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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鄂州市时提出“粮
食安全要靠自己”，在 12 月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时进一
步明确指示: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自
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保
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
务，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增创山东农业农村发展新优势、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近年来，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发展和供需呈现良好
局面，为改革发展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必须清醒地
看到，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随着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加快推进，受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水资源不足、气
候异常和农村劳动力减少等因素的制约，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面临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粮食生产继续稳定增产的难度加大，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
紧平衡状态;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出现逆差，大豆和棉花进
口量逐年扩大。面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新的历史时
期，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成
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农口有关部门以及农业各条战线上
的同志们包括省农业专家顾问团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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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调研意义十分
重大。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事关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提高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大事，
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项工作。2013 年 4 月的分团
长会议上，根据中央、省委两个一号文件精神，顾问团创新
思路，转变作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定 2013 年总团重
点抓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业经
营体制”两项课题的调研活动。以董树亭同志为分团长的
玉米分团牵头组织了“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课题的调研，参与课题的 11 个分团分工合作，精心安
排调研工作，经过努力，完成了这个调研报告。

本报告共分四篇十二章，第一篇分三章分别对山东省
主要大田作物( 即以玉米、小麦、棉花、花生为代表的粮、
棉、油作物)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篇分三章
对山东省蔬菜、水果( 苹果为主) 和食用菌生产基本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篇分两章探讨了山东省畜牧
业和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第四
篇分四章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中的水利、农机、农技推广
和农业政策保障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介绍。调研面广，数
据翔实，内容丰富，问题切中要害，原因分析透彻，措施建
议科学可行，对我省推进“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的有关工作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必将产生积
极而长远的社会影响。

陆懋曾
2014 年 2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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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粮食安全和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调研综述

目前，我国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依然不减，粮食安全
依然是农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随着经济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要求农产品供给
不仅量上要足，而且质上要优，种类上要丰富;经济发展带
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生产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
日益复杂，不同产业对土地、水、劳动力等生产资源之间的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山东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粮食、棉
花、花生、蔬菜、水果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是畜牧业和渔业
大省，肉、蛋、奶产量在全国均名列前茅。保障山东省粮食
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对于稳定和促进山东省乃至
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组建 20 多年来，积极履行各
自的职责，围绕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积
极开展调研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价值、有份量，针对性、
前瞻性较强的调研报告，为省委省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科学
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为山东省农业增产、增效、增收和现
代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2013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和中央、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小麦、玉米、棉花、
花生、蔬菜、林果、水产、畜牧、食用菌、水利、农机等 11 个
分团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一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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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各产业当前发展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措施进
行了调研分析。在 11 个分团调研报告的基础上，整理形
成本册调研报告。

本报告共分四篇十二章，第一篇分三章分别对山东省
主要大田作物 ( 即以玉米、小麦、棉花、花生为代表的粮、
棉、油作物)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二篇分三章
对山东省蔬菜、水果( 苹果为主) 和食用菌生产基本情况和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三篇分两章探讨了山东省畜牧
业和水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第四
篇分四章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中的水利、农机、农技推广
和农业政策保障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介绍。各章基本内
容和调研结论如下:

第一章对山东省小麦生产基本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分
析。从生产角度看，小麦是山东省粮食作物的主体，播种
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山东省粮食作物的 50%和 48%。自
2003 年以来，山东省小麦已连续 11 年丰产，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从主食消费结构上看，小麦是山
东省人民的主要口粮。同时，山东省又是畜牧业大省和面
粉加工大省。保障小麦生产，对于满足山东省口粮需求、
畜禽养殖业需求和相关工业发展需求意义重大。山东省
具有发展小麦生产的诸多优势: 首先，气候和自然条件优
越，是我国小麦主产区之一;其次，山东省小麦科技优势突
出，创新能力强; 第三，山东省连续多年开展小麦高产创建
活动，积累了高产经验; 第四，小麦生产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不断提高; 第五，中央和省政府对小麦生产的政策支持力
度越来越大。从增产潜力上看，通过品种和技术改良，各

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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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小麦都还有一定的增产潜力。但是，限制增产潜力发
挥的问题也很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耕地、水资源
及异常气候变化等资源约束;二是小麦生产中的技术性制
约;三是小麦新品种选育与高质量种子的生产及应用问
题。针对小麦生产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 在
品种和技术层面，首先，要加速小麦新品种培育，选育适于
山东省不同类型麦田的小麦品种;其次，要加强干旱、低温
冻害、干热风等抗逆性研究，实现小麦稳产; 第三，要加强
小麦抗倒伏研究，提高小麦产量; 第四，要研究推广提高小
麦肥料利用效率的技术，实现小麦高产高效; 第五，加强小
麦病虫草害防控研究，不断提高小麦无害化生产水平; 第
六，要加强农机农艺结合，不断提高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
另外，要深耕深松，培肥地力，修缮水利，不断提高土壤生
产能力;还要加大对农业科研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力度，继续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性支持，并加强小麦生
产技术和信息服务网络建设，促进小麦新品种、新技术和
新产品等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从生产角度看，与小麦一样，玉米也是山东省重要的
粮食作物。第二章对山东省玉米生产基本情况、存在的主
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从消费角度看，山
东省是养殖大省。玉米作为主要的饲料作物，在保障山东
省养殖业发展、满足肉蛋奶消费需求上具有绝对重要的意
义。近年来，山东省玉米深加工行业发展很快，对玉米原
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在没有足够的原料保障情况下，势必
推高玉米价格，影响山东省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甚至带
来物价连锁上涨，影响经济安全。所以，积极发展玉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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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对于满足本省供需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当前，山东省玉米产量约不到 2 000 万吨，但是需求
量约为 2 100 万吨，供需矛盾很大。从山东省玉米高产试
验产量、区试产量和平均产量的差距看，玉米单产提高还
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在栽培技术和品种育种两个方面的
不足限制了玉米产量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
①玉米种植密度不合理，群体质量差。②麦套玉米制约产
量进一步提高，不利于个体发育，群体整齐度差，不利于机
械化生产，导致玉米粗缩病发生严重。③玉米收获期成熟
度差，品种产量潜力得不到发挥。④农机农艺配套技术不
足，依然存在生产管理粗放、肥料利用率低、播种质量差、
种植密度低、品种与密度不符、上下作业环节衔接差等问
题。⑤缺乏适宜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玉米新品种，表现为抗
倒性不强、熟期偏晚、脱水慢、耐密性和抗病性差等问题。
⑥玉米种业发展中，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建立，种业公司
育种技术落后、创新能力较低; 种子生产、加工水平不高，
与国外玉米种业研发存在较大差距。对此，玉米分团提出
了如下建议:①发展玉米全程机械化，完善栽培技术，实现
“一机两改一保障”( “一机”就是以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
为主线，集成和简化生产技术; “两改”就是围绕机械化生
产，改良种质更新品种，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一保障”就是
以机械化防控玉米病虫害为保障) 。②改革玉米种业运行
机制，在建立公共性、基础性的技术研发平台基础上，促进
科企合作; 在切实加强育种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
同时，推动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培育推广早熟、耐密、抗
倒、宜机收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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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山东省棉花生产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
近几年，由于受价格、效益和灾害天气的影响，全省棉花种
植面积和产量均有较大幅度下滑，棉花收购加工企业数量
和棉纺企业数量也有较大幅度减少。但是，棉纺企业纱产
量却逐年增加，居全国第一位，棉纺业依然是山东省重要
产业之一，对有些地区来说，依然是主导性产业，棉花产业
在山东社会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调研
发现，山东省棉花生产萎缩的主要原因是:①受成本上升、
价格偏低且波动较大的影响，植棉效益低而不稳，风险加
大。②棉花生产周期长、环节多，机械化作业率低、用工
多、劳动强度大且作业环境艰苦，影响农民种植积极性。
③国家对粮食和棉花支持力度不对等，政策支持力度不
够。④受国内市场供求和进口棉冲击的影响，棉花价格年
际间波动非常大，国家宏观调控不到位。在棉花产业上，
山东省提出到 2015 年，全省棉花面积稳定在 1 200 万亩，
亩产 85 千克，总产 100 万吨以上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一
目标，应该从以下方面加强: ①完善棉花收储政策和进口
配额发放机制，搞好宏观调控，减少外棉对国内市场的冲
击，稳定棉花价格和农民植棉收入;②依靠科技创新，大力
推广优良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推广棉花轻简化栽培技术，
推进棉花耕、种、管、病虫防控机械化，健全棉区棉花技术
服务体系，提高棉花竞争力水平; ③优化布局，分类指导，
将棉花生产向生态条件适宜、比较效益高、生产潜力大、竞
争优势强的优势区域转移，进一步发挥适宜棉区的比较优
势;④改革棉花生产经营机制，适度发展规模经营，解决传
统植棉业规模小、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发展现代植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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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继续实施棉花良种补贴、机械补贴，加大对棉花良种繁
育、杂交抗虫棉推广、标准化示范基地等重点领域的投入
力度，创新棉花保险机制，保障棉农种棉收益;同时加大对
棉种、棉花流通和棉纺企业的扶持力度，争取国家增加对
山东省棉花主产县( 市、区) 的转移支付。

第四章对山东省花生生产基本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分
析。在我国大豆产业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保障花生生产对
提高我国食用油自给率意义重大。山东省是花生生产大
省，种植面积、产量居全国前列，加工和出口能力较强，近
几年，在全社会普遍关注油脂安全的背景下，花生产业发
展势头良好。山东省在花生生产上，技术水平较高、科技
创新能力强;与其他油料作物和粮食作物相比，花生种植
效益高;另外，山东省政府对花生产业的政策支持也对其
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了保障花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山东省出台《山东省油料产业振兴规划 ( 2011 ～ 2015 ) 》，
提出到 2015 年，全省花生面积要稳定在 1 200 万亩，亩产
350 千克，总产 420 万吨，良种覆盖率达到 95%，花生标准
化示范基地建设达 135 个，面积 500 万亩，基本形成花生
产业区域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格局，产业竞争力显
著提升。为此，需要重点解决如下问题: ①花生生产上密
度较低，群体结构不合理，应该加大用种量，提高种植密
度;②花生生产中普遍存在种植偏早、收获偏早的问题，应
该适当推迟种植和收获时间，同时后期管理要到位，避免
后期早衰;③山东省花生生产标准化和安全生产上存在种
植品种分散混杂、优质专用品种缺少、栽培管理技术粗放，
生产过程中存在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等问题，不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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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花生收获机械和适合套种的播种机械应用尚不普遍，花
生收获方式大部分地区还是以人工收获为主，应该积极研
制推广花生收获机械和套种机械，解决收获用工多的问
题;⑤山东气候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由于大气环流和季
风气候的影响，农业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几乎每年都
有旱涝、冰雹、霜冻、病害、虫害、风害等不同程度的灾害发
生，应该加快研发花生防灾抗逆技术，提高花生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 ⑥在花生加工和出口方面，存在大型龙头花
生加工企业少、加工能力低、新产品的开发利用程度低、出
口无序竞争、秩序混乱等问题，应该通过完善产业链，加强
监管加以解决。

第五章分析了山东省苹果生产和销售情况，分析表
明，近年来，山东省苹果园面积基本稳定，产量逐步提高，
市场销量也逐年增加。但是，随着产量增长、其他苹果产
区的竞争和出口量的减少，市场销售压力增大，营销企业
利润空间缩小。当前，山东省苹果产业面临着来自陕西、
甘肃等西北新兴苹果产区的严峻挑战，但是，在果园管理
水平、产业化经营、提质增效潜力和国际市场知名度上还
是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根据《山东省果业振兴规划
( 2011 ～ 2015 年) 》，到 2015 年，苹果发展目标为: 果园面
积 600 万亩以上，产量 1 100 万吨以上;外省销售量和出口
量达到总产量的 75%以上。发展重点在于:①改造提升现
有果园，建设高标准示范园;②搞好果树种质资源收集、保
存和利用，加大品种引进力度，完善良种繁育体系;③加大
对果品贮藏保鲜和加工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提升产业化
水平。为此，报告提出提高山东苹果竞争力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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