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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问题，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
地位，把粮食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把恢复农业生产和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三农政策的基本目标
，特别是全面土地改革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1950-1957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5.82％，1957年粮食单
产比1952年提高了10.42%。
此后的20余年里，由于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粮食单产与总产
长期低水平徘徊。
当时尽管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但受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人口快速增长双重因素作
用，导致粮食供给短缺持续成为政府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城乡人民温饱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但这一时期，我国在农业科技创新特别是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新品种选育、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
仍取得显著成效，为其后粮食连续实现增产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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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虎渠，1950年生，江苏涟水人，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1977年江苏农学院获农学学士，1981年南京农业大学获农学硕士，1987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遗传学博
士。
1995年任南京农业大学校长，2001年至今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长、俄罗斯农
业科学院外籍院士、印度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等职务。
曾被授予国务院“优秀回国人员”、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十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长期从事作物遗传育种和农业科技管理工作，先后主持科技重大专项、“863”、自然科学基金等
国家科技计划课题。
提出并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和组织实施，
组织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并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效。
带领课题组选育并审定稻麦新品种6个，发现和精细定位水稻重要新基因22个，获新品种权12个，专
利4项。
发表学术论文204篇，其中管理类论文26篇，SCI论文51篇；出版专著和教材8部；培养21名博士，18名
硕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粮食安全国家战略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粮食安全形势与趋势第一节 粮食安全概念与发展第二节 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与趋势第三节 中国
粮食安全形势与趋势第二章 小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第一节 粮食生产第二节 粮食消费第三节 粮食市场与
贸易第三章 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基本经验与问题第一节 发展粮食生产的基本经验第二节 粮食生产存
在的主要问题第三节 几个重要问题的讨论第四章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第一节 资源、环境与
气候变化的影响第二节 国民经济发展与增长方式转变的挑战第三节 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
的压力第四节 粮食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第五节 粮食市场开放与有效保护的问题第六节 科技自主创
新支撑能力的制约第七节 非传统因素的影响第五章 中国粮食供给与需求预测第一节 研究方法第二节 
粮食总供需展望第三节 粮食分品种预测第六章 小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目标与发展战略第一节 主要依据
第二节 粮食安全的目标选择第三节 粮食安全的发展战略第七章 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科技战略第一节 
技术路线第二节 主要技术目标第三节 主要研究领域及任务第四节 粮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第八章 中国
地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战略第一节 耕地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与评价第二节 大力推进中低产田改造第三
节 建设10亿亩高产稳产田第四节 合理开发利用后备耕地资源第五节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战略第九
章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与结构优化战略第一节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与结构优化思路和构想第二节 东
北地区构建国家商品粮产业化生产与贸易基地第三节 华北地区构建国家商品粮产业基地及粮食商务信
息中心第四节 长三角地区构建区域口粮生产基地及全国性粮食物流保障中心第五节 华南地区保持口
粮生产能力构建国际化粮食贸易中心第六节 中部地区构建国家级商品粮产业化生产与贸易基地第七节
西南地区构建区域性商品粮基地与粮食物流保障体系第八节 西北地区构建远期国家商品粮基地及粮食
物流贸易中心第十章 中国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政策措施第一节 构建确保粮食安全的粮食支持政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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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人均水资源2220立方米，虽属轻度缺水，但是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均匀，占粮食播种总面
积55010的重要农业区，水资源只占中国总量的14%左右，而且旱灾频繁，雨季降水集中且多暴雨，易
造成涝灾。
　　（一）农业水资源短缺的形势日益严峻　　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水资
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农业干旱缺水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且
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按现状用水量统计，全国中等干旱年缺水358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灌溉缺水300亿立方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年均受旱面积达2000万公顷以上，由于地表水资源不足导致地下水超采
，全国区域性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已达820万公顷。
　　（二）工业和生活用水的快速增加导致农业用水矛盾日益突出　　雨量分布不均、农业生产大多
依赖灌溉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
在这种条件下，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水平，是实现粮食稳产和增产的重要举措。
但是，受水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业灌溉用水量严重不足，导致了地下水
资源的严重过量开采，也影响了有效灌溉面积的提升。
从中国供水和用水情况看，2000-2008年中国供水总量从5530.73亿立方米增加到5909.95亿立方米，增加
了6.860/0。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分别增加了22.64%和26.84%，农业用水
却从3783.54亿立方米降低到3663.46亿立方米，减少了3.18%。
按人均来算，2000-2008年人均工业和生活用水分别增加了17.05010和21.06010，而人均农业用水却降低
了7.590/0（表4-2）。
由于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相对于农业用水来说效益更高，在水资源总量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农业用水
将会更加紧张，导致灌溉用水严重不足，威胁到粮食生产的用水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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