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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国际地缘政治、区域冲突、局部战争的长期持续对粮食产业供应风险的增加,如何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是一项重大任务。本文综合官方数据与文献阐述了我国玉米种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探寻

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为我国玉米种植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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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化和自然灾害频繁化的趋势下,

如何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使人民安居乐业？如何解决我国玉

米种植现存的问题使玉米播种面积在缩减的情况下其单产和总

产仍减？如何降低我国玉米的对外依存度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使饭碗中尽可能多装中国粮？这是当下农业科

技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1 我国玉米产业现状 

玉米作为我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它既是重要的粮

食作物,又是重要的饲料原料和工业原料。在我国加入世贸

组织(WTO)前,我国为玉米净出口。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

程度日益加大及畜牧养殖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我国玉米的

进口量。 

从消费结构分析,我国玉米主要用于饲料消费、工业消

费、食用消费、种用及其他消耗。根据2010-2021年12年间的

数据分析,饲料消费量占比最大,为59%-71%；工业消费量次之,

为20%-32%；食用和种用的比例较稳定,分别为2.8%-4.9%和

0.3%-1.0%,其他消耗占比仅4.2%-7.8%。由此可知,我国90%以上

的玉米都用于饲料消费和工业加工。 

从进、出口贸易分析,2017-2022年间,我国玉米的进口量整

体呈增加趋势,年均增长率达39.26%。其中,2020年我国玉米进

口量首次超过了1000万吨,较2019年同比增长134.55%；2021年

在疫情的严峻影响下,我国玉米进口量仍有大幅增加的趋势,其

进口量达到了2835.09万吨,创历史新高,较2020同比增加

152.17%,而我国玉米该年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10.4%,较去年增

加了约6.3个百分点。2022年,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我国玉米的

进口量略有减少,但仍远高于2020年玉米的进口量。 

从我国玉米的生产现状分析,我国玉米的种植面积整体呈

增加趋势,总产量的变化趋势与种植面积的变化趋势相同,整体

也呈增加趋势。2009-2015年,我国玉米的种植面积快速扩

展,2015年玉米种植面积最大,达44968.39千公顷,较2009年扩

增36.48%,6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4.54%。2015-2020年,我国玉米

的种植面积逐年缩减,主要得益于2016年国家为解决我国玉米

生产过剩的问题采取了供给侧改革,取消了对玉米的临时收储。

在我国玉米种植面积不断缩减的情况下,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

展加大了对饲料的需求量,在2017年我国玉米生产首次出现了

产不足需的现象,随着畜牧养殖规模的扩大,我国玉米的产需缺

口也在逐年拉大,并将长期存在；2020年我国玉米的种植面积最

小,为41264.26千公顷,较2015年缩减8.24%,此5年间玉米种植

面积的年均缩减率达1.42%。 

为减小我国玉米的产需缺口及其对外依存度,我国对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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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进行了政策方面的调整。与2020年比,我国2021年的玉米种

植面积同比增加4.99%；2022年玉米的种植面积虽有减少(同比

缩减0.59%),但其总产与单产均有所提高(分别同比提高1.71%

和2.31%),这或许与农业科技从业者对玉米病虫害的防治与控

制有关。 

从种植成本分析,我国玉米种植的总成本整体上呈增加的

趋势,净利润却在减少,其中2015年的成本投入最高(16255.80

元/公顷),该年的净利润开始实现负增长(-2012.55元/公顷)；

至2020年,玉米种植由亏转盈。 

2 玉米产业存在的问题 

2.1耕地质量逐年退化 

古人云：“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保障粮食生产

的根本,如果耕地质量下降便会影响土壤的生产力及作物产量

与品质,更会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根据影响因子的驱动力可

将影响耕地质量的因素分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 

第一,人为因素。由于农民一味地追求粮食产量而忽略了对

耕地质量的保护。单一的种植模式、过量化肥农药的施用、频

繁发生的气象灾害均损害了土壤质量、降低了土壤肥力,致使

土地生产力低下。有研究表明,长期施用无机肥料,特别是化

学施肥不平衡,可导致土壤酸化和养分枯竭[1,2]；特别是在高纬

度地区,不良施肥做法可能会加剧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的影

响,但与有机肥合理配施可有效增加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物理

性质、缓解土壤酸化[3,4]。不合理的土地开发也是造成土壤质

量退化的一个重要的人为因素。按照目前的损失率推算,到

2058年,掠夺性的开发将导致中国东北地区的黑土耕地流失

9.3*105公顷。 

第二,自然因素,主要指气候变暖。积温的增加改变了作物

的受热条件,减少了冷害的发生,利于保持作物高产稳产,但是

气温的升高加速了高纬度地区土壤微生物的呼吸速率,进而加

速土壤有机质分解,不仅减少了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还导致越

来越多的土壤碳以CO2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加速气候变暖,以

此形成恶性循环[5,6]。土壤风蚀也是造成土壤质量下降的重要因

子之一,尤其在我国东北地区。据估计,东北地区每年大约损失

0.4-0.7cm的表土,原来60-80cm厚的黑土层如今只剩下薄薄的

一层表；25万条风蚀沟吞没耕地4.83*107ha,按玉米年产量

7500kg/ha计算,年损失粮食总量达3.623*106t。据liu和yan[7]

的调查研究,我国土壤流失面积约占总面积的17%,而东北地区

30%以上的土地均面临着这一问题。 

此外,气温的升高也加剧了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据全国农技

推广服务中心的数据分析,自2014年起,我国玉米的种植面积因

病虫危害在逐年减少,但2019年玉米受病虫危害的面积仍达

5808.28万公顷,损失量达377.56万吨。 

2.2缺乏高抗、广适品种 

虽然每年市面上都会涌现出许多新的玉米品种,但种植面积

较大、适应性广的仍是些老品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很多作物

品种的适应性已发生变化,原有的适宜区的气候条件已无法满足

品种特性的要求。其中,温度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最大。玉米

是对气象因素中温度最为敏感的植物。相关研究表明,平均温度

每上升1℃,玉米生育期缩短7天、减产5%-7.4%[8,9],气温升高2℃

对玉米产量造成的损失远大于降水减少20%带来的影响[10],玉米

可减产11.5%。在我国粮食主产区,若气温出现超出30℃或低于

10℃的极端温度,且气温每升高0.1℃,旱灾受灾面积将增加

7.2x105hm2, 降 水 量 每 增 加 1mm, 旱 灾 受 灾 面 积 将 减 少

2.6x105hm2。2014年,增温导致的东北和华北地区严重干旱使我

国玉米较2013年减产1%。因此,培育抗干旱、耐高温、广适性的

玉米品种是我国玉米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3 解决方法与措施 

针对我国玉米种植现存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增施有机肥、适当减少化肥施用量,改善土壤质地提高

肥力 

良好的土壤质地是获得粮食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近年来,

改良土壤的方法主要有作物秸秆还田、绿肥翻压、生物菌肥的施

用、种植模式与耕作方式的改变。据相关研究,0-10cm土层,深耕

或旋耕结合秸秆还田均可明显提升土壤胡敏酸与富里酸比值,提

高总有机碳及多数组分碳含量、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提高粒径

>0.25mm水稳性团聚体的比例,但0-10cm土层,深耕配合秸秆还田

的效果好于旋耕配合秸秆还田的效果；玉米与绿肥间作在减氮条

件下可提高玉米穗粒数和千粒重；多年翻压绿肥后可使不同的玉

米生产体系化肥减量15%-45%,玉米产量提高6.8%-44.6%；稻田翻

压绿肥后土壤水稳性团粒总量增加38.20%-82.47%,容重显著降

低5.37%-10.74%,有机质增加1.14%-4.07%,0-10cm土壤全盐含量

降低9.76%-24.39%；连续4年大豆-玉米轮作种植,2年免耕玉米均

实现增产,增产率分别为0.88%和9.50%；免耕条件下,2年玉米-

大豆轮作的玉米产量显著高于3年玉米-玉米-大豆轮作、3年玉米

-玉米-玉米连作,分别增产15.8%、11.3%；玉米-大豆轮作的免耕

条播使玉米增产75%；平作覆膜、平作秸秆覆盖、垄作秸秆覆盖

和垄作覆膜4种覆盖模式对玉米的产量均有显著影响。 

3.2适当开垦土地,严禁开发农业用地 

严格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继续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

“粮田”必须是“良田”。在必要的情况下,可适当开垦土地,

但严禁开发农业用地,尤其是永久性耕地。 

3.3培育耐干旱、耐高温、适应性广的玉米新品种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气温不断升高成为限制作物生长发

育的主要因子。通过传统的栽培管理措施已很难解决粮食作

物对高温、干旱等极端气候的适应问题。我们现在只有加大

科研力度,通过分子标记育种、转基因等科技手段培育出抗逆

性强的玉米新品种。 

3.4加强田间管理,探索新的栽培管理模式 

第一,改变当地玉米原有的播种时间,适宜的提前或延迟播

种以避开抽雄散粉时的高温天气,延长花粉寿命,提高玉米授粉

率和结实率。第二,与绿肥间作,可减少田间水分蒸发；灌水后

也可保持田间湿度以减缓高温对花粉及花丝的损伤。第三,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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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高的玉米品种,如鲜食玉米,可进行育苗移栽。玉米

育苗移栽可延长生育期、提前生育进程、提高单产,对玉米的

株高、穗位高度、叶面积及产量构成要素均有影响,尤其是覆

膜移栽。 

4 结语 

若按国内玉米6.32吨/公顷的生产技术水平进行计算,我

国2021年进口的玉米量相当于利用了国外448.59万公顷的土

地来生产。如果全部由国内进行生产,则意味着要以减少口粮

总产为代价确保玉米供需平衡。这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了

严重威胁。 

纵观我国玉米种植的成本结构,它主要由物质与服务费用、

人工成本及土地成本3部分构成。其中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

最大(38%-45%)。自2012年起,我国玉米种植的人工成本均高于

物质与服务费用(34%-41%),年均增长率为4.01%。在人工成本中

家庭用工折价与雇工费用的变化趋势相同,整体呈“倒抛物线”

型,分别于2015年(7030.80元/公顷)和2020年(504.60元/公顷)

达到最大值,在2011-2020年间,家庭用工占比远大于雇工费用,

均维持在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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