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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中资源禀赋优势逆转与对策

———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视角

李素琴１，李?一２

（１河南大学产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２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中出现了要素禀赋优势逆转，即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导

致了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争夺劳动力资源的矛盾，土地的稀缺性导致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与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在空间和区域上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这些因素制约了粮食生产能力。文章提出了引

导投入务工与务农劳动力结构比例、妥善处理土地开发和保护耕地关系、以市场手段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等

具体建议。

关键词　农业劳动力过度转移　资源禀赋优势逆转　粮食核心区建设　粮食生产能力　河南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０４　李素琴为教授　李?一为本科生
　　该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于资源承载力视角”２００９ＢＪＪ００７的阶段性

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０ＢＪＬ０３７）阶段性成果。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工程的实施，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２００８年国家确定河南为 “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工程，已纳入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

规划纲要。河南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的设想，是在现有７２０万 ｈｍ２耕地中，用５００万 ｈｍ２作为粮食生产核
心区，并确保到２０２０年，粮食产量由目前的５０００万 ｔ提高到 ６５００万 ｔ。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分布在除
豫西山区以外的所有地区，包括黄淮海平原、山前平原、南阳盆地，覆盖全省 ９３个县。但是河南实施粮
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目前在资源禀赋优势方面面临劳动力供给短缺、土地的供给约束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

的存在制约了河南的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和国家粮食工程战略的实施。为此，该文在分析了河南粮食生产要

素禀赋优势逆转表现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１　粮食生产能力涵义及研究现状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质，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生产能力是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当时的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

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粮食生产能力的高低主要

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市场的完善程度，决定于各种因素的有机组合及相互作用。在研究粮食生产

方面，研究人员普遍认为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土地、农业劳动力、化肥、农业机械动力、技术进步

等。胡瑞法等 （２００１年）测算出我国粮食生产投入要素 （劳动、化肥、机械、其他）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的
结构变化

［１］
。周四军 （２００３年）采用上述变量运用 Ｃ－Ｄ生产函数对 １９８３～２００１粮食产量做回归得出在

我国粮食生产主要依赖于有效播种面积和农用化肥施用量，而劳动力和技术对粮食产量影响不显著
［２］
。

伍山林等 （２０００）通过对全国界面数据的回归得出影响中国粮食生产主要因素为人均耕地资源与非农业
产业就业压力，从该结论也可以得出土地与农业劳动力对来那粮食生产有重要影响

［３］
。马文杰等 （２００８）

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中国３１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粮食产量及其相关生产要素数据，根据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



ｌａｓ函数构建粮食生产的 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模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结果显
示：粮食播种面积是影响目前中国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农业机械总动力、劳动力和农用化肥使用量对

粮食产量具有正的效应。通过这些物质的投入的增加可以增加全国粮食产量
［４］
。程名望等 （２０１０）采用

动态模型和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减少的土地资源禀
赋是促使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的根本原因，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

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民土地撂荒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我

国的粮食安全。该文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河南粮食生产能力变动受制于目前的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质量

以及耕地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农业机械动力、技术进步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农业机械动力、技术进步对

河南粮食生产能力影响应较为显著，短期看，河南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以及耕地的数量与质量是影响

粮食生产能力变动的两大主要投入因素。河南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与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的推进正相关，

劳动力和土地是两者具有的相同要素投入。一定时期内，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投入

越多，河南粮食生产能力就提高得越快，就有助于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为此，该文选取劳动力和耕地的

现状为分析对象，解释河南粮食核心区建设所面临的阻力。

２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存在的资源禀赋优势逆转表现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广阔的土地面积和适宜的自然资源，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省总面积约１６７万 ｋｍ２，其中，耕地面积为 ７９２６万 ｈｍ２，居全国第三位。无论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
原，还是高低不平的西部丘陵山区，为粮食生产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多年来，河南省的粮食总产量一

直排在全国第一位，形成了多个初具规模的粮食生产基地
［５］
。

２１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度转移造成粮食核心区劳动力缺乏
２１１　劳动力过度的转移，使丰裕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在农业生产上凸显供给短缺现象

河南省为人口大省，素有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丰裕的禀赋特质。由于农村土地能够吸收的劳动

力有限，以河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计算，农村劳动力严重剩余。这种人多地少的资源

禀赋条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１９７８年后，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逐
步被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随着这些外在市场条件的成熟，由于人均资源禀赋稀少，而贫困且

被迫长期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必然理性地流向相对富裕的城镇，这就出现了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

移的现象。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的信息，２００８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２１５５万
人，实现劳务收入１６１１亿元。河南籍农民工遍及全国各地及世界 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
总量稳居全国首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２００８年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第一产业有 ３３９万人，所占比例为 １７１％，第二产业有 ８９２万人，占
４５２％，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有７４３万人，占３７６％［６］

。自２００８年，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稳定在１０个
月以上，而２００５年为７５个月。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务工时间在１２个月以上的人数比例大幅度上升。
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历了自发小规模、政府政策引导的大规模、外出务工利益的促使、驱使、诱致

下的劳动力过度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对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然而 “外出务工经

济”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也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新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素

质较高的劳动力大量流失 （王良永，２００６），由于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
力较高的青年农民，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中的精英劳动者 （孙自铎，２００４），而留在农村的从业人员形成了
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人口结构，导致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匮乏，形成固守农业的劳动

大军弱质化现象
［６］
。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在那些劳务过度输出的地区，导致一定程度农业劳动力

弱质化、老龄化、妇女化，农业劳动力资源匮乏表现更为严重，加之外出务工时间的拉长，出现了农用地

部分被抛荒，实际利用率下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的生产。

２１２　留守农民的特质影响核心区建设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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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的农民自然分化了农民的群体，出现了 “入城军”和 “留守者”的类别。“入城军”属于村

落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留守者”为老弱妇孺病残。传统农业型村域、山区贫困型村域，村落精英和青

壮年劳动力远离家乡，大量转移到省外的工业领域和城市地区，使河南省的部分农村出现了 “空心村”、

“老幼村”，致使目前务农人员中存在着 “三多一少”的现象，即年老体弱的多，妇女、小孩多，文化水

平低得多，有经营头脑的青壮年少。种粮的任务主要由老、弱、女来承担，在这种老弱妇孺病残者留守乡

土田园的情况下，谈不上对粮食新品种的引进，更谈不上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尤其在粮食主产区这种

状况表现得更为突出。２００７年漯河市有关部门就当前务农人员文化素质情况对７０户、２０６人进行了调查，
其中劳动力１３６个 （男７３人，女６３人），种田的有６２人，占劳动力数的 ４５６％。６２人平均年龄为 ５１２
岁，其中５０岁以上的４７人，占７５８％；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有５０人，占８１％。另据对粮食主产
区黄淮四市的永城、郸城、汝南、潢川等 １６个县抽样调查资料汇总，２００７年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８７％，高于全省平均比重 ２９个百分点；小学文
化程度的占２１２％，高于全省４６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分别为 ５７０％、
９６％和２３％，分别低于全省４５个百分点、２７个百分点和 ０３个百分点。留守农民只能从事简单生
产，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的弱势地位进一步 “巩固”和强化，农业内部本已十分有限的增收潜力和发展

空间更是难以为继、发展与拓展，且不少地区的农民将农业生产当作副业或者兼业对土地实行粗放经营导

致农田质量下降，土地利用率降低，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严重，农村粗放经营模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

象制约了河南农业现代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不符合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延缓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

现代化进程，导致农业效益下降，农业生产后劲削弱，影响了农业产业的发展速度和粮食的生产，更是直

接影响河南粮食核心区的建设。

２１３　农村青壮劳力外出与农田水利建设时间冲突致使农田水利建设投劳不足
农田基本设施直接影响土地粮食生产潜力的发挥，是保障粮食高产稳产的必备条件。近几年不断涌起

的外出务工热虽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劳动积累明显降低，加速

了农业基础设施的老化；也不同程度地弱化了农业生产，尤其是像农田水利建设这样的群众性工程。因为

农田基本设施维护的时段基本是在农闲，而这段时间内，农村空巢现象最为严重。如开封县近几年冬季对

淤泥河、圈漳河两大水系进行清淤整治因人力不足而全部采用机械化作业，这种运作方式加大了清淤与维

护的成本，不少村在通过 “一事一议”方式筹集挖河费用时，就面临该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挣钱，而

无劳动力对河渠进行清淤的无奈局面。

２２　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造成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土地资源紧缺
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基本要素。要保证粮食的供给充足，必须有足够的耕地保证。河南

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区，全年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均占全国近 １０％，特别是夏粮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强。
近年，国家减免农业税、实施 “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河南农民的种粮热情。全省粮食

种植面积逐步回升，农民田间管理力度加强，但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资源短

缺矛盾日益显现，少数地区仍然存在以牺牲土地换发展的短期行为，滥占乱用耕地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有些地区还比较严重。由于土地稀缺性特质，出现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与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在空间和

区域的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

２２１　耕地征占和浪费制约粮食耕地资源的空间与数量
耕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粮田所占的比重直接影响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与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都需要一定的土地作为发展的支撑，在土地供给一定的

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发展必然出现争夺土地的现象。据河南省农调队对驻马店、洛阳、长垣、尉氏、唐

河、卫辉、扶沟、长葛等市、县调查，当前仍存在耕地征占和耕地资源浪费等一些突出问题，影响了粮食

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河南省耕地资源紧缺，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面积的扩张，近郊耕地被大量侵占。在攀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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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标准住宅小区、别墅区建设，违背政策规定的娱乐休闲区建设，巧立名目的超大型城市广场建设，

以及 “政绩通道”、“面子工程”建设等等，都严重侵占了城镇近郊有限的、优质的耕地资源，工业用地

的增加，耕地特别是粮田面积减少现象十分明显。截止２００４年底，河南实有耕地面积７１７７ｈｍ２，２００２年

的７２６１万 ｈｍ２减少８５万 ｈｍ２，下降 １２％。洛阳市近 ４年以来，耕地面积年均减少 ７３３３ｈｍ２。截止

２００４年底，该市按乡村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积为００７４ｈｍ２，比 ２０００年下降 ９０％。耕地面积的下降，人均

占有耕地面积减少，制约了粮食生产水平稳步提高。而攀比建设中也有的征地之后长期不开发，造成了土

地浪费。济源市某办事处有两块合计６７ｈｍ２耕地已被征两年多，原准备开发楼盘、酒店，但因种种原因

到２０１１年调查时仍未开发利用，村民趁机在此简单耕作，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另有一块０７ｈｍ２耕

地，被征也已两年，现堆满建筑垃圾，等待开发。还有一些市、县，比着建新城区使大量的优质耕地资源

被侵占。尉氏县城关镇某村６组，２０００年人均还有 ００６ｈｍ２耕地，因城区扩大占用耕地，２００６年底人均

仅剩００２８ｈｍ２［７］。

据有关部门统计，２００７年底，当年增加１４万 ｈｍ２，减少１４６万 ｈｍ２，增减相抵净减少不到 ００６万

ｈｍ２，连续多年实现占补平衡。但据调查，近年来被征占的耕地绝大部分是肥沃的优质耕地，而补充上来

的多是荒地或需要进行多年改造后才能见效的复耕地，耕地的整体质量在下降。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未征

先占、乱占滥用、耕地浪费等现象。

２２２　耕地资源的质量变化约束粮食生产能力

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在我国的集约化农业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用化肥不仅能提高土壤肥力，而且

也是提高作物单位面积的重要措施。据估计，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间化肥投入对中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为

５６８１％［８］
。同时农业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也是影响耕地质量的重要因素。耕地质量包括土壤的肥力状

况、土壤的环境质量 （农药、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物等的含量）以及盐碱、还原性物质等情况，耕地

质量是影响粮食产出和品质的基础性因素。从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使用化肥量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７年

间是逐年增加的，华东和华中地区是施肥的密集区。在中国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农业生产可获益 ８～１６

元。据统计资料显示，河南属于使用化肥和农药最多的６个省份之一［９］
。如下表 （１）表 （２）。

表 １　近年河南农业化肥使用情况　　万 ｔ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化肥 ４４１７ ４６７９ ５１８１ ５６９７

表 ２　近年河南农业农药使用情况　　万 ｔ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化肥 ４４１７ ４６７９ ５１８１ ５６９７

　　 表 （１）、表 （２）资料来源：根据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历

年）计算，转引：蔡荣，农业化学药品投入状况及其对环境

的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３（２０）：１０７～１０８

　　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对所耕种土地的氮、磷、钾等有

机物含量不了解，缺乏肥料技术培训，往往根据自己的

经验确定施肥数量、时间及结构，施底肥或追肥时，盲

目投资，过量使用各种化肥，这种情况导致河南省土壤

肥力明显下降。在而减施农家肥，造成土地板结，地力

下降，多数地方土壤有机质含量已不到 １％，有机质含

量下降直接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土壤板结和病虫害的频

繁发生。据河南农调队对卫辉市实际调查，防治蚜虫给

小麦打药时，按使用规定每 １５ｋｇ药水应对农药 ３０～

５０ｍｌ，但农民对农药多达８０ｍｌ，最多的对 １００ｍｌ。对播

种时间要求较严，一般应在１０月１０～１５日，而部分农民因农业技术缺乏，只趁自己的时间播种，致使遭

遇２０１０年寒冬时，全省９０２３小麦品种受冻害面积较大，产量减少。不仅增加了种粮成本，还减少了种粮

利润。

此外河南是个中原农业大省，水资源短缺十分突出，全省人均年径流量 １９９５年为 １８２ｍ３／人，远远低

于全国的２２３９ｍ３／人；而且这有效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南多北少，且 ７０％的将于集中在 ７～９３个月份，

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发生，不利的自然环境也约束了河南粮食的生产。

２４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１２年



３　实施对策

河南省一方面应该依据各地的地理、气候、光照、水利等自然条件和传统优势，合理规划全省的农业

生产布局，打造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推进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实施粮食战略工程，引导各地发展

优势和特色产业，形成规模生产，实现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必须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点，处理好区

域协调发展与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处理好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合理有效地进

行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３１　正确处理务工与务农劳动力的比例关系
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从乡村向城镇转移，即使世界各国都曾经过必将面对的一种普遍

现象，也是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今后种植业劳动力减少是必然趋势，但从事农业劳动力应保

持一定比例，农村劳动力转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方面，劳动力必须转移出去，但转移出去必须要

同时考虑农业经济发展，劳动力的转移应以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为基础，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利益

的驱动和政策应该相结合，新阶段，重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价值和信心，用政策引导和鼓励村落精英

和青壮年劳动力留村创业，不仅是遏制农业衰退、村落衰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而且事关

新时期的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
［１０］
。河南应向沿海地区有的乡村学习，动员部分有农业技术与素质较高

的务工社员返回农业第一线，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一部分有技术专长的人才从乡镇企业回到

农业，从事水产、畜牧、花卉、果品等农业深度和广度开发，促进农业规模化和商品化发展。同时要在现

有农业专业大户中培育种粮核心农户，使之转型成具有现代农业理念的企业家型农业经营人才，确立他们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主体地位，建设农业企业家队伍。

３２　依法保护耕地确保粮食的生产
要保证粮食的供给的充足，必须有足够的耕地保证。“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

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此，要努力做到四点。

一是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

七大报告提出的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严格保护耕地，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政策精神。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土资源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要按照签订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状，保护基本

农田，要有详细的档案资料，明确每一基本农田的面积和基本位置，要严格控制基本农田转为非农用地，

对非法占用土地者，实施法律制裁；建立基本农田占补平衡制，“谁占用，谁补偿”、“占一补一”。二是

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采取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

制，层层签订责任状，严格考核，实行问责制；三是要建立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制度，严格遵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利用 “３Ｓ”空间信息技术，对耕地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测，及
时发现违法用地。四是要加大对非法占用耕地的监察力度，发挥好土地执法监察网络的作用。要充分调动

广大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严惩非法占用、破坏耕地的行为，特别是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严

厉查处和打击违规违法用地行为，要让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使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将 “实行世

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的政策落到实处。

３３　加大惠农和支农力度扭转农民弃田不耕局面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部分来自于国家农场，但粮食的绝对量主要由农民散户提供。在二元经济结构和市

场调控资源状况下，收益的大小决定了要素的流向以及要素流动的平衡，为此必须加大国家财力的投入，

加大鼓励农民种粮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使补贴达到刺激农民乐意并自愿种粮，使农民真正体会到种粮的经

济效应大于弃田不耕的效应，使农民种粮的收入大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才能扭转农民弃田不耕局面。除了

继续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稻谷等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在对小麦、大豆继续给

予良种补贴，对主产区稻谷也给予良种补贴外，同时还要加强农业人力资本建设，要大力提升人力资本对

农业经济的贡献份额，发挥人力资本对土地等资源禀赋的替代效应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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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
切实加强以基本农田建设，重点抓好有发展潜力的稳产高产基本农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轻自然

灾害对农业的影响，保证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一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兴修农业水利工程，改善农业水

利设施，建设大型灌区节水工程和抗旱水源工程，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扩

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提高粮食生产抵御排涝和抗旱能力；逐步改变 “靠天吃饭”的局面，稳定河南省粮

食发展能力。二是要加强农业物质装备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农业机械化，

提升粮食生产的现代化水平。

３５　加强对农民的农业环保教育，并制定相关政策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提高农民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和自觉参与防治污染的意识，鼓励农民采取环境

友好技术以减少农药的施用量，来改善耕地的环境质量。同时建立提升肥料产业水平和改进施肥管理水平

的价格税收政策，征收环境税抑制肥料过度使用，对无公害农产品用肥实施补贴，以减少对优质耕地资源

的污染，建立农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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