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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土高原粮食业开发的基本条件分析

霍学 喜
(西北农业大学农村经济研究所 ,陕西杨凌 712100)

　　摘　要　根据调查资料 ,从气象要素状况、耕地资源及其整治前景、农作物栽培技术及其

推广与普及的增产潜力、省域经济发展趋势及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导向等方面 ,分析了陕西黄

土高原粮食业开发的基本条件。 结果表明 ,由于农业资源丰富、农地整治及栽培技术成熟、经

济环境优越等原因 ,陕西黄土高原粮食业开发的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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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省域经济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域。按照陕西省农业区

划研究成果分析 ,该经济区域主要包括陕北长城沿线风沙滩区、陕北丘陵沟壑区和渭北高

原区 ,共 45个县 (市、区 )。

行政及理论界关于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开发的大讨论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也形成了为

数众多但又颇具争议的理论模式。笔者认为 ,其中具有代表性且占主流地位的理论主要有

3种:

环境效应论　这是由政府高级官员及环境工作者提出的理论模式。 其核心观点是黄

土高原地区的资源及环境基础脆弱 ,资源破坏、水土流失、环境退化等问题严重 ,而导致环

境问题的根源又是传统农业科技体系及农业增长方式下的粮食生产过度膨胀。基于这种

认识 ,其基本政策主张是限制其粮食生产发展的范围和规模 ,以便恢复本地区的资源及环

境基础 ,缓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环境压力。

比较效益论　其核心观点是黄土高原地区的粮食问题应当在追求比较效益最大化的

框架内解决。其理论及实证依据是该地区的林果、畜牧资源丰富 ,而且近年来林果、畜牧等

非粮食类农业产业发展很快 ,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而粮食却缺乏

这种比较优势。因而其基本政策主张是政府宜优先扶持富有竞争性的非粮食类农业产业 ,

选择并实施以优势资源及产品换取粮食 ,通过贸易方式实现省域粮食供求平衡的地区发

展战略。

粮食倾斜发展论　其核心观点是黄土高原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地理位置僻远 ,远距离

大规模调入粮食不仅难度大 ,而且不经济 ,而立足本地区资源 ,提高粮食生产及供给水平 ,

既可就近解决粮食问题 ,又可为地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客观经济形

势的变化 ,粮食倾斜发展论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明显改变。 70年代前强调的是实现地

区粮食自给 , 80年代初特别是 90年以来 , 强调的是将该地区建成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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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粮仓”。

毫无疑问 ,上述理论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均有其特殊的经济背景 ,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

间的主要差异也是由于人们对这些经济背景认识的出发点和理解的侧重点不同所致。 因

而笔者认为 ,究竟如何重新审视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的粮食开发问题 ,即陕西黄土高原地区

究竟能否开发建设成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新粮仓” ,焦点依然是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该

地区粮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1　黄土高原粮食业开发的条件分析

1. 1　气象因素匹配条件

　　从主要气象因素匹配的状况看 ,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的基本特征是缺水干旱 ,无霜期

短 ,但光热资源充足 ,雨热同期 ,具备开发建设旱作高效农业体系的基本条件。据已有研究

成果 (陕北渭北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农业建设总体规划 .陕西省人民政府 , 1997～ 1998)分

析: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的常年降水量为 314～ 730 mm ,绝大多数地区明显低于关中及陕

南地区 ,但降水利用开发的潜力很大 ,如果按每 1 m m降水生产 1 kg粮食的降水利用先

进水平估算 ,每公顷粮食产量可达 4 500～ 11 000 kg ,比该地区当前的实际产量高得多 ;

无霜期仅为 135～ 224 d,但自北到南依次可满足农作物一年一熟、间作套种、复种等多种

栽培模式的需要 ;光热资源充足 ,年均日照高达 1 900～ 2 740 h,年均太阳辐射量高达

498. 23～ 602. 90 k J/cm
2
,远高于关中及陕南地区 ,且雨热同季 ,有利于玉米、豆类、薯类、

糜谷类等作物实现高产。

1. 2　人地资源结构条件

从人地结构看 ,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的基本特征是人口少 ,耕地及宜耕荒地资源丰富 ,

农地整治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前景广阔 ,且具备粮食生产规模经营及粮食产业化开

发的条件。据统计 [1 ] ,该地区人均耕地 0. 27 hm
2 ,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1. 72倍。其中长城沿

线风沙滩区人均耕地 0. 52 hm
2 ,丘陵沟壑区人均耕地 0. 51 hm

2 ,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3. 31和 3. 25倍。除此之外 ,现有耕地大都属中低产田 ,农地整治的潜力很大。据实地调查

及已有研究成果分析 ,在粮食生产及农业发展中可发挥基础和长效作用 ,且日趋成熟的农

地整治及高标准农田开发技术主要有 5种 [1 ]:

1. 2. 1　旱坡地改宽幅梯田　宽幅梯田是指宽度在 10 m以上的机修梯田。与传统人工梯

田相比 ,宽幅梯田具有保水肥能力强和便于配套实施旱作高产农业技术等特点。据延安市

宝塔、志丹等地实践 ,修筑宽幅梯田是黄土高原地区增产潜力最大的农地整治技术。目前

黄土高原地区适宜于修筑宽幅梯田的耕地 (即 6～ 25度的坡耕地 )面积为 134. 87万 hm
2 ,

占全部耕地的 43. 37% ,若全部得以改造 ,可建成宽幅梯田 87. 67万 hm2 .其中 6～ 15度

的缓坡地 66. 87万 hm
2
,可建成 15 m以上的宽幅梯田 46. 81万 hm

2
; 16～ 25度的斜坡地

68. 10万 hm
2 ,可建成 10 m以上的宽幅梯田 40. 86万 hm

2 (据延安市测定 ,每公顷缓坡地

可修建 0. 7 hm2宽幅梯田 ;每公顷斜坡地可建成 0. 6 hm2宽幅梯田 )。另据调查 ,旱坡地改

造成宽幅梯田后 ,单项技术可使粮食单产增长 50%～ 70% ,每公顷粮食产量可达到 1 800

～ 3 400 kg .

1. 2. 2　旱平地改水浇地　据实地调查及地县提供的资料分析 ,在具备条件的旱滩地、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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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涧地、旱川地和旱原地上 ,按 “小工程 ,大群体”的开发思路 ,可建成水浇地

18. 20万 hm
2
.旱平地改造成水浇地以后 ,单项技术可使粮食单产增长 90%～ 150% ,每公

顷粮食产量可达到 3 800～ 5 000 kg.

1. 2. 3　缓平地改旱平地　黄土高原地区拥有 2～ 6度的缓平地 30. 88万 hm2 ,可改造成

27. 79 hm2两度以下的旱平地 (每公顷缓平地可改造成 0. 9 hm2旱平地 )。缓平地改造成旱

平地后 ,单项技术可使粮食单产增长 15%～ 35% ,每公顷粮食单产可达 1 800～ 3 100 kg.

1. 2. 4　荒沟地改坝地　拦沟打坝 ,具有截洪、拦土、淤地等多种功能。而且坝地又是高产

稳产农田 ,粮食单产可达到 9 000 kg以上。据地县提供的资料分析 ,黄土高原地区尚可开

发形成 5万 hm
2
坝地。

1. 2. 5　宜垦荒地改耕地　据有关资料分析 ,黄土高原地区尚有 120万 hm
2
宜农荒地 ,可

开发形成 40万 hm
2耕地。其中 ,长城沿线风沙滩区可开发形成 14万 hm

2耕地 ,其中可形

成 6～ 7万 hm
2
水浇地 ;陕北丘陵沟壑区可开发形成 25万 hm

2
耕地 ;渭北高原区也可开

发形成 1万多 hm
2耕地。按照理论潜力计算 ,在将现有的 25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全部退耕

和对 25度以下的坡耕地全部改造的条件下 , 黄土高原地区的宽幅梯田面积可达到

87. 67万 hm2;水浇地面积可达到 58. 96万 hm2 ,新增 25. 20万 hm2;旱平地可达到

97. 95万 hm
2
,新增 60. 79万 hm

2
;新增坝地 5万 hm

2
.改造后的各类耕地总计 ,可形成基

本农田 249. 58万 hm
2
,比现有总耕地面积减少 60. 16万 hm

2
.

1. 3　投入产出条件

从投入产出情况看 ,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的基本特征是农业集约化程度低 ,经营管理粗

放 ,农业增长以传统方式为主 ,但农业转型及增长方式转换的资源结构优越 ,开发建立以

“少种高产、集约经营、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粮食业体系的科技条件也日趋完善。据多年实

践与探索 ,这些成熟的高产高效增产技术主要有 5种 [1 ]:

1. 3. 1　地膜覆盖技术　地膜覆盖具有保水保肥增温等功能 ,能够有效克服农业生产中的

诸多不利因素 ,是黄土高原地区粮食增产中的重点技术。 即使在干旱严重的年景 ,该项技

术的推广亦可使粮食单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例如 1995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旱年景 ,旱坡

地作物近似绝收 ,但志丹县杨条旱作高效农业示范区宽幅梯田上的地膜玉米单产却高达

6 000～ 6 750 kg
[2 ]

.据多点试验和示范结果 ,地膜覆盖技术的单项增产潜力为 65% ～

80% ,可使水浇地的粮食单产达到 6 800～ 8 600 kg ,各类旱平地及宽幅梯田的粮食单产

可达到 4 100 kg左右。

1. 3. 2　垄沟耕作技术　据延安市宝塔区推广及实地调查结果 ,在 25度以下的旱坡地上

大面积推广大垄沟耕作技术 ,单项技术可实现粮食单产增长 25%～ 55% ,单产可达到

1 500～ 2 900 kg.

1. 3. 3　改土培肥技术　黄土高原地区的肥料投入明显偏低 ,土壤改良缓慢 ,例如按作物

播种面积计算 , 1995年每公顷化肥 (实物量 )使用量仅相当于关中地区的 43. 29% ,有机肥

使用量也不及关中地区的 20% ( 1995年陕西省农业统计资料提要 .陕西省农业厅 , 1996)。

因此 ,耕地贫瘠、肥力不足一直是制约土壤保水肥能力及作物降水利用率提高的重要因

素。但与此相对应 ,在增施有机肥基础上 ,推广配方施肥技术 ,加速土壤改良 ,单项技术可

实现粮食生产增长 30% ～ 65% ,单产可达到 1 800～ 6 6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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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种子技术　黄土高原地区是种子技术推广滞后地区 ,品种混杂、退化和超期服役

现象较为普遍。据实地调查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每更新一次 ,可使粮食

单产增长 15% ～ 30% .以“种子工程”实施为契机 ,大面积推广优良品种 ,可使粮食单产达

到 1 500～ 5 800 kg.

1. 3. 5　种植制度改革技术　黄土高原地区光热资源富集 ,部分地区地下水资源也较为丰

富。因此 ,在农地整治及推广普及高产技术的基础上 ,改革现行种植制度 ,特别是推广以玉

米等高产作物替代传统低产作物、间作套种及复种、立体种植等模式 ,粮食增产效果也十

分明显。

1. 4　经济及政策条件

从省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国家宏观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看 ,尽管省域经济明显滞后于

经济发达地区 ,但基本具备了深度开发黄土高原地区 ,改造并促进其传统粮食业转换与升

级的经济环境。具体表现如下:

1. 4. 1　农户经济实力及参与开发投资的能力明显提高　据统计 , 1990～ 1995年陕西农

民人均纯收入由 530. 27元增加到 962. 89元 ,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12. 67% [ 3] ;同期内平均

每个农户拥有的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由 1 411. 86元 ,增长到 1 793. 36元 ,平均增长

速度为 4. 90% [4 ] .

1. 4. 2　农业经济系统的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明显提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中的畜牧业、林业及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迅速扩展 ,农村经济系统

向粮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开发领域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明显提高。据统计 , 1990～ 1995

年畜牧业、林业产值及农村非农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9. 40% , 7. 30%及

18. 13% [3 ] .

1. 4. 3　省域经济实力及对黄土高原地区开发提供支持的能力明显提高　据统计 , 1990～

1995年省级财政总支出由 58. 28亿元增加到 102. 69亿元 ,年均递增速度为 12. 00% ;同

期内省级财政支农投资由 6. 74亿元增加到 11. 16亿元 ,年均递增速度高达 10. 61% [3 ] .

1. 4. 4　中央政府支持开发的力度明显加强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腹部 ,现代工业基础较为

雄厚 ,教育及科技发达 ,又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及重化工基地 ,因而在国家经济战略西移及

宏观产业政策调整背景下 ,中央对陕西及黄土高原地区支持的程度必然加强。 例如 ,仅

1996～ 2000年中央政府就计划向该地区投资 800亿元左右 [5 ]。

2　对黄土高原粮食业开发的基本判断

以上分析表明 ,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粮食倾斜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是正确的。同时 ,

根据上述分析 ,就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粮食开发的前景、条件和环境方面 ,可以得出以下基

本判断:①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资源丰富 ,以“黄土”资源深度开发为基础 ,建立包括

粮食生产及粮食转化、加工、储存、运销等相关产业在内的粮食业体系 ,其发展前景十分广

阔。②经过长期实践 ,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已经探索形成一套既先进实用又经济可行的农地

整治及作物栽培技术体系 ,这表明深度开发“黄土”资源 ,发展粮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的科

技条件已趋成熟。③在省域经济实力渐趋雄厚及上级政府扶持能力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深

度开发“黄土”资源 ,发展粮食生产及其相关产业的经济条件也已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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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 sis of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Grain

Indust ry Development in Shaanxis Loess Plateau

Huo Xuexi
( Institute of Ru ral Economy ,Northwestern Ag ricul tural University ,Yangl in 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 zes the development condi tions of g rain indust ries ac-

cording to the m atching state of weather facto rs, the cultiva ted land resources and thei r

developm ent potentiali ty , the advanced cultiv ation technique and i ts applica tion in the

g rain indust ry developm ent , the investment abili ty for the g rain indust ry developm ent of

Shaanxi Prov ince and the macro-ag ricultural policy guidelines o f the central governm ent

in Shaanxis lo ess plateau. The analyses indicate that the m odel f rom the t radi tional re-

searches suggested g iv ing the priority to the g rain developm ent in Shaanxis loess

plateau is righ t and there is a g reat development po tentiality o f g rain industries because

o f the rich ag ricultural resources, maturing techniques of the farmland capi tal const ruc-

tion and the crop cultiva tion, and the fav ourable development envi ronment in Shaanxis

lo ess pla teau.

Key words　 Shaanxis loess pla teau, g rain indust ry, developm ent condi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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