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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口、耕地与粮食系统互动平衡研究

杜忠潮 , 车自力
(咸阳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系 ,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 基于陕西省人口、耕地与粮食系统现状的分析 ,采用 Log istic曲线预测未来 10 a该省人口、耕地资

源、粮食诸因子的变化趋势 ,测算出不同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下的人口承载量。 并分析了系统不平衡的原由

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对策性战略措施。

关键词: 人口 ; 耕地 ; 粮食 ; Logistic曲线 ; 趋势 ; 对策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288X ( 2002) 06— 0032— 05　　　　　中图分类号: F326. 11

Research on Populatio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Grain

System Dynamic Equilibria of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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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concerning of the popula tions, cultiva ted land resource, and the g rain system in

Shaanxi province are analy zed. The tendencies o f the popula tions, cul tivated land, and the g rain etc in the

coming 10 years are fo recasted by means of Logistics ' curv 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population under the

di fferent av erage consumption lev el o f g rain is calculated. The cause and problem o f existence the system dis-

equi libria a re analy zed, and the st rategic countermeasures are finally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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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西省人口、耕地、粮食系统现状

陕西省是个山地高原多、平地少的内陆省份 ,山

地、高原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81% ,全省 107个县

(市区 ) 70%的耕地 , 60%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分布在山

原、丘陵、风沙地区
[1 ]
。 这些地方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

环境脆弱 ,生产力低下 ,致使粮食成为该地区生态农

业建设和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据统计资料 [ 2, 3] ,陕西

省 2000年总人口为 3. 64× 107人 ,比 1949年净增加

2. 32× 10
7
人 ,净增率为 176%。 全省耕地面积 2000

年末为 3. 11× 106 hm
2 ,占总土地面积 15. 13% ,比

1949年减少 1. 27× 106 hm
2 ,年均减少 2. 11× 106

hm
2 ,年均递减率 0. 56% 。陕西省 1949— 2000年耕地

面积变化经历了 3个阶段。第 1阶段: 1949— 1965年

增减交替时期 ,其间又分为 3个亚期: ( 1) 1949—

1953年耕地面积逐年递增 ,由 1949年的 4. 38× 106

hm
2 ,增加到 1953年的 4. 55× 106 hm

2 , 4 a净增耕地

1. 70× 105 hm2 ,年均增加 4. 25× 104 hm2 ,年均递增

率为 0. 97% , 1953年是该省历史上耕地面积最多的

年份。 ( 2) 1954— 1960年 ,陕西省耕地面积逐年骤

减。 1954年全省耕地面积为 4. 55× 10
6
hm

2
。到 1960

年减少为 4. 07× 106 hm
2 , 6 a净减耕地 4. 86× 105

hm
2 ,年均减少 8. 10× 104 hm

2 ,年均递减率为

1. 78%。 ( 3) 1961— 1965年 ,耕地面积又逐年增加 , 5

a净增耕地 2. 64× 10
5
hm

2
,年均增长率为 1. 3% 。第 2

阶段: 1966— 2000年的逐年持续减少时期。 35a耕地

面积净减少 1. 22× 106 hm
2 ,年均递减 3. 48× 104

hm
2 ,年均递减率为 0. 80%。另外 ,该省减少的耕地多

为城市近郊、平原地区的高产良田 ,新开垦整理的耕

地多是偏远地区的山原、丘陵坡地或者薄地 ,从而导

致全省耕地质量整体下降。耕地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主要与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挤占有关 ,如城乡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失控 ( 1993年建设用地逾 8. 00× 10
5

hm
2
)、交通用地猛增等。例如 2000年末铁路正线延

展里程公里、省内营业里程 2 205 km ,比 1949年增长

3. 84倍 ,铁路密度由 1949年的 0. 002 km /km
2增加

到 2000年的 0. 01 km /km2 ,增加了 4. 5倍 ; 2000年末

全省公路线路里程 4. 40× 10
4
km,比 1949年增加

22. 06倍 ,公路密度相应由 1949年的 0. 01 km /km
2提

高到 0. 21 km /km
2[ 3]。另外 ,在耕地总量减少的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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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迅速增加 ,据 1950— 1998年人口统计资料 ,年均

净增 6. 00× 105多人的时期有 1950— 1957年 ,

1986— 1990年 ;年均净增 3. 00× 105多的有 1974—

1985年及 1991— 2000年 ,年均净增 40～ 50多万人

的为 1958— 1973年。 人口总数与耕地总量的逆势发

展 ,导致人均耕地逐年减少 , 2000年每一农业人口占

有耕地 0. 11 hm
2
,接近于全国人均耕地 0. 11 hm

2
的

水平 ,比 1949年的 0. 38hm
2
/人净减少 0. 27hm

2
/人。

　　从粮食总产看 , 1998年创历史最高水平 ,为 1. 30

× 107 t,单产 3 233 kg /hm
2 ,分别比 1949年增加

972. 1 t与 2 447 kg /hm2。 但是人均粮食只有 363. 7

kg /人 ,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全省生产的粮食还不

能完全满足本省人口需要。 耕地资源紧缺 ,粮食尚嫌

不足仍是该省发展区域经济的“瓶颈”因素。

表 2　陕西省人口、耕地、粮食总产及单产量预测模型与精度参数

预测模型

(逻辑斯蒂曲线 )

相关系数

R

标准差

W

平均绝对百分比

误差 ( MAPE)

平均百分比

误差 ( M PE)

y 1 =
551. 476 2

1+ 0. 231 e0. 022 9t 1
0. 9115 4. 877× 10- 5 9. 636× 10- 8 - 4. 425× 10- 8

y 2 =
13 905. 49

1+ 35. 3 939 e0. 026 7t2
0. 6672 2. 221× 10- 4 2. 852× 10- 7 9. 766× 10- 8

y 3 =
- 21 941. 34

1 - 28. 8 490 e0. 0 283t3
0. 6 286 1. 133× 10- 4 6. 908× 10- 8 2. 300× 10- 8

2　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因子预测分析

2. 1　系统因子预测模型

考察陕西省人口、耕地、粮食系统诸因子在

1949— 2000年的变化趋势 (图 1) ,其中粮食总产量及

耕地面积曲线皆近似于 “ S”型 ,大致与 logistic曲线

模型接近 ,按弗尔豪斯特 ( Verhulst , 1838)的理论 ,此

种 “ S”形曲线表征资源有限时的生物群体 (包括人

口 )的增长律 [4 ]。故本文选用 logistic曲线模型
[5 ]对系

统中粮食等因子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其预测模型如

下所示:

y = k / ( 1+ a e
- bt

)

式中: a,b,k—— 参数 ; e—— 自然对数的底数 ; t ,

y—— 变量。

为了预测结果有较高的可信度 ,我们还利用修正

指数曲线模型作同步预测以相互参照。其它如人口因

子变化趋势近似于线性曲线 ,故采用恒增长率模型进

行预测。设 y1 , y2 , y3分别为耕地面积、粮食总产和单

产变量 , t1 , t2 , t3为相应的时间序列。选取 1951— 2000

年共计 50 a的耕地面积 ,粮食总产和粮食单产统计值

作为原始数据序列 ,用趋势预测法建立逻辑斯蒂曲线

预测模型 ,并借助计算机编程运算相关参数 (表 2,修

正指数曲线预测模型略 )。其中: r1 , r2 , r3分别为各预

测模型的相关系数。表 2中所列出的各预测模型的相

关系数及精度参数值皆符合理论模型要求 ,完全可以

用来预测未来 10 a余陕西省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

及其单产量的变化趋势 ,而人均耕地、人均粮食可通

过预测结果求算 (表 3)。

表 3　陕西省 2000一 2010年人口、粮食、耕地系统因子预测

年份
人口 /

104人

耕地 /

104 hm2

粮食 /

104 t

粮食单产 /

( kg· h m- 2 )

人均耕地

( hm2 /人 )

人均粮食

( kg /人 )

2000 3 638 494. 45 1 346 3 645. 34 0. 14 370. 06

2005 3 781 471. 48 1 517 4 307. 44 0. 13 401. 32

2010 3 910 447. 18 1 710 5 113. 82 0. 11 437. 36

　　需要说明的是: ( 1)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以逻

辑斯蒂曲线预测为主 ,人口则采用恒增长率模型预测

的结果 ; ( 2)鉴于陕西省土地资源详查及年度变更调

查资料中 2000年耕地面积 4. 80× 106 hm2 ,大于同年

期的统计值 ( 3. 11× 10
6
hm

2
) ,耕地面积预测取

1992— 2000年耕地资源详查及年度变更资料系列 ,

以期与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应。

2. 2　预测结果分析

2. 2. 1　耕地面积预测分析　预测 2005年、 2010年

全省耕地面积分别为 4. 72× 10
6
hm

2
和 447. 18 hm

2
。

2010年相对于 2000年的耕地资源详查即年度变更

值 ( 4. 80× 10
6
hm

2
)减少量为 3. 28× 10

5
hm

2
,年均减

少量为 3. 28× 104 hm
2。较 1992— 2000年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及年度变更调查系列中耕地面积年均减少值

9. 40× 104 hm
2 为小 ,也小于国家下达给陕西省

( 1997— 2010年 )年均耕地减少量 3. 78× 10
4
hm

2
。随

着经济建设发展及人口增加 ,耕地减少的趋势在所难

免 ,这是因为: ( 1) 非农业建设占用。 据统计资料 ,

1990— 1996年全省非农业建设平均每年实际占用耕

地 740 hm
2。 1999年土地利用现状年度变更调查表

明 ,当年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为 3 700hm
2
。预计

今后 10 a余间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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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尤其是交通道路 )建设、城乡建设及农业内部结

构调整等挤占耕地在所难免。 ( 2)生态退耕。 1996年

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资料显示 ,全省有 25°以上

陡坡耕地 1. 13× 10
6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22% 。这

部分过度垦殖耕地主要分布在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低 ,

尚不能保证粮食自给的陕南、陕北地区。按照《水土保

持法》及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要求 ,应逐步退耕还林

还牧 ,以减少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环境 ,再造秀美山

川。譬如 , 1999年全省生态退耕还林还牧草地面积为

5. 24× 104 hm2。 ( 3)灾害损毁。陕西省系全国水土流

失最严重的、土地生态环境脆弱的省区 ,水土流失面

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66. 81% ,输沙量占全国总输

沙量的 18% 。严重的水土流失一方面使土地的氮磷

钾年损失量达 5. 00× 106 t,另一方面蚕食塬区土地、

冲毁山区农田。如 1999年全省灾毁耕地达 470hm
2
。

另外 ,长城沿线以北尚有 3. 07× 105 hm
2的流沙 ,且

不断南移 ,使土地沙化。 ( 4)后备耕地资源有限。据土

地详查资料 ,陕西省后备土地资源有 2. 95× 10
5
hm

2
,

主要是荒草地和沙地。 其中可改造开垦为耕地的有

6. 65× 104 hm
2 (约 100万亩 )。另外 ,据该省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目标 ,到 2010年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废弃

地可增加耕地分别 2. 34× 10
4
hm

2
和 4. 00× 10

5

hm
2
。也就是说 ,可以补充耕地 1. 30× 10

5
hm

2
。

应该看到 ,陕西省耕地减少主要为关中平原和城

镇郊区的优质良田因非农建设占用 ,如 1980— 1996

年关中地区水浇地、菜地等减少量占耕地减少总面积

的 80%以上 ,而复垦整理、生态退耕等补充的耕地多

为低产劣地 ,使耕地质量及相应的产出水平受到抑

制。人增地减的逆向发展 ,会使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2. 2. 2　人口预测分析　自 1949年以来 ,陕西省人口

一直稳定上升 ,其间 20世纪 60年代以前增长迅猛 ,

年均增加 6. 27× 105人 ,年均递增率高达 43‰ , 60年

代与 80年代为人口增长稍快的 2个 10 a,其年均增

加人口为 4. 80× 10
5
多人 ,年均递增率为 24. 9‰ 及

17. 1‰。预测 2005年人口达 3. 78× 107人 ,比 2000年

净增加 1. 36× 106人 ,年均净增率 7. 5‰ , 2010年人口

达到 3. 91× 10
7
人 ,比 2005年增加 1. 30× 10

6
人 ,年均

增率 6. 9‰。未来 10a余中人口恰处于生育又一高峰

时期 ,加之大多数农村生育率居高难下 ,陕西省人口

将仍保持直线上升之势。必须切实贯彻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 ,使此种上升之势得到有效扼制。2005年及 2010

年人均耕地也将减少为 0. 13 hm
2 /人和 0. 11 hm

2 /人

(表 3)。

2. 2. 3　粮食预测分析　 1949— 2000年的 50 a余间 ,

陕西省粮食生产连续跨了 7个台阶 ,由 3. 31× 10
6
t

增加到 1. 30× 10
7
t,增长 2. 9倍 ,增加 9. 72× 10

6
t。

粮食单产由 786 kg /hm
2增加到 3 233 kg /hm

2 ,增加

了 3. 11倍 ,而人均粮食由 251. 4 kg /人增加到 363. 7

kg /人 ,仅增加 0. 45倍 ,粮食供需矛盾突出 ,据对西北

地区粮食生产供给与人民生活状况的研究结果 [6 ] ,人

均占有粮食达到 300～ 350 kg实现粮食紧度平衡 ;人

均粮食达到 350～ 400 kg /人时 ,实现粮食平衡 ;粮食

产量达 400 kg以上时实现粮食稳定平衡。 陕西省

1991— 2000年粮食总产平均值为 1. 09× 107 t,人均

占有粮食约为 313. 70 kg /人 ,所以目前陕西省粮食供

求处于紧度平衡状态 ,在西北地区诸省 (区 )中属于粮

食调入省区。

根据目前陕西省耕地资源的实际情况 ,靠扩大耕

地面积来提高粮食产量是不实际的 ,只有通过中低产

田改造和农业综合技术的投入 ,如实施种植结构调

整、种子工程、地膜覆盖、防治水土流失及风蚀沙化技

术等措施 ,在保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稳定的前提下 ,

辅之以政策调控等 ,使粮食总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

因此 , 2000年、 2005年和 2010年粮食总产分别为

1. 35× 107 t, 1. 52× 107 t , 1. 71× 107 t,粮食单产分别

达到 3 645. 34 kg /hm2 , 4 307. 44 kg /hm2 , 5 113. 82

kg /hm2 (表 4)的预测结果应是合理的。按目前公认的

生活消费标准:人均占有粮食 400, 450, 500 kg分别

为温饱、小康、富裕生活标准 [7 ] ,陕西省人均粮食占有

量在 2000年不达温饱 , 2005年略超温饱 , 2010年接

近小康。倘若以 2000年人均粮食 400 kg , 2005年人

均粮食 450 kg, 2010年人均粮食 500 kg计 ,则粮食缺

口分别为: 1. 09× 106 , 1. 84× 106 , 2. 45× 106 t。所以 ,

要达到上述目标 ,必需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 3　 2000, 2005和 2010年的土地人口承载量

根据陕西省的省情 ,在耕地资源总量保持动态平

衡且整体质量不下降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所提高的

情况下 ,分别采用高、中、低 3个粮食自给水平
[7 ]
,以

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为依据 ,求得人口承载量 (如表

4)。 从表 4可知当分别以人均粮食 400, 450, 500 kg

作为 2000, 2005, 2010年的高限消费水平 ,则各预测

年份的超载人口依次为 2. 72× 106 , 4. 09× 106 , 4. 90

× 106人 ,其人口承载指标 (即承载人口占预测人口

的比重 )各为 0. 93, 0. 89, 0. 87。若降低为中、低限消

费水平 ,则基本无超载人口。很明显 , 2010年人均 500

kg (富裕 )粮食消费水准与陕西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不相适应 ,人均 400 kg (温饱 )消费水平不符合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战略步骤 ,故人均 450 kg (小康 )粮食消费

水准较为符合陕西省的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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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陕西省预测年份不同消费水平人口承载量及承载指标

年　份
粮食生产

水平 /104 t

预测人口 /

104人

粮食消费标准

( kg /人 )

承载人口 /

104人
承载指标

2000 1 346. 12 3 637. 65

高限 400 温饱 3 365. 30 272. 35 /0. 93

中限 350 3 846. 06 - 280. 41 /1. 06

低限 300 贫困 4 487. 07 - 849. 42 /1. 23

2005 1 517. 16 3 780. 45

高限 450 小康 3 371. 47 408. 99 /0. 89

中限 400 温饱 3 792. 75 - 12. 29 /1. 00

低限 350 4 334. 74 554. 28 /1. 15

2010 1 710. 06 3 909. 97

高限 500 富裕 3 420. 12 489. 85 /0. 87

中限 450 小康 3 800. 13 109. 84 /0. 97

低限 400 温饱 4 275. 15 - 365. 18 /1. 09

3　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平衡基本对策

陕西省人口、耕地资源、粮食供求矛盾的主导因

素是人口增长过快 ,耕地持续递减。 主要表现为粮食

供给不足 ,限制因子是耕地资源有限和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同人的消费需求不适应。要确保陕西省粮食安

全 ,必须协调人口、耕地、粮食三者的关系。 将控制人

口增长 ,提高土地生产力 ,增加粮食单产和资源的开

源节流相结合 ,走符合国情、省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1　保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稳定性

客观地看 ,陕西省耕地资源绝对量与人均占有量

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及西部大开发中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地递减 ,同人口

与耕地的矛盾相伴生的人粮矛盾亦将加剧 ,解决这一

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是节流 ,即加强土地综合管理 ,建

立基本农田保护区 ,实施耕地补偿制度 ,对占用及破

坏耕地的建设项目 ,一律实行占用多少补偿多少的原

则 ,充分利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切实保护

好耕地 ;二是开源。即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 ,复垦工

矿废弃地 ,整理“空心村”等 ,预计总量可超过 1. 30×

104 hm
2。即使如此 ,耕地数量递减之势 (尤是近郊、平

原地区的优质良田的减少 )在一定时期内难以逆转 ,

为稳定农作物播种面积和提高农产品产量 ,必须提高

复种指数。 理论上 ,复种指数每提高 1%相当于增加

4. 50× 10
4
hm

2
耕地。从生产能力看 ,陕西省地跨二年

三熟的暖温带和一年二熟的北亚热带 ,复种指数提高

新增的生产能力高于边远地区新垦同等面积土地所

形成的生产力。据研究 ,复种指数在 21世纪初可提高

6%左右 ,据此纵使耕地减少之势仍为 20世纪 90年

代的状况 ,其负面影响也可得以抵偿。因此 ,只有在基

本稳定农作物面积 ,并不断提高单产水平 ,才能保障

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相适应。

3. 2　努力提高单产水平 ,积极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

为了保证在耕地绝对量和人均量持续递减的情

况下使粮食作物稳定增长、再上新台阶 ,进一步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 ,挖掘耕地的内涵增产潜力 ,提高单产

水平当是增加粮食总产量的根本途径。 1999年陕西

省旱涝保收面积为 1. 09× 10
6
hm

2
,占总耕地面积

21. 28% ,其余旱地及望天田约占总耕地面积

65. 06% ,该部分耕地基本为中、低产田。据研究 ,中产

田包含两类耕地:一是质量好 ,无限制因素的一等地 ,

只要增加投入 ,产量便会大幅度提高:其二为有轻度

限制的二等地 ,须采取一定的改良措施 ,适地种植 ,亦

可取得显著增产效果。所以主攻中产田改造当是近中

期提高耕地产出水平的主要途径。同时要有计划地改

造低产田 ,巩固高产田 ,以求大面积均衡增产。实施渭

北旱塬农业综合开发 ,在实施 2个 1. 33× 105 hm
2基

本农田建设、陕北小流域治理、新粮仓建设等重大举

措的基础上 ,积极增加对 20个农产品生产基地 , 38

个商品粮基地县的投入力度 ,促进农业的区域化、规

模化和效益化发展。 1998年 38个商品粮基地县的粮

食播种面积 ( 2. 04× 10
7
hm

2
)与粮食产量 ( 8. 13× 10

6

t )分别占全省总量的 50. 5%和 62. 4% ,其农业生产

地位极其重要 ,应给予足够重视和特别支持。

3. 3　综合开发利用全部土地 ,广辟食物资源生产

陕西省土地资源类型复杂多样 ,适宜于全面发展

大农业。 全省 2000年有耕地 4. 80× 106 hm
2 (土地利

用年度变更调查值 ) ,林地 9. 63× 106 hm
2、草地 3. 18

× 10
6
hm

2
、水域 4. 03× 10

5
hm

2
(其中养殖水面 1. 70

105 hm
2 ) [8 ]。 人们膳食营养结构中所需要的食物基本

都能生产。要确保陕西省粮食安全 ,不能仅仅着眼于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 23. 30%的耕地上 ,必须着眼于占

全省土地资源总量 60%以上的林地、草地、园地及水

域的综合开发利用上 ,既合理充分开发利用耕地资

源 ,又抓好草地资源、林地资源与水域 (养殖 )资源的

综合开发与管理。

从陕西省土地资源区域分布看 ,其综合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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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当是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秦巴山地 ,这两个地

区的林地、草地资源量各占全省的 79. 94%及

91. 79% ,水域面积也占全省水域的 52. 32% [1 ]。陕北

黄土高原历史上水草丰盛 ,曾是汉唐等封建大帝国的

“卧马草地“ ,陕南秦巴山地是享誉全国的生物宝库。

二者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水土流失严重 ,陕南林草地利

用不充分且经济效益差 ,陕北草场过牧超载和土地沙

化明显。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秦巴山地的开发治理和

保护 ,要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生态退耕相结合 ,以

再造秀美山川。这里蕴含着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以

粮代赈 ,将退化严重 ,且威胁生态环境的陡坡耕地退

耕还林还草 ,用以发展林木 (尤其是果林等经济林 )或

用来种植优质牧草 ,以增加林果产品和动物蛋白质 ;

另一方面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增加投入 ,提高基本

高产农田的单产水平 ,从而使粮食总产量增加。这 2

个方面相得益彰 ,既能保证生态退耕地区的粮食自

给 ,又可改善人民的膳食结构 ,提高生活水平 ,使表面

上因生态退耕而减少的耕地产出损失得到其它农林

产品的弥补 ,不致给食物安全造成威胁 ,达到真正意

义上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3. 4　控制人口增长 ,建立合乎省情的膳食营养结构

陕西省现有人口 3. 64× 10
7
人 ( 2000年 ) ,即使严

格落实计划生育国策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7‰以

下 , 2010年全省人口也将达到 3. 91× 107人。人口增

长必然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加之人口增长的

同时消费水平不可逆转的提高所带来的粮食需求压

力绝不亚于人口增长的效应。据统计 , 1988年陕西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动物性食品 (肉禽、蛋等 ) 20. 54 kg ,

1998年为 23. 1 kg (未包括奶类消费在内 )。同期口粮

消费由 1988年的 146. 76 kg下降到 1998年的 84. 0

kg ,即人均口粮消费减少 12. 4 kg。 1998年农民人均

消费肉、禽、蛋奶 9. 83 kg ,食用植物油 5. 69 kg,比

1988年增加 0. 40倍和 0. 52倍 [3 ]。 同期人均综合耗

粮却由 293. 79 kg增加到 345. 56kg。显然 ,粮食增长

难以满足消费水平迅速提高的需求。是故必须正确引

导消费趋向 ,摒弃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盲目攀比的心

理 ,将超前消费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陕西省作为一个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 ,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由粮食生产能力及膳食构成习

惯所决定 ,必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有在植物性生

产力、尤其是粮食生产水平稳步提高的前提下 ,逐步

增加动物性食物的比重 ,建立与食物供应相适应的动

植物产品并重型膳食营养结构 ,以保障未来人口食物

安全及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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