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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省是我国13个粮食大省之一，肩负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

重大使命。基于粮食产业链视角，立足湖南省，分析湖南省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研究结果表

明，整体来看，湖南省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十分显著，但也存在着粮食加工企业的整体实力较

弱、仓储技术落后、粮食流通整体规模偏小，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必须认真加以解决，从而为保

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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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相关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的必要性

从1974年我国第一次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30年来粮食安全正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而湖南省作为传

统的粮食大省，有数据显示，其2016年全省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4890.6千hm2，占到了全国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的4.32%，粮食产量2953.20万t，占到了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83%，湖南省以全国4.32%的耕地

贡献了4.83%的粮食，稻谷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具备很强的参考价值。

因此可以通过对湖南省的案例研究，深入探究粮食大省对国家安全的贡献以及获得怎样的经验教训。

1.2 研究的可行性

在理论结构框架上，运用库茨涅茨的“农业四大贡献”理论，从粮食产业链视角，通过粮食生产的加

工、贮藏、流通等的四个环节去构建湖南省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的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其产

生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通过这种方法去研究湖南省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也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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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和优化路径。在文章研究的实证数据方面，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历年数据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调研数据，及笔者相应整理计算所得。

2 湖南省对国家粮食安全的生产贡献

湖南省位于我国的中南部，大多数的地区处于平原和丘陵地带，气候条件优越，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且大部分地区土壤肥沃，耕地连片，便于开展机械化的种植，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人均占有量大，下

面首先来分析一下湖南省粮食产量和播种面积的贡献。

2.1 产量和播种面积贡献

2.2.1 产量贡献。近20年来，湖南省的粮食产量基本稳定在3000万t，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量的比

重虽有波动，但基本稳定在5%左右，2012年以来湖南省粮食产量数次突破3000万t大关，均超过各省粮食产

量平均水平，位列全国第8位。自2012年以后，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进入60000万t行列，这其中湖南省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图12000～2016年粮食产量及贡献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统计数据年鉴计算整理所得。

2.2.2 播种面积贡献。如表1可知湖南省2016年粮食播种面积4890.6万hm2，占全国粮食总播种面积的

4.33%，从1997～2018年湖南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在4%～5%之间波动，湖南省的粮

食面积单产高于全国12.36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省的粮食单产水平历年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 农业要素的贡献

表 1 2016年湖南省的生产贡献指标

项目 全国 湖

南省

湖 南

省占全国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万

hm2）

166649

.55

879

3.28

5.28%

粮食播种面积（万 hm
2
） 113034

.48

489

0.6

4.33%



粮食总产量（万 t） 61625.

05

295

3.2

4.79%

粮食面积单产（kg/hm2） 5451.9 612

5.66

髙 全

国

12,3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统计数据年鉴计算整理所得。

2.2.1 农民收入的支持。如下表2，2012年湖南省有乡村农户1591.71万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7440.2元，对比2011年的6567.1元增加了872.9元，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903.2元，占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的39%，说明家庭经营收入依旧是湖南省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仅次于工资性收入。粮食生产的收入仍是

湖南省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的生产效益和生产风险对湖南省农民的影响很大，农民的收入也特别容

易受到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粮食的增产和减产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

表 2湖南省农村家庭收入表

项目 湖南省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人（元） 7440.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纯收人（元） 3847.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家庭经营纯收人

（元）

2903.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纯收人（元） 112.8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转移性纯收人（元） 576.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统计数据年鉴计算整理所得。

2.2.2 劳动力贡献。湖南省的乡村农业从业人员较全国的平均比重要高，乡村的从业人员占全国比重

的5.94%，这一数据表明，湖南省的农业从业人口的基数比较大，这就有效的保证了湖南省粮食的产量。从

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的人数上看，湖南省达到了1857.39万人，占全国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比重的6.87%，

超过了乡村从业人员占比全国比重，这一数据的对比重点突出了湖南省农业粮食上的劳动力贡献。

表 32015年湖南省农业科技贡献

项目 全国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 kw） 1117

28.1

589

4.06

52

8%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数量（台） 6072

900

128

800

2.

12%农村水电建设本年完成投资镢

万元）

3082

737

262

108

85

0%农村发电设备容量（kw） 7582

9591

610

8835

8.

06%农村新增发电设备容量（kw） 2412

664

229

533

95

1%农用塑料薄膜刪量（t） 2603

561

839

89

32

3%农用柴油刪量（万 t） 2197

.7

43.

6

1.

98%鑛麵量（万 t） 178.

3

122

4

6.

8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统计数据年鉴计算整理所得。

2.2.3 科技贡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力量提高粮食的产量和质量已成为一种趋势，作

为粮食大省的湖南省来说更是如此，并且具有很大的优势，由表3可以看到，湖南省的农业发展科技水平较

高，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也表现出较高水平，湖南农村新增的发电设备容量占到了全国的9.51%；农业机

械总动力占到了全国总动力的5.28%；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占到了全国使用量的3.23%；农药的使用量也

创新高，占到了全国的6.86%，这些数据都表明湖南省政府在农村的投入量大，从而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更



好的条件。

3 湖南省对国家粮食加工、贮藏和流通的贡献

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是粮食的供给问题，如果粮食的供给出现问题将会对一个国家的稳定造成很

大的隐患，而粮食的供给则集中体现在其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加工、贮藏和流通问题上，围绕粮食的商品交

换过程衍生出来的加工、贮藏和流通，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

3.1 湖南省的粮食加工贡献

湖南省的粮食加工水平普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以湖南省永州市为例，近几年来，永州市粮食局在

粮油加工业上下功夫，大力引导粮企尝试多种重组方式，进一步的整合有效资源，做大做强永州的粮油加

工业，粮企重组已初见成效。2008年初，湖南的冷水滩面粉厂另起炉灶组建了湖南湘君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使公司真正成为了政企分开、市场运作的现代企业。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年产5万t面粉生产线的一期

工程于今年5月建成投产，年产量从过去的4万t提高到现在的5万t，投产2个多月来，实现销售收入近1000

万元。目前其生产的各大品种，行销湖南省及两广50多个大中小城市。且2016年湖南省水稻产量达到2602.30

万t，占全国总产量的12.6%，这足以说明湖南省在粮食加工方面为国家安全做出了贡献。另外，湖南省粮

食加工的的问题也比较的明显，首先湖南省粮食加工企业的整体实力较弱。再次，湖南省粮食加工产品的

整体附加值不高，大部分的粮食加工还处在初级加工阶段，精加工非常少。再加上湖南与粮食相关的合作

组织发展缓慢，生产又比较的分散，远远达不到产业化发展的要求。

3.2 湖南省的粮食贮藏贡献

粮食的有利储藏，保障粮食不变质，不腐坏，也是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今，国家收储的粮食

约为1.5～2亿t，储藏在各级储备粮库，总仓容高达2.95亿t，2015年国家粮食局发布消息声称近年内将扩

建千亿斤粮仓库容，这些举措都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切实的保障，我国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基本平

衡区储备粮比例基本保持在4.5：3：2.5左右的比例。湖南省是粮食大省，也是第一批国家重点支持粮库维

修整改的省份，随后省内“危仓老库”维修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涉及一般维修仓容202万t、大修仓容368

万t、改扩建仓容70万t。据《湖南省粮库名录2016最新版》数据显示，湖南省截止到2016年共计有156家粮

库，占国家粮库总量的比重较大。与此同时，湖南粮食仓储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危仓老库的问题以

及仓储技术落后，房屋陈旧老化，都给粮食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使得农户贮藏的粮食损失重大，科学

合理的储粮技术创新后劲不足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瓶颈。

3.3湖南省的粮食流通贡献

粮食流通，是粮食从生产到消费中间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粮食安全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整个买卖的

过程构成了粮食的商品流通体系。2012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粮食出售量为200.56kg，占全国农村居民人

均粮食出售量的37.8%，但是散粮的接发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省的粮食流通也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首先湖南省粮食的商品率比较的低，2015年湖南省的稻谷产量为2849.83万t，但是粮食库存率高，商品率

低，贸易量比较的小，外销渠道不畅，同时湖南省粮食企业的竞争力比较的弱，虽说数量上有优势，但整

体规模上偏小，竞争力不强，同时湖南省的粮食供给量上过剩，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实现“十

二连增”达到了6.2亿t，湖南省的粮食产量也有大幅度的提升，达到了3002.9万t，虽说近年来粮食生产的

产量不断提高，但其消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整体的供给出现了宽松的局面，大量的粮食过剩，堆积

在仓库，难以销售出去。



4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4.1研究结论

从粮食生产、储藏、流通和消费的整体角度来看，湖南省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还是十分显著的，这

与之前相关学者的研究观点结论大体相符。从本文的结构上也可以看出，湖南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

献主要体现在生产环节上，要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首先就是要把粮食产量提上去，没有足够的粮食产量就

谈不上粮食的安全，湖南省无论是在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灌溉面积上都对我国粮食安全

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储藏，流通环节还是很大的弱项，这一些问题的出现也会在很大程度对国家的粮食

安全造成影响。在消费环节，还要增大居民对粮食的需求，而这其中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

粮食的价格，将粮食价格的波动区间控制在正当的范围之内，保障低收入贫困人口的粮食购买也是增加消

费，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4.2政策建议

第一在粮食的加工方面，要创新粮食的加工技术，优化加工的产业结构，加大科技的投入，提高湖南

省粮食加工的技术含量，也要鼓励农民积极地学习先进的加工技术，引进先进的设备，同时也要注重市场

影响的作用，对市场进行精准的定位。第二在粮食的流通方面，要加强粮食的流通能力建设，建立起适应

粮食的流通体制，拓宽粮食的购销渠道，降低成本，稳定市场价格，大力增强粮食的关键物流环节建设，

加大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完善粮食的储备政策和调节机制，让国有粮食企业更好的发挥平衡粮食价格

的作用。第三在实现湖南省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和谐方面，我们要统筹粮食行业各个环节，各个领域

发展，对粮食消费市场进行细分，满足居民粮食多元化的需求并确保粮食健康，安全；加大对低收入贫困

者的补助，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同时尽快规范市场交易，建立良好的诚信体系，保障粮食生产者，

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做到真正解决人口流动所要求的粮食流通能力。第四在粮食的消费方面，要

积极的发挥湖南省的区域优势，打造区域强势品牌，湖南粮食的品牌有很多，但真正知名的，有影响力，

有竞争力的品牌却非常的少，我们要通过推动企业重组并购，扩大优势企业的生产规模，增加品牌企业的

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加大品牌的营销推广，扩大其市场知名度。第五在严把粮食的质量关方面，不能因

为求多求快就忽视了质量，粮食的质量标准是保证粮食安全的一个基本点，加大对粮食生产、加工、包装、

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质量检查，切实保障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以质量和品牌打开市场，从而可以进一

步抢占高档消费市场的高地。发展绿色农业，绿色粮食经济，保证绿色无污染的粮食供给，使其达到国际

标准。要更加进一步的保护和提升湖南省的优势贡献项目，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

动摇，保护耕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积极合理的引导土地流转，提高粮食的生产规模效益；加大投入，

改善农业粮食的生产种植条件，重点支持湖南省的小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湖南省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粮食单产，政府应该加大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丹，林中，李亮.湖南粮食安全中长期预测研究[J].湖南农业科学，2017（10）.

[2]曾福生，匡远配.粮食大省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06）.

[3]何友，曾福生.长江流域粮食大省对粮食安全的贡献度特征分析[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6.

[4]姜俊超，赵良仕，郑德凤，等.1998—2016年中国大陆粮食安全及其省域贡献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18.

[5]陆兵.打造千亿斤粮食生产基地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J].中国水利，2011（06）.

[6]闵锐，盛欣，王慧青.湖南省油菜产业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J].湖北农业科学，2016（23）.

[7]何俊黎.湖南水稻产业发展问题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6.

[8]匡勇，胡泽友.湖南粮食安全现状分析及对策[J].湖南农业科学，2004（06）.

[9]唐小惠，王雅鹏.湖南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初探[J].粮食科技与经济，200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