈｍ２，增加了３５５ｋｇ燉ｈｍ２，２０ａ平均递增约１７７
ｋｇ燉ｈｍ２自１９９９年以来，陕西省夏秋粮单产逐年
稳步上升，近４ａ平均分别达到２８３３５ｋｇ燉ｈｍ２
和２９９３３ｋｇ燉ｈｍ２。近４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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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８万ｔ，而面积
减少使总产减少８１万ｔ，两者相抵净减少
３７２万ｔ。

图２陕西省历年夏秋粮单产变化趋势

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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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叶菲莫娃的
计算公式：

爯＝０４３爳＋０５７爟
式中爯为光合有效辐射，爳为太阳直接辐

射，爟为散射辐射。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１０ｏ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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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ｏＣ·ｄ的光合有效辐射，１３４×
１０９～１８４×１０９Ｊ燉ｍ２。平均为１５９×１０９Ｊ燉ｍ２。

光能利用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光能利用率（爠）＝爣爾（１－牃）（１－牄）燉牔

０２４爯 ×
１００％ （２）
爯：作物生长期光合有效辐射（Ｊ燉ｍ２）
爾：作物生长期单位面积产量（ｋｇ燉ｍ２）
爣：作物干物质燃烧值爣＝１７７９２９×１０７Ｊ燉ｍ２
牃：风干作物含水量ａ＝０１４
牄：作物产量中无机物含量牄＝０３８
牔：经济系数ｍ＝０３８

０２４为作物光量子效率
按（２）方法计算陕西近１０ａ粮食实际单产的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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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１０ａ平均单产光能利用率为１７４％，最
高单产光能利用率为２０５％，最低单产光能利用
率为１４７％。粮食作物面积２００２年为３３９７万
ｈｍ２，２００３年为３１２３万ｈｍ２。今后陕西粮食作物
面积稳定在３３３３万ｈｍ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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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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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陕西省粮食生产潜力
平均光能
利用率燉％

粮食平均单产
燉（ｋｇ燉ｈｍ２）

小麦平均单产
燉（ｋｇ燉ｈｍ２）

粮食生产潜力
燉万ｔ

小麦生产潜力
燉万ｔ

２０ ３１２９ ３０９８ １０４３ ４３４
２５ ３９１２ ３６１４ １３０４ ５０６
３０ ４６９５ ４１３０ １５６５ ５７９

陕西粮食消费水平
３１粮食消费量和粮食产消差逐年增大

陕西省人口占全国的２８％，粮食产量占全
国的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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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４％，平均每年增加１６万ｔ，年均增长１４４％。
人均消费粮食从１９９８年的３１１８ｋｇ，增加到
２００３年的３１９７ｋｇ。年均增加１６ｋｇ，增长
０５１％。陕西多数年份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存
在缺口，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６ａ中，年平均粮食总产
１０７０８万ｔ，年平均消费１１６６１万ｔ。只有１９９８

年产量大于消费，其余５ａ粮食均不能自给。粮食
平均总产与消费的差９５３万ｔ，占平均总产的
８９％，占平均消费总量的８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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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饲料和工业用粮增幅较大

２００３年陕西粮食消费１１９８８万ｔ总需求

表粮食产消平衡表
年份 生产总量

燉万ｔ
消费总量
燉万ｔ

产消差
燉万ｔ

人均生产量
燉ｋｇ

人均消费量
燉ｋｇ

人均产消差
燉ｋｇ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平均

１３０３１
１０８１６
１０８９１
９７６６
１００５６
９６８７
１０７０８

１１２１２
１１４１２
１１６７７
１１７８２
１１８８５
１１９８８
１１６５９

１８１９
－５９６
－７８６
－２０１６
－１８２９
－２３０１
－９５２

３６２４
２９８９
２９８９
２６６９
２７３７
２６２５
２９３９

３１１８
３１５４
３２０４
３２２０
３２３５
３２５０
３１９７

５０６
－１６５
－２１５
－５５１
－４９８
－６２５
－２５８

中，口粮消费需求量７１２５万ｔ，占５９４％；饲料
消费需求量３３５万ｔ，占２７９％；工业消费需求量
１０９万ｔ，占９１％；种子需求量４２４万ｔ，占

３５％。而１９９８年陕西粮食消费１１２１２万ｔ总需
求中，口粮消费需求量７３０１万ｔ，占６５１％；饲
料消费需求量２６９８万ｔ，占２４１％；工业消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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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８０８万ｔ，占７２％，种子需求量４０６万ｔ，
占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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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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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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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７５ｋｇ燉ｈｍ２，
最高是１９９８年的３２１３０ｋｇ燉ｈｍ２。最高单产比平
均单产高２５６％。２００３年全省粮食平均单产为
３０９９０ｋｇ燉ｈｍ２，与最高水平相差１１４ｋｇ燉ｈｍ２，仅
低于最高水平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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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１万ｈｍ２，
２００３年３１２３万ｈｍ２，减少了１１８８万ｈｍ２，平
均年递减４９万ｈｍ２。其中，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
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９０４万ｈｍ２，年平均递减
２２６万ｈｍ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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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万ｔ左右。
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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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１万ｔ，２０１０年为
１２８８万ｔ。

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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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５１近４ａ陕西夏秋粮平均单产接近光能利用
率２０％，已属较高水平。夏秋粮最高单产都超过
光能利用率２０％水平，陕西粮食生产增长潜力
有限。
５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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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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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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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