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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人对粮食增产潜力的研究很多。
早在1985年黄秉维就研究了我国粮食的光合潜力，黄敬峰（1992年）系统总结了我国气候生产潜力。
面对中国日益增加的人口和严峻的资源形势，以布朗博士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学者对我国的粮食增产潜
力持怀疑态度。
但是，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不断增长的。
199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世人骄傲宣布：“中国能够依靠自己
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确立了“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解决中国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
陈锡康等（1999年）认为，中国（粮食）仍将有足够的潜力走持续发展、自给自足的道路，从国际粮
食市场进口粮食的最大年均值为5000万t，约是中国粮食产量的8％；党安荣等（1999年）利用GIS和分
县资料从我国粮食的气候生产潜力、土地生产潜力和社会生产潜力等方面研究认为：全国粮食生产绝
对潜力总值为88664万t。
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渭河谷地、江苏大部、两广南部等地区，属于一、二级潜力开发优势区，是
未来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潜力开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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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粮食发展研究》包含我们承担水利部“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项目中“中国农业结构
与布局研究”专题（2003年起）和农业部“土壤有机质提升试点补贴（免耕栽培技术推广）”专项的
“不同生态区域粮食增产潜力及实现途径”课题（2007年起），以及“小麦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2008-2015）”编制工作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包括作者参与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粮食主产省以及中国
农科院相关问题研讨中的心得体会，另附有我们未公开发表的3篇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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