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性耕地资源变化影响评价与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区域性耕地资源变化影响评价与粮食安全预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802337725

10位ISBN编号：7802337720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陈佑启　等著

页数：2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性耕地资源变化影响评价与粮>>

前言

　　粮食安全问题历来是事关一国政治、经济全局的重要命题，粮食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社
会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国家与地区的安全。
任何一个国家，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ldquo;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rdquo;、&ldquo;手中有粮心中不慌&rdquo;、&ldquo;无农不稳，无
粮则乱&rdquo;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精辟地阐明了粮食在国家社会与经济中的重要性。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学如何进步，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这已是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证明了的真理。
　　近年来，全球粮食生产不断地遭遇了灾害性的天气影响而出现了大幅减产的趋势，粮食的供给日
趋紧张，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国际粮食安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2007年，全球粮价扶摇直上，芝加哥小麦期货价格大幅飙升，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1300美分／蒲式耳
，大豆价格也创出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价1580美分／蒲式耳，4月初玉米价格达到了600美分／蒲式耳的
历史新高。
近期的大米价格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翻了一倍。
直逼1000美元/吨。
因此，全世界由资源、环境以及生物能源和天气因素引发的粮食危机正在迅速蔓延，从而引起了各国
各地区的高度关注。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全球最主要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更是一个不
可忽视的话题，对全球的粮食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就是国家政府与决策部门所面临的最为
关键性问题之一，市场越开放，经济越发展，越要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农业连续多年丰收，粮食供求基本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与丰年有余
的历史性转变。
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农
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从总体上我国粮食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粮食供给充足，市场稳定，
品种丰富，质量不断提高，粮食供求呈现了历史上最好的形势。
但是，粮食属于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对粮食安全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要居安思危，未
雨绸缪，正确把握我国粮食安全的发展态势，处理好粮食生产、储备、消费等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国
家的粮食安全。
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多个危及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因素已经出现。
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环境条件不容乐观。
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耕地资源越来越紧张，粮食耕地
面积在逐年减少。
1999-2003年，我国的粮食耕地面积由16.9 6亿亩（1公顷=15亩，下同）减少至14.9 亿亩，减少2.06亿亩
，平均每年减少约5100万亩。
二是粮食生产的自然生态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自然灾害日趋频繁，水资源状况日显匮乏，从而较
为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并危及到我国粮食综合生产潜力。
受此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水平连年出现了下降。
　　&hellip;&hellip;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性耕地资源变化影响评价与粮>>

内容概要

粮食安全问题历来是事关一国政治、经济全局的重要命题，粮食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社会的
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国家与地区的安全。
任何一个国家，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些历史经验的总
结，精辟地阐明了粮食在国家社会与经济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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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1993年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参见彩图4-4。
图中可见，东北地区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三江平原、东北大平原
中部的松嫩平原、松嫩平原向周围山地过渡的山麓洪积、冲积平原（北部的山前台地）以及位于辽河
下游铁岭一彰武一线以南直至渤海边的辽河平原地带。
黑龙江省耕地面积占全区耕地面积比重最大，为51.3 6％；辽宁省和吉林省耕地面积相差不大，分别占
全区耕地面积的23.8 4％和24.8 0％，。
耕地分布地区大多地势平坦，土质肥沃，耕地的分布也集中连片，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和规模经营，是
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东北地区园地面积较少，但林地面积较大。
全区林地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张广才岭、老爷岭山地
丘陵区，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和丘陵地以及辽宁省东部的低山丘陵区。
黑龙江省园、林地面积占全区园林地面积比重最大，为59.02％；吉林省次之，占26.1 6％；辽宁省园林
地面积占14.8 2％。
园林地面积大，分布广是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的主要特点之一，园林地分布区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林业生
产基地。
　　东北地区牧草地多分布在三江平原的东部、松嫩平原西部和辽宁西南部地区。
其中松嫩平原西部草场是我国三大优质草原之一，也是东北地区主要的畜牧业基地。
黑龙江省牧草地面积占全区牧草地面积比重最大，为58.9 8％，辽宁省和吉林省牧草地面积分别占23.4
0％和17.6 3％。
　　建设用地的分布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人口密度大
、工矿企业较集中的平原区。
其中，黑龙江省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区建设用地面积比重最大，为49.7%，辽宁省和吉林省建设用地面
积分别占全区建设用地面积的31.7 4％和18.4 9％。
辽宁省的建设用地分布较为集中，这与该省经济相对发达，城市与工业集中密不可分。
　　东北地区水域主要包括黑龙江、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辽河、鸭绿江、绥芬河、图们江等。
黑龙江省水域面积占全区水域面积比重最大，为61.05％，辽宁省和吉林省水域面积相差不大，分别占
全区水域面积的19.4 9％和19.4 6％。
　　东北地区的未利用土地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地区、三江平原、松嫩平原以及辽河平原南部等地
区。
其中大小兴安岭以荒草地为主，三江平原以沼泽湿地为主，松嫩平原多为盐碱地、沼泽湿地和荒草地
，辽河平原南部主要为沼泽湿地。
东北地区的未利用土地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多集中连片分布。
从各省的情况看，黑龙江省的未利用地面积最大，约占全区未利用地面积的74.03％；吉林省次之，
占23.78％；辽宁省未利用地面积很少，仅占2.2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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