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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0年西藏农作物播种面积
与人口数量变化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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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1980~2010年西藏农业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了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油料、蔬菜、

果树播种面积变化情况及与西藏人口数量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993年为西藏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的分

界点,1993年以前,变化幅度较小,而1993年后有很大的变化幅度,种植结构也从 “重粮食作物、轻经

济作物”向 “提高经济作物比重”转变。在1980~2010年间,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显著增加;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在1980~1994和2001~2010年间呈降低趋势,1995~2000年间显著增加。油料作物、蔬菜作物

和果园面积呈不断增加趋势。西藏人口保持高于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增长,人口总数呈极显著线性增加

(R=0.9974),与总农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播种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人均总农作物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低于全国水平,且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人口的快

速增加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不断下降,将会对西藏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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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政治家、消费者和环境保护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1],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可以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利于社会稳定。特别在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问

题成为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2],保障粮食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3]。关于我国粮食发展问

题及农业种植结构变化与驱动在国家水平[4]、省区水平[5] 上的研究已多见报道。但针对西藏自治区种植

业产业结构变化及与人口相关关系的研究还少见报道。西藏农业用地面积小,生产管理落后,就目前作物

产量水平来看,与实际环境条件之间并不匹配[6],尚具有增产、增收潜力。其中科学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合理利用耕地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农业种植结构还对农田区域水循环[7]、养分含量与过

程[8]、农业资源利用程度和效率等产生重要影响。该文利用西藏近30年的农业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阐明

1980~2010年间,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变化情况及这一历史阶段

人口数量与农作物种植面积间的相关关系,为西藏农业种植结构的科学发展和预测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边陲,青藏高原西南部,介于78°25′~99°06′E,26°44′~36°32′
N之间,平均海拔4000m 以上,有 “世界屋脊”之称。拥有宜农耕地45.37万hm2,约占全区土地总面

积的0.42%,种植业历史悠久,品种较多。青稞、小麦、大豆、玉米、油菜、蚕豆等农作物分布较广泛,
其中青稞、小麦、蚕豆、油菜被称为西藏四大作物。耕作制度基本是一年一熟制。西藏农业主要分布在雅

鲁藏布江沿岸及其支流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河谷平原,有 “高原粮仓”之称。主要农作区冬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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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夏无酷暑,日温差大,适宜很多农作物生长[9]。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和作图采用origin8.0进行,
人口数量与播种面积变化相关关系显著性,采用pearson’s相关系数进行双侧检验。

1.3　主要指标说明

主要统计指标均以国家统计局定义界定。农作物播种面积指实际播种或移植农作物的面积。凡是实际

种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论种植在耕地上还是种植在非耕地上,均包括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在播种季节

基本结束后,因遭灾而重新改种和补种的农作物面积,也包括在内。目前,农作物播种面积主要包括粮

食、油料、棉花、麻类、糖料、烟叶、药材、蔬菜、瓜类和其他农作物等十大类。
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 (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

平均人数 (或期中人数)之比,用‰表示。即人口自然增长率 (‰)= (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

数)/年均人数×10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变化

由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主要类型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情况 (图1a)可知,在1980~2010年间,

1993年为播种面积快速变化的分界点,在1980~1993年间,作物播种面积变化相对平稳,波动较小,而

1993年以后,开始较大幅度的变化,这应与农业政策调整和利益驱动等有关。并且种植结构也出现了较

大的变化,由 “重粮食作物,轻经济作物”向 “提高经济作物比重”转变。
在1980~2010年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呈现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整体变异系数为4.42%,总播种

面积在1980~1987年间呈明显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22.05万hm2 降低到1987年的20.96万hm2,播

种面积减少了1.09万hm2,下降了4.94%,年均减少0.136万hm2,此阶段农作物播种面积降低趋势与

全国耕地变化趋势一致,与该时间段内耕地资源管理较弱有关[10]。在1987年达最低值后,农作物总播种

面积极显著增加,从1987年的20.96万hm2 到2010年增加到24.02万hm2,面积增加了3.06万hm2,
提高了14.6%,数据变异系数为4.29%。采用直线方程进行总播种面积变化趋势拟合,可得趋势线方程

为y=0.1305x+20.92 (R=0.9548,P<0.0001) (y 为播种面积,x 为自1987年开始的年代顺序,
分别取值1、2、3、…),即在1987~2010年间,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以年均0.1305万hm2 的幅度增

加。由此方程预测西藏农作物播种面积到2020年将达25.224万hm2。

2.2　粮、油、蔬菜、果园面积变化

2.2.1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

粮食作物主要包括谷类作物 (小麦、玉米、水稻等)、豆类作物和薯类作物。由图1a可知,在1980
~2010年间,西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可以分为1980~1994年、1994~2000年和2000~2010年3个明显

变化阶段。在1980~1994年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19.907万hm2 下降到

1994年的18.7万hm2,面积减少了1.207万hm2,年均减少0.086万hm2。在1994~2000年间,粮食作

物总播种面积呈显著增加趋势,由18.7万hm2 增加到20.144万hm2,增加了1.444万hm2,年均增加

0.241万hm2。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西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显著下降趋势,由20.144万hm2

降低到2010年的17.02万hm2,播种面积减少了3.124万hm3,变异系数较大为6.79%。分别采用线性

方程和二次曲线进行2000~2010年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趋势拟合,可得回归方程分别为y=-0.350
3x+20.218 (R=0.9438,P<0.0001)和y=0.0388x2-0.8161x+21.227 (R=0.9879,P<0.000
1)。根据对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实际需求及不同方程拟合结果分析,可知近些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符

合二次曲线,对回归方程求解,可得西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最小值应在16.949万hm2 左右,若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继续下降,将使粮食保障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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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类型作物播种面积及面积比例

2.2.2　油料作物播种面积变化

西藏油料作物以油菜为主,是西藏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在西藏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油料

作物播种面积变化如图1 (a)所示,自1980年开始呈震荡增加趋势,其中1980~1987年间,播种面积

有所减少,由1.17万hm2 降低到0.91万hm2,这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减少的变化规律一致。自1987年

开始,油料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到2005年达到最大值2.611万hm2,较1987年增加了1.701万

hm2,提高了186.9%。在1987~2010年间,油料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趋势表现为线性的震荡上升趋势,数

据符合正态分布,线性拟合方程为y=0.0732x+0.8597 (R=0.9463,P<0.0001),拟合度达到极显

著水平,在此阶段内油菜播种面积以年均0.0732万hm2 的速度增加。

2.2.3　蔬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

在1980~2010年间,蔬菜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增加 (图1a),最低点出现在1985年,为0.34万

hm2,最大值出现在2010年,为2.13万hm2,面积增加了5倍多。其中,在1980~2000年间,蔬菜播

种面积围绕着0.70万hm2 呈波段震荡变化,变异系数为18.5%。而自2000年开始呈线性显著增加趋势,
从0.882万hm2 增加到2.13万hm2,增加了141.5%,变异系数为28.1%。1980~2010年间,西藏蔬菜

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趋势符合二次曲线y=0.0035x2-0.0691x+0.9583 (R=0.9327,F=93.625,P
<0.0001),由此模型可以预测到2020年,西藏蔬菜作物播种面积将达到3.875万hm2。由2000~2010
年间播种面积变化可知,在快速增加后,变化逐渐趋于平稳,经分析可采用对数模型对此阶段的播种面积

进行拟合,得方程为y=0.6835∗ln (x)+0.4872 (R=0.9650,P<0.0001),由此预测到2020年,
蔬菜播种面积可能达到2.568万hm2。

2.2.4　果园面积变化

在统计的1998~2010年间,果园面积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规律 (图1a)。其中在1999~2003年

间,果园面积从0.15万hm2 减少到0.083万hm2,减少了近一半。然后从2004年开始,果园面积呈线

性趋势增加,从0.083万hm2 增加到0.19万hm2,增加了一倍多。这应该与国家退耕还林、经济林建

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等有关。

2.2.5　粮、油、蔬、果面积比例变化

由图1 (b)可知,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不同类型作物所占比例大小表现为:粮食>油料>蔬菜

>果园。在1980~2010年间,随着时间的发展,西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国

家水平上的变化趋势[10] 一致,呈显著降低趋势。由1980年的90.3%,下降到70.8%,降低了近20个

百分点。而与之对应的是油料作物和蔬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的显著增加,分别从1980年的5.31%和

3.49%增加到2010年的9.99%和8.87%。果园的面积比例变化较小,所占比例不足总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1%,在统计的1998~2010年间,最大值为0.79% (2010年),最小值为0.36% (2003年)。由这四类作

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变化情况可知,随着经济的发展,西藏农业种植结构逐渐向经济作物发展。这

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植业从重粮食作物,轻经济作物的传统生产方式向提高经济作物比例,扩大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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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空间的结构调整一致[11]。

2.3　西藏农作物播种面积与人口数量变化的相关关系

1980~2010年间,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如图2所示,西藏总人口自1980年开始呈线性趋势增

加,总人口从1980年的185.3万人增加到300.7万人,人数增加了115.4万人,增加了62.3%。人数变

化趋势可用直线回归方程y=3.8138x+177.349 (x 为自1980年开始的年代顺序,取值为1、2、……,

y为人数)进行拟合,回归方程达到极显著水平 (R=0.9974,P<0.0001)。由西藏人口发展趋势回归

方程斜率可知,人口数量以年均3.8万人的增长速率增加,如果人口数量不加控制,预计到2020年西藏

总人口将达到333.7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除1986、2000年数据缺失、及1985和1987年略低于全国水

平外,其余年份西藏均高于全国水平。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二者差距呈增加趋势。在1980~1992年间,
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相比差值在5%以下,而1992~2010年间差值基本在5%以上。

人口增长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12]。由图3所示,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作物播种面积极

显著增加,二者呈极显著线性正相关关系 (R=0.9004,P<0.0001)。但随着人口的增长,西藏粮食作

物的播种面积却呈下降状态,二者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 (R=0.6277,P<0.001)。由二者对应关系散点

图可知,从1997年开始到2010年间,人口数量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间负相关性更显著,二者相关系数 R
=0.9150。人口数量与油料作物、蔬菜作物播种面积之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01),相关系数

分别为0.9220和0.7970。由回归直线斜率还可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不同类型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增减幅度不同,表现为:总农作物>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其回归直线斜率分别为:0.0251,

-0.0175,0.0150和0.0117。

图2　西藏人口数量变化及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3　人口与作物播种面积相关性

　　在1980~2010年间,西藏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由1980年的0.12hm2/人降低到

0.08hm2/人,较全国平均水平 (0.12hm2/人,2010年)低33%。粮食作物人均播种面积也从1980年的

0.11hm2/人降低到2010年的0.06hm2/人,较全国平均水平 (0.08hm2/人,2010年)低25%。

3　结论与建议

3.1　主要结论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气候变化及国家政策和经济利益驱动,西藏农业用地呈现增加趋势,农业种植结构

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1980~2010年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及粮食、油料、蔬菜、果园面积变化情况及

与人口相关关系分析,可初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1980~2010年间,西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显著增

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油料作物、蔬菜和果园面积呈增加趋势;不同类型作物所占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的比例大小表现为:粮食>油料>蔬菜>果园,且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呈显著

下降趋势,而其他3类作物呈显著上升趋势。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作物的主体地位逐渐减弱,而经济作

物逐渐得到重视。(2)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尤以1992年以后表现更为突出,人口增长驱

动背景下,促进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二者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R=0.9004,P<0.0001);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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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口数量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尤以1997年以后表现更突出;人口数量与油料作

物、蔬菜作物播种面积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3)西藏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均呈不

断下降趋势,且低于全国水平,人口高增长速率加重了西藏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压力。

3.2　建议

3.2.1　通过政府调控,保证一定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在经济利益驱动背景下,西藏油料、蔬菜和果树类等经济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显著增加。但在人口数量

快速增长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应注意保障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在1980~2010年

的30年间,随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变化,粮食总产量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势。由1980年的

50.5万t,增加到2001年的最大值98.3万t,总产量几乎翻倍。但自2002年开始已呈年均0.8040万t
的速率极显著下降 (P=0.003),到2010年,粮食总产量降低到91.2万t,粮食问题已经逐渐凸显。故

对于西藏目前农作物生产结构和变化趋势来看,必须通过政府行为进行统一调控,保证一定比例的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保障本地粮食安全。

3.2.2　适当控制西藏人口增长速率,减缓粮食安全压力

西藏人口高的自然增长率和总人口数量的线性增加,使人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均

低于全国水平,这就对西藏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带来了大的挑战,并且从目前西藏人口增长的态势来看,
这种压力将越来越大。故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从粮食安全、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口发展方面综合考虑,
维持西藏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谐,适当调控人口增长速率,减缓人口增长过快对土地和粮食需求造

成的压力。

3.2.3　加强农业科技知识的研究和应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西藏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土壤肥力调节、播种方式、田间管理和良种应用等各环节缺乏必要的科技知识

应用,故西藏农作物生产还具有提高产量的潜力[6]。但目前,西藏农业科技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尚

低于全国水平[13],还需加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知识的研发和应用推广,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如适当增加

播种密度以提升单位面积产量[14],平衡施肥、减少耕作和作物残体还田等生产管理与技术措施的应用将

进一步提升西藏农业生产能力和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能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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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tomakethecentralandsouthernpartsofShijiazhuangcitybecomeahottouristareaand
promotetourismindustrytransformingfromtraditionalindustrytomodernindustry,thispaperanalyzed
thecharacteristicsofaggregationanddevelopmentoftheregionaltourismfromtheaspectsofresource,

traffic,market,spacepolicyandproduct,andputforwardsome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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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ANALYSISBETWEENSOWNAREACHANGESAND
POPULATIONINTIBETDURING198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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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ibetAgricultureandAnimalHusbandryCollege,Linzhi,Tibet　860000,China;

2.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Basedonagriculturalstatisticsdataduring1980to2010,thecorrelationsbetweenthevariations
ofsownareasoftotalcrops,oilcrops,vegetables,orchardandthepopulationinTibetwereanalyzed.
Theresultsshowedthatthechangerangeofcropssownareawassmallbefore1993butlargeafter1993.
Theplantingstructurewastransformedfromthegraincropstothecashcrops.Thesownareaoftotal
cropsincreasedsignificantlyfrom1987to2010,ofwhichthesownareaofgraincropsshowedanobvious
decreasefrom1980to1994and2001to2010,butasignificantincreasefrom1995to2000,butthesownare-
asofoilcrops,vegetablesandorchardsincreasedsignificantlyduring1980to2010.Thenaturalgrowth
rateofTibetanpopulationwashigherthanthenationalandthetotalpopulationshowedahighlysignificant
linearincrease(R=0.9974).Thetotalpopulationwa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totalcrops,oilcrops,

vegetablecropssownarea,butsignificant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hegraincropssownarea.Theper
capitaofallcropsandtotalgrainsownareawasbelowthenationallevelwithadecliningtrend.Therapid
increaseofpopulationandthedecliningacreageofgraincropswouldbeathreattofoodsecurityinTibet.
Keywords　Tibet;graincrops;oilcrops;vegetablecrops;population;correlat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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