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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然而随着粮食生产格局的演变，我国水－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威胁到长期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 从我国资源条件来看，粮食生产面临着耕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水－土资源在

“非农化”“非粮化”趋势中不断被挤占，水－土资源分布不均存在时空错配等资源刚性约束，而粮食生产布局演变

又进一步激化了粮食生产水－土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为此，发挥资源利用的比较优势，合理布局粮食生

产，提高水－土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是保障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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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为邦本，食为政首。”粮食安全问题一直以

来受到党和国家政策高度关注。 多年来，在政策扶

持、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

升。 ２０２３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１３９０８．２ 亿斤，实现

了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二十连丰”，粮食产量连续 ９
年稳定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创造了以世界 ７％的耕地

和 ６％的水资源养活世界 ２２％人口的“中国奇迹”。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内资源承载力逼近上

限，农业生产依赖的水资源与耕地资源约束不断收

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水资源、耕地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根本所在，水－土资源有效利用是提升粮食综合保

障能力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方面最突

出、最亟待解决的矛盾在于粮食生产格局深化下水

－土资源供给与粮食生产需求之间时空不匹配［１］ 。
已有研究围绕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展开了深入探讨，认为过去 ２０ 年的粮食生产区域变

动主要是在生产成本和市场相对收益的推动下，呈
现出三大主粮加速向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聚

集［２－３］ ，这在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与专业化的同

时，也导致了全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供给与需求

的匹配状态持续恶化［４］ ，使得生态安全压力增大，
并威胁到长期粮食安全［５］ 。 据此，有学者分别基于

水资源与耕地资源资源禀赋，针对我国粮食生产区

域布局的优化做出探讨［６－７］ ，认为水资源、耕地资

源与粮食生产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８］ ，三者

的协调匹配是推动粮食生产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９］ 。 但已有研究却鲜有从水－土资源综合

考量出发对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优化展开讨论。
基于此，梳理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水－土资源

约束和厘清粮食生产布局演化及资源利用特征，分
析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的区域比较优势和粮食

生产区域布局调整面临的挑战，并探讨新时期粮食

生产布局优化的可能思路，对于兼顾我国粮食安全

和生态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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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生产面临的水－土资源约束

从我国水－土资源禀赋来看，耕地资源数量不

足、质量不高导致的耕地约束趋紧，水资源“非农

化”“非粮化”导致的粮食生产用水空间不断压缩，
以及水－土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错配，共同构成

了我国粮食生产的三重水－土资源约束。
１．粮食生产耕地约束趋紧

我国幅员辽阔，国土总面积位居世界第三，然而

能够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 首先，粮
食生产耕地资源总量不足。 我国土地总体山地多、
平地少，受地形特征限制，全国人口的 ９４％左右集

中居住在胡焕庸线东南 ４３．８％的土地上，这进一步

加剧了耕地资源的稀缺性。 ２０２２ 年全国耕地面积

为 １９．１４ 亿亩①，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１３％左右，人
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耕地利用

方面，２０１６ 年后粮食作物被蔬菜、油料等非粮作物

种植替代的趋势加速，耕地“非粮化”经营倾向明

显［１０］ 。 其次，受资源禀赋限制、工业化城镇化推进

以及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政策实施的影响，
未来进一步开发利用的耕地资源潜力也十分有限。
２０１６ 年我国可用于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总量仅为

８０２９．１５万亩，其中仅有 ３３０７．１８ 万亩可供近期开发

利用②，占当年耕地总量的 １．６３％。 最后，受资源禀

赋限制以及土壤退化和污染问题的影响，我国耕地

整体质量不高，且提升难度较大。 在全国耕地中，基
础地力较高、基本无农业生产限制因素的一到三等

耕地占比仅为 ２７．３％，而生产障碍突出、地力相对较

差的七到十等耕地面积占 ２７．９％③。 尽管多年来我

国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土地资源总量偏紧的资源基础条件与土地集约利用

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土壤功能和耕地地力的修复仍

需要较长周期［１１］ 。
２．粮食生产用水空间不断压缩

从总量来看，农业生产用水缺口较大。 我国淡

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为 ２７６１２．７４ 亿立方米④，位
列世界第四。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用

水空间受到非农生产生活部门挤压。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用水总量增幅达到 ９．１１％，但同期农业用水

总量基本保持在 ３７００ 亿立方米左右，农业用水在全

社会生产生活用水中的比重由 ６８．８２％降至６３．０４％。
在农业用水比例下降的同时，全国农业生产仍在扩

张，同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长 ８．７２％，粮食产出增

长近 ５０％，造成农业生产水资源缺口不断扩大。
从结构来看，在农业部门内部，水资源的分配也

呈现出“非粮化”的趋势。 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
先，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等动物

性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导致畜禽养殖规模扩张下

牲畜用水增加，而灌溉用水比例不断下降，２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田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比例由９１．６％
下降到 ８４．２１％⑤。 其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环境保

护政策的实施，以及林业经济发展和各类果园扩张，
导致林、园、草等灌溉用水增加，耕地灌溉用水比例

下降，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耕地灌溉面积占全部灌溉面积

比例由 ９２．７１％下降至 ９１．３８％⑥。 最后，在耕地利

用“非粮化”的趋势之下，粮食作物可能被耗水量更

高的经济作物替代，不仅挤占粮食生产灌溉水资源，
甚至可能对地区水资源安全构成威胁，导致粮食生

产水资源条件进一步恶化［１２］ 。
３．水－土资源时空错配

从空间维度看，我国的气候条件与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决定了水－土资源“地在北方，水在南方”的
基本格局。 ２０１９ 年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达

到 ６４．６１％⑦，但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 ２２．４５％⑧，
水资源紧缺问题突出。 南方则恰恰相反，水资源相

对充沛，但城镇化发展导致耕地资源不断缩减；水资

源与土地资源空间分布上的不匹配，限制了粮食生

产资源利用水平的提升。 一方面，水资源的匮乏导

致部分北方耕地利用率偏低。 例如，西北地区耕地

面积占比达到了 ２４．８３％，但仅贡献了 １４．７４％的粮

食产量。 另一方面，耕地资源的限制导致南方水资

源禀赋优势难以发挥，南方水资源占比近 ８０％，却
只贡献了 ４０％的粮食产量。

从时间维度看，我国水资源年度内分配不均衡，
与粮食作物生长周期匹配度不高。 我国属于典型的

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干冷，夏季湿热多雨。 特别是

在北方地区，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 ７—８ 月，在春季

作物需水量和地表蒸发量都逐渐增大时降雨却较

少，降水量时间上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生产

的水资源约束。 例如，我国北方冬小麦需水量高峰

主要在 ３—４ 月，到 ６ 月基本完成收获，这意味着在

春季降雨较少时需要通过大量人工灌溉补水，而北

方地区长期灌溉水超采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和地表

河水断流等生态灾害，又进一步加剧了小麦主产区

水资源约束。 此外，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降

水异常，汛期与小麦、早稻等夏粮收获期不断接近，
对夏粮的后期生长以及收获造成负面影响［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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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生产布局变迁及水－土
资源利用现状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布局演变呈现出

两个特征：一是粮食生产重心向北转移，二是粮食生

产向主产区聚集。 伴随着粮食生产布局的演变，
水－土资源利用也呈现出一定特征。

１．粮食生产重心向北转移，水资源供需的空间

匹配度进一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增长，从地理

区域分布来看，主要经历了由“南粮北运”向“北粮

南运”的生产格局转变。 我国粮食生产南北方布局

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确立，长
期以来国家在农田基础设施、科技等方面长期投入

所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粮食生产能力有了显

著提升。 这一阶段南北方粮食产量同步增加，南方

得益于良好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始终处

于主导地位，粮食产量占比维持在 ６０％，“南粮北

运”的生产格局基本稳定。 第二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受城镇化发展和农产

品流通市场化改革影响，粮食总产量基本保持平稳。
然而，随着南方经济飞速发展，南方土地资源向非农

部门和城镇化建设倾斜，“南粮北运”生产格局开始

发生扭转。 南方粮食产量稳中有降，而北方粮食产

量占比持续增长，到 ２００３ 年与南方基本持平，为粮

食增产做出主要贡献。 第三阶段：２００４ 年至今。 随

着我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村税

费改革等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持续

提升，实现了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这一阶段，北方地

区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８０．７４％，北方粮食产量

占比持续增长，２０２２ 年达到了 ５９．８０％，“北粮南运”
生产格局持续深化。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整体北移，粮食生产水

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匹配度逐渐降低。 利用经济

重心模型［１４］ ，构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产量、
播种面积以及水资源、耕地资源的经济重心分布及

其演变轨迹（见图 １）。 整体来看，粮食产量重心与

耕地资源重心相对接近，而与水资源重心相距较远。
进一步，采用 Ｈａｖｅｒｓｉｎｅ 公式计算各重心之间的地理

距离变化［１５］ 。 从动态趋势上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粮

食生产经济重心与水资源经济重心的距离由 ７３９．５１
公里增加至 ８４０．１２ 公里，而同期与耕地资源经济重

心的距离则由 ２０６．７３ 公里减少至 １４５．５３ 公里。 这

表明粮食生产的水资源供给与需求空间匹配度较低

且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而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供

需空间匹配度不断提升。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粮食产量与水－土资源重心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

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２．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局部地区水－土资源

开发强度激增

２００３ 年以来，在主产区政策和规模优势的影响

下，全国粮食生产持续向主产区集中。 我国粮食主

产区产量的全国占比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７１．３％增长到了

２０２２ 年的 ７８．２５％，对同期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

达到了 ８９．９４％。 其中，北方主产区的增产贡献更为

突出，粮食产量占比由 ３９．５３％增长至 ５０．１５％，贡献

了同期粮食增产产量的 ６８．０３％⑨。
粮食生产向粮食主产区的集中，一方面进一步

扩大了主产区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却导致主产区

水－土资源供给压力激增。 ２０２２ 年粮食主产区水资

源总量和耕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３８．９２％和

６８．３３％，主产区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强度远远

超过了非主产区。 其中，北方主产区水资源形势尤

为严峻。 从全国和北方主产区各省（区）水资源开

发指数来看（见图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平均水资

源开发指数基本保持在 ２０％的水资源压力警戒线。
北方主产区各省（区）中，处于东北区的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四省（区）水资源供给压力虽然近

年来均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除吉林外，其余三省

（区）水资源开发指数均处于大于 ２０％但小于 ４０％
的极大水资源压力水平，表明存在水资源供给压力。
处于冀鲁豫区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则均处于极大

压力水平。 其中，河南水资源开发指数由 ３０．５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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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 ９１．４２％，表示水资源开发强度持续增加，已处

于极大的水资源压力水平。

图 ２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２２ 年北方粮食主产区水资源开发指数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 年、２０２２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此外，在主产区粮食增产任务的压力下，长期的

耕地高强度利用和农用化学品过量投入导致了粮食

主产区耕地退化、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 以东北地

区为例，在我国各农业区中，东北地区的粮食调出率

最高，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然而，为了增

产增收，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单一化加之高强度

的集约化利用，长期透支土壤肥力，导致东北黑土地

地力退化。 据《东北黑土地白皮书（２０２１）》披露，近

６０ 年东北黑土层有机质含量平均下降 ３０％，部分地

区甚至达到 ５０％。

三、纳入水－土资源的粮食
生产区域比较优势分析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的演变，粮食种植

的水－土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时空不均衡的矛盾也

在持续激化。 由此可见，在水－土资源的刚性约束

下，发挥资源禀赋和利用的比较优势，合理布局粮食

生产，提高水－土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是保障我国粮

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为进一步从资源有效利

用的视角对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提供参考，本文围绕

粮食生产的水－土资源投入，构建粮食生产水－土资

源综合优势指数，由此表征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和市

场配置资源共同作用下的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比较优

势。 由表 １ 数据可以看出，从我国粮食生产水－土
资源利用比较优势变化来看，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

的特征⑩。
表 １　 全国不同区域省份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指数变化

比较优势指数
水资源

规模优势
水资源

效率优势
水资源利用
综合优势

耕地资源
规模优势

耕地资源
效率优势

耕地资源利用
综合优势

年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全国平均 ０．９８９ ０．９１４ １．０８６ ０．８７８ １．００７ ０．８８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３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２９ １．００６ ０．９６７
北方省份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７ ０．９５７ １．０７３ ０．９８２ １．０４５ １．０７８ １．１１９ ０．９０３ １．１１８ ０．９８７ １．１１８
南方省份 ０．９６７ ０．８５４ １．０６７ ０．７４５ １．０１６ ０．７９８ ０．９３８ ０．８６９ １．０９１ ０．８８６ １．０１１ ０．８７８

粮食主产区 １．０５１ １．１１２ １．０１５ ０．９７７ １．０３３ １．０４２ １．０１９ １．０８９ １．０３４ １．０９０ １．０２７ １．０８９
非粮食主产区 ０．９１３ ０．６８０ ０．９５３ ０．７０１ ０．９３２ ０．６９１ ０．９７７ ０．８０２ ０．９１２ ０．７９６ ０．９４４ ０．７９９

　 　 １．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整体下降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随着粮食生产区域布局的演

变，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呈现整体下降趋势。
其中，水资源利用综合优势指数均值由 １．００７ 减小

到０．８８２，耕地资源利用综合优势指数由 １．００６ 降至

０．９６７。 说明从整体来看，过去 ２０ 年，在生产成本和

市场相对收益的推动下，粮食生产布局的演化，与区

域水－土资源禀赋和利用的区域相对比较优势相距

甚远，加剧了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错配的矛盾。 进

一步地，从水－土资源利用综合优势指数分解来看，
尽管各指标均有所下降，但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平均

水平从具有优势转为相对劣势，意味着相对利用效

率的整体下降。
２．南、北方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格局逆转

随着粮食生产重心的北移，南、北方资源利用比

较优势格局也出现了相应的扭转。 在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的拉动下，北方地区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

由较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相对劣势，转为具备比较优

势，而南方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由具有相对比

较优势转变为相对劣势突出。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

利用比较优势呈现出的“北强南弱”的布局特点，与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高度吻合。 这意味着，在粮食生

产重心整体北移的区域布局变化中，尽管水－土资

源供需匹配度下降，但得益于粮食生产技术和基础

设施的完善，以及粮食生产资源投入的加大，北方粮

食生产规模效益凸显，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水资源

利用效率得到提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水－土
资源不匹配造成的比较优势下降。 但同期，南方地

区粮食生产水－土资源流失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

特征突出。
３．主产区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持续凸显与分化

粮食主产区作为大粮仓，具备粮食生产的优良

自然资源条件。 随着粮食生产向主产区聚集，规模

效益的发挥和主产区政策引导下资源分配向粮食生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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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倾斜，使得主产区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持

续扩大。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其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

势由 １．０３３ 和 １．０２７ 分别增长到 １．０４２ 和 １．０８９。 尽

管粮食主产区在水－土资源利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相

对比较优势，但从比较优势的分解来看，在粮食主产

区产量目标导向的政策引导下，主产区比较优势的

增强主要来自规模优势，而水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优

势转为相对劣势。
从粮食主产区内部来看（见图 ３），由于资源禀

赋、生产基础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尽

管各主产省（区）均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责任，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具体表现为东北地

区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增强，黄淮海地区处于

劣势，长江流域劣势持续增强。 其中，依托优良的耕

地基础条件，东北地区粮食生产集聚趋势显著，规模

效益的发挥使得整体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持续增强。
而长江流域四省中除江西外，其余三省水－土资源

利用由优势转为劣势。 此外，受水资源匮乏的基础

资源条件限制，黄淮海五省整体水－土资源利用比

较优势较弱。

（ａ）水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指数
　

（ｂ）耕地利用比较优势指数

图 ３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粮食主产区各省（区）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水－土资源利用综合优势指数计算结果整理得到。

四、调整和优化粮食生产区域
布局面临的挑战

　 　 纳入水－土资源利用的粮食生产综合比较优势

指数反映了在资源禀赋和利用水平以及市场配置资

源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粮食生产的相对优势。 按照

比较优势理论，依据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的综

合优势指数安排生产，有利于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
然而，进一步调整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提升水－土资

源利用水平面临着来自“非粮化”趋势、粗放型经营

蔓延以及气候变化三方面的挑战。
１．“非粮化”趋势限制了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优化

的空间

受经济、政策、城镇化扩张以及市场导向等因素

的影响［１６］ ，我国水、耕地等农业生产基础性资源利

用呈现“非粮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

资源总量上来看，原本用于粮食生产的水和耕地资

源转为非农用途和非粮食作物生产，导致粮食生产

用水、用地空间的压缩。 二是从资源质量上来看，除
城镇化过程中“占优补劣”导致耕地整体质量下降

外，受种粮经济效益偏低的影响，在农业部门生产中

也更倾向将良田、水田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 水－
土资源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非粮化”，使得粮食

生产实际可利用的水－土资源规模减小，导致未来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调整和优化的空间更为逼仄。 此

外，粮食生产水－土资源投入规模的减小，也不利于

规模化生产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阻碍了粮食生产

水－土资源利用水平的提升。
２．粗放型经营方式蔓延加大了粮食生产区域布

局优化的难度

在种粮比较收益下降和粮农兼业化迅速发展的

影响下，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导
致了粮食生产经营的粗放化乃至撂荒现象不断蔓

延［１７］ 。 据已有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披露，粮食主

产区的农户兼业化已经对粮食生产产生了不利影

响［１８］ 。 而在非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在耕地细碎化

程度较高、资源基础条件较差的山区，土地撂荒现象

甚至愈演愈烈［１９］ 。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优化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就是要按照各区域布局调整目

标引导农民组织生产。 然而，在粗放型经营方式下，
无论是技术推广还是补贴等政策引导，都会因农户

积极性不高而难以实现政策目标。
３．气候变化提高了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优化的适

应性要求

气候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水、土、光、热等自然资

源基础条件，影响着粮食生产区域布局。 过去 ６０ 年

间，我国气温上升、降雨带北扩趋势明显。 “温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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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为东北地区玉米与水稻种植面积增加、南方双

季稻种植北界北移，以及冬小麦种植北界北扩西移

提供了条件［２０］ 。 此外，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我国极端天气、异常气象灾害事件持续增多，全
国极端降水事件以平均每 １０ 年 ８％的速度持续增

加［２１］ ，极端暴雨与高温连旱交替出现，对粮食生产

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成威胁。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

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对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优化也提

出了提升粮食生产韧性与适应性的要求。

五、水－土资源有效利用视角下粮食
生产布局优化的思路与对策

　 　 从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双重目标出发，推
动粮食生产布局优化，就是要在综合考量粮食生产

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基础

上，应对“非粮化”、粗放式经营与气候变化带来的

挑战，对各区域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和种植结

构做出相应的调整部署。
１．结合资源禀赋，发挥南北方粮食种植比较

优势

在坚持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要
结合南北方水－土资源禀赋条件，发挥南北方粮食

种植的地区比较优势。
针对北方水资源总量相对缺乏的地区，要依据

水资源承载力，设定农业用水总量刚性约束。 同时，
通过推广节水技术、完善灌溉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进一步提升粮食生产水－土资源

利用效率。 此外，要限制高耗水农作物，鼓励扩大低

耗水作物种植，从种植结构上调节水资源供给压力。
针对南方水资源总量丰富，但资源利用效率优

势在逐渐下降的情况，一方面，要通过土地整理等措

施，平整土地，加强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完善农田

水利设施维护机制［２２］ ，改善耕地基础条件；另一方

面，要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体系，加大培育和扶持粮食

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提高粮食生产经营的规模化、
机械化水平。

２．以资源承载力为约束，提高粮食主产区资源

利用水平

粮食主产区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至关

重要，２０２２ 年全国 １３ 个主产区贡献了全国７８．２５％
的粮食产量，粮食调出量占全国的８８．７６％。 因此，
就主产区而言，要在保障粮食供给的基本前提下，根
据主产区的资源承载能力，提高主产区资源配置效

率，推动主产区粮食可持续发展。
针对东北区，一方面，要根据资源承载力制定合

理的粮食产量任务，严格限制高耗水型作物如水稻

的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要加快水利设施建设，推动

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水－土资源利用

效率，巩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
针对黄淮海地区，要将水资源作为地区农业生

产规划的刚性约束，一方面，推广微灌、管道输水等

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２３］ ；另一方

面，推广抗旱小麦、玉米等耐旱节水新品种，以及季

节性休耕、旱作雨养等种植模式，稳健降低水资源开

发强度。
对于长江流域粮食生产水－土资源禀赋基础条

件较好的地区，一方面，要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提升

蓄洪排涝能力，提升水资源利用水平；另一方面，要
通过机械化与劳动力节约型种植技术和耕作方式的

推广，提高复种指数，提升耕地利用率。
３．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抓手，激发非粮食主

产区生产潜能

非粮食主产区起到分担粮食主产区生产风险，
减轻主产区粮食供应压力，避免水－土资源过度开

发的重要支撑作用［２４］ 。 非主产区粮食生产水－土
资源利用水平在全国来看存在比较突出的相对劣

势，除因市场资源配置使得粮食生产水－土资源投

入相对规模不足外，资源利用效率与全国平均水平

存在较大差距，也是制约粮食生产资源配置水平提

升的重要因素。
因此，针对产销平衡区，要在稳定当前粮食生产

水－土资源投入水平的基础上，改善水－土资源基础

条件，提升水－土资源利用效率，特别要关注甘肃、
宁夏、新疆等近些年粮食净调出省份，布局西北地区

粮食生产后备产区储备建设，引进节水技术装备，创
新节水生产方式，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水平［２５］ 。 针

对粮食主销区，要在坚持市场资源配置的前提下，依
托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优势，加大粮食生产

基础条件建设投入，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水平，提升粮

食生产资源利用效率。

注释

①此处数据来自《２０２２ 年中国自然资源统计公报》，自然资源部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ｇｉ． ｍｎｒ．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３０４ ／ Ｐ０２０２３０４１２５７８１０００２９６５０． ｐｄｆ，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 ②此处数据来自《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

数据结果》，自然资源部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ｎｒ． ｇｏｖ． ｃｎ ／ ｄｔ ／ ｚｂ ／ ２０１６ ／
ｇｄ ／ ｚｈｉｂｏｚｈａｉｙａｏ ／ ２０１８０６ ／ ｔ２０１８０６２９＿１９６４６３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③此处数据来自《２０１９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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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ｔｊｓｓ．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ｆｂ ／ ２０２００６ ／ Ｐ０２０２００６２２５
７３３９０５９５２３６．ｐｄｆ，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 ④⑤此处数据来自《２０２２ 年中

国水资源公报》，水利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ｗｒ．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ｓｚｙ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６ ／ ｔ２０２３０６３０＿１６７２５５６．ｈｔｍｌ，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⑥此处数据来

自中国水利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水利年鉴》，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２０２１ 年版。 ⑦此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 ⑧此处数据来自《２０１９ 年

中国水资源公报》，水利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ｗｒ．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ｓｚｙｇｂ ／ ２０２００８ ／ ｔ２０２００８０３＿１４３０７２６．ｈｔｍｌ，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 日。 ⑨此处

数据 由 笔 者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 ｃｎ＝Ｃ０１）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⑩表 １ 数据由笔

者整理计算所得。 其中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指数参照综合比较

优势指数构建，初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２０２３ 年版；中国

水利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水利年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２０２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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