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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王晓琼 周晋峰

摘要：气候变化、战争、生物多样性丧失，均会对农业带来重大影响，也加重了农业

生产所面临的挑战。粮食安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本文对中国农业所

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对农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中国土

地资源有限，农田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强调重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引导作用，加强科技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支撑，同时指出当

前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建议政府加强引导，保障农业遗传多样性，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长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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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粮食

生产快速发展。但粮食问题依然严峻。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最新

数据，阿拉伯国家的饥荒于 2022 年

达到新千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 5980

万人营养不良，这比 2000 年增加了

75.9%。其中加沙地带冲突使得本地

区的饥荒问题达到了一个关键点。

《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粮食安

全与营养状况》报告指出，伴随着亚

洲城市地区快速扩张，到 2030 年，

该区域将有近 55%的人生活在城市地

区，对城市粮食安全与营养造成巨大

压力。农资价格高企，气候与天气条

件堪忧，乌克兰战火持续造成市场不

稳定因素增加，导致粮食价格紧张。

2008 年以来，中国粮食工作把

维护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作为

首要任务，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切实保障粮

油市场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截至

2023 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 9 年稳

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了连续

20 年丰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2024

年，中国粮食产量要继续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需要进一步加强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这要求中国在

国际局势动荡和全球粮食安全日益

紧张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做好气候变

化应对，强化科技对农业产业的支撑，

不断增强其产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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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志）

一、中国农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上文连续多年粮食丰收的数

据可见，中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稳

定高产状态。中国作为水稻、小麦、

玉米、大豆、棉花、糖及其他农产品

的重要生产国，这些丰富的农产品为

国内和国际市场提供了丰富的食品

和原材料。

不过，虽然农业产业规模大，但

中国农业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病虫害

等问题对农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发布的《气候变化 2022：影响、

适应和脆弱性》指出：更频繁的热浪、

干旱和洪水已超过一些动植物的承

受极限。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

区和影响显著区之一。随着全球气候

变暖，不仅中国降雨带呈现向北扩张

的态势，雨热同期的气候特点也呈

“水热双增”态势。这一方面使得中

国传统的南涝北旱常态发生改变，降

雨带北移和降水量增加，也使得北方

地区面临更加严重的农田洪涝问题，

而南方地区则需要应对好因降雨量

减少而发生的干旱缺水挑战。这将进

一步加重中国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协

调度的不平衡的态势。

《中国农业水土资源时空匹配

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黄梓鑫，李

晶等，2024）研究显示，2019 年与

2009 年相比，中国水资源总量增加

4860.90 亿 m3，耕地面积总量减少

75295 km2，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系数

由 0.6018 升高到 0.6652，整体仍高

度不匹配且呈不显著变差的趋势。[1]

上述变化也对中国农业种植带

来影响。中国北方大多种植抗旱作物，

南方则以喜水作物种植为主，但这些

契合以往气候节律的种植模式在全

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挑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94%E5%90%88%E5%9B%BD%E6%94%BF%E5%BA%9C%E9%97%B4%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4%B8%93%E9%97%A8%E5%A7%94%E5%91%98%E4%BC%9A/97989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1%94%E5%90%88%E5%9B%BD%E6%94%BF%E5%BA%9C%E9%97%B4%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4%B8%93%E9%97%A8%E5%A7%94%E5%91%98%E4%BC%9A/97989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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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会影响一些物种的分布，也

使得一些病虫害的分布区域发生改

变。比如有些病虫害会从相对低纬度

向高纬度、高海拔的地区扩展；有些

病虫害爆发的时间较常年同期会提

前，结束的时间会延后；还有些新型

的病虫害或外来物种导致的病虫害

成为新的威胁。

（二）土地资源有限，农田质量参差

不齐。

中国有 14 亿的庞大人口基数，

自主生产粮食占全国粮食供给的九

成以上，粮食产量占全球的 1/4 左右，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农用土地资

源的保障，要知道由于人口基数大，

中国人均耕地非常少，只有 1.35 亩

左右。在有限的土壤资源基础上保障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需

要对土壤肥力的基本情况保持清晰

认知。

土壤肥力是土壤肥沃程度的一

个重要指标，也是决定农业生产质量

和土壤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因素。以肥

沃著称的东北黑土地为例，据统计，

中国东北黑土地总面积 109 万平方

千米，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其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四分之一。但黑土地的土壤质量下降

也非常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东北黑土地白皮书（2020）》显示，

近 60 年，中国黑土地的耕作层土壤

有机质含量下降了三分之一，部分地

区甚至下降了 50%。 [2]

目前中国土壤被破坏的问题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量使用化

肥所导致土壤板结；二是工业废水、

废渣等违规排放导致土壤污染；三是

过量使用农药，影响土壤肥力，造成

农作物减产、农产品品质下降等。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两方面建议

（一）加强科技支撑，提升产业韧性

1934-1935 年间，美国大平原地

区曾先后发生两起严重的黑风暴：太

阳变成桔黄色，沙尘云飞到高空，席

卷数州，倾下数千吨沙土。《纽约时

报》曾以《“黑风暴”—席卷 1500

英里，持续 5 小时》为题对其进行报

道。据 1934 年美国资源委员会的调

查显示，美国有 3500 万英亩耕地完

全被毁，12500 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

层土壤。沙尘暴吹蚀掉农田表土，使

麦田荒芜，颗粒无收，导致饥荒，加

上尘肺病痛困扰而逃荒，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生态难民潮开始。虽然美

国黑风暴事件有其发生的综合因素，

但对农业生产而言，任何自然灾害都

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3]

大自然是善良的母亲，也是冷酷

的屠夫。这要求我们的农业生产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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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自然，改变并减缓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如多部门协同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

化和极端事件的农业影响评估；加强

农业灾害预警机制建设，降低农业生

产风险等。在此基础上，还需通过科

学调整农业生产方式、提升科技对农

业生产的支撑、因地制宜地做出调整

与改变，在被动防灾的同时，逐渐加

强主动适应，如加强育种创新，加强

耐高温、耐涝渍、耐低温等农作物品

种的科技研发，为农作物生长争得最

有利的条件，增强农业生产的韧性。

在 2024 年 1 月发布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可见，强化农

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打牢现代农业发

展基础，同样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耕地质量

建设，提升耕地地力。深入实施国家

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东北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

1 亿亩。”“系统推动农业农村科技

进步。突出应用导向，统筹推进前端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端技术模式集

成、后端适用技术推广，构建梯次分

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实施动植物保护能力

提升工程，健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体

系，统筹推进联防联控、统防统治和

应急防治”等。

（摄影：李志）

（二）着眼长远，重视农业遗传多样

性

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对效率的

追求、资本的注入，导致某些适合高

效生产的品种或物种大受青睐，进而

在全国广泛种植、推广。这虽然短期

内会增加粮食产量，但对于农业可持

续发展则埋下了重要隐患。其主要原

因便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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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世界有 6000 种植物作为

食物被种植，但其中只有 9 种植物占

所有作物产量的 2/3。谈到家畜，现

在大约 1/4 的品种面临灭绝的危险。

全球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加速

消失，意味着动植物更易发生病害与

虫害。比如，一百年前全球广泛种植

的香蕉品种“大麦克”由于遗传基因

的单一性，在感染真菌后迅速灭绝；

19 世纪中期的爱尔兰的大饥荒，则

直接源于一种致病疫霉的病原体的

流行致土豆欠收……可见，农业遗传

资源不仅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财

产和储备，更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

稳定。

生物多样性与粮食生产之间的

平衡协调，在宏观层面是生态安全和

粮食安全的问题，在微观层面是生态

保护与农民增收的问题。科技发展让

育种技术在农业良种选育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样需

要重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发布《世界粮

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警告

称，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一旦失去

便无法恢复，其囊括所有能够支持人

类粮食系统和维持粮食种植者和（或）

提供者的生计的物种。

完全遵从市场的选择，往往高产

作物容易呈席卷之势，就如美国白猪

对本土猪种的替代一样：近几十年，

中国本土猪种大量消失，猪的生物多

样性的急剧减少，地方猪种资源的迅

速消失，出栏快、产肉量高的美国白

猪品种占据了市场。这也意味着一旦

发生白猪无法抵抗的大规模的疫病，

整个产业都会面临重大风险，老百姓

的餐桌也将因此发生剧烈动荡。

保障并完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

护，需要国家进一步通过顶层设计，

加强配套政策和措施的出台、监督与

执行。

三、结语

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提

出并强调了要发展“新质生产力”。

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新质生

产力理论来指导、推动并支撑。加强

农业科技创新、应用与推广，提升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农业领域尽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充分

重视农业遗传多样性保护，发挥政府

主导作用，实现绿色发展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协同兼顾的农业发展理念与

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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