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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玉米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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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湖北省玉米生产、消费现状，分析了湖北省玉米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限制因素，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玉米

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和对策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以期为湖北省玉米产业的长足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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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Zea mays L.）具有粮、经、果、饲、能等多元

用途，是世界上产量最高、增产潜力最大，也是最重

要的禾谷类粮食作物，在粮食总产贡献、改善人们

生活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1]。随着

经济腾飞，我国玉米的生产和消费增长势头迅猛。

2009 年我国玉米生产面积超过 3000 万 hm2，首次

超越水稻，一举成为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2012 年

达到 2 亿 t 的总产，高出稻谷 383 万 t，成为总产第

一的粮食作物 [2]。近年来，湖北玉米的大田生产和

企业加工消费发展迅速。至 2015 年，播种面积达到

68.79 万 hm2，总产超过 300 万 t，为 332.9 万 t。
国内玉米生产量和海外进口量同时增加、自产

和进口玉米价格倒挂、市场需求恢复乏力等是当前

我国玉米产业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难

题。有限的农业资源、日渐弱质化的劳动力以及农

业副业化的趋势等问题在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依

然突出，农业成本不断攀升，同时价格和补贴却逼近

上限，农业生产经营细碎化和农户兼业化现象仍未

完全消失，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迫

在眉睫 [3]。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对湖北省玉米的产业

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为满足市场需求，从供给侧

进行玉米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玉米产业结构、进行

全产业链的提质增效等工作必须迅速推进，调优、调

高、调精产业发展的新局面，促进湖北玉米产业的良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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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玉米产业发展现状
1.1　玉米生产快速发展　湖北省传统玉米种植主

要是山区春玉米。“十一五”期间由于退耕还林、山

区蔬菜和烟叶种植面积扩大，春玉米面积有下降趋

势。近年来，江汉平原芝麻、大豆等小旱粮作物种植

面积减少，加之棉花价格下降，棉农产出 / 投入比不

高，棉花种植面积亦显著减少。由于玉米生产的操

作管理程序相对容易简单，成本相对较低，且平原地

区玉米种植机械化程度高，比较效益高，农民逐步选

择玉麦轮作的方式替代棉花 / 小麦套种的模式，由

此，夏玉米生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南

水北调，很多水田灌溉困难而改种玉米，改变了湖北

省传统的以春玉米为主的种植模式，促使夏玉米生

产面积不断扩大。据统计，至 2015 年，湖北省玉米

种植面积超过千万亩，总产超过 330 万 t。从 2016
年起，因国家调减玉米收购价格，全省玉米种植面

积有所下滑，但供需矛盾突出，玉米产业发展潜力 
巨大。

1.2　玉米生产布局基本形成　目前，湖北玉米生产

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玉米生产优势区域。一是鄂西

山地春玉米区，该区域面积约 33.33 万 hm2（500 多

万亩），地处 112°E 以西，面积超过湖北玉米面积的

1/2，是湖北面积相对稳定的传统玉米主产区。二

是鄂北岗地夏玉米区，该区域面积大约 20 万 hm2

（300 万亩），分布在 31°N 以北，约占湖北玉米面积

的 1/3，是近几年湖北玉米生产发展较快的地区。三

是平原丘陵玉米区，面积约 13.33 万 hm2（200 万

亩），地处 112°E 以东、31°N 以南，占湖北玉米面积

的 1/5，生产上以普通玉米为主，青饲玉米和鲜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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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玉米也发展迅速，成为该区域玉米产业的新特色，

其中甜、糯玉米种植面积快速增加，占湖北甜糯玉米

生产的 80% 以上，也是重要的甜、糯玉米生产和流

通中心；由于该区雨热资源丰富，有生态环境优势，

春、夏、秋玉米在该区域都有所发展，伴随种植业结

构的调整，丘陵平原玉米区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优势 
区域。

1.3　产业开发快速推进　由于外部农业投资持续

增加，玉米大田生产和产后加工领域资本日渐雄厚，

玉米加工产业蓬勃发展。湖北省内以正大集团和湖

北中绿集团为代表的多家大型玉米龙头加工企业迅

速成长，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在各具特色的鲜食玉

米、饲用玉米和青饲玉米专业合作社带动下，玉米生

产逐步实现机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成为促进湖北

省玉米产业稳定而持久发展的新亮点。

1.4　市场缺口增大　近年来，湖北省养殖业发展较

快，其中淡水水产养殖全国领先，畜禽养殖也名列前

茅，由此带来了饲料消费的猛增，同时随着深加工业

的发展壮大，工业用玉米消费需求也快速增长，极大

地刺激了湖北省玉米消费量的刚性增长。然而湖北

省玉米生产的发展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饲料和工

业消费需求。目前，湖北省玉米总产才 300 多万 t，
而需求要 900 万 t 左右，需要调入近 600 万 t 玉米

填补缺口。由此可见，发展玉米生产成为保障湖北

省粮食安全的有力举措。

2　湖北省玉米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品种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受多种因素影响，多

年来湖北省玉米育种技术研发、核心种质自主创新

等方面较为薄弱，新品种的研发一直主要依赖于国

内外种质资源和技术。虽然玉米生产上品种的数量

不少，但缺乏突破性品种，育种材料遗传基础比较狭

窄，优质专用玉米品种更无法满足生产需要。大多

数品种子粒灌浆慢，成熟时子粒水分含量高、穗粒

腐病严重，与高产、优质、多抗、适宜机械化生产的

要求有很大差距。育种源头创新竞争力较差、基础

种质趋于雷同、良种良法配套能力低已经成为限制

湖北省玉米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可持续发展的主要 
因素。

目前，湖北省玉米仍以种植用于加工饲料的品

种为主，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工业加工以及发展

外向型经济需要的高质高效及具有特殊营养功能的

高附加值优质专用品种少，缺乏优质、高产甜糯玉米

品种，同时适宜湖北省生产的青贮玉米品种仍很稀

少，市场前景堪忧。

2.2　生产技术落后，新技术集成到位率低　由于湖

北省长期以来对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研发投入少，造

成良种良法严重脱节。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力普

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务农人员素质不高，生产上迫

切需要可操作性强的轻简化种植技术，现有的高产

但复杂的种植技术已滞后于生产的发展。由于缺乏

基本保障，湖北基层的农技推广队伍溃散，栽培技术

无法真正实施，生产中种植管理粗放，随意整地、盲

目施肥、密植不合理以及收获时期不当等现象较为

普遍。由于新技术普及水平较低，不少农户仍习惯

于撒施追肥，肥料利用率低，玉米生长后期经常表现

出脱肥早衰。同时，部分农户忽视中后期水肥管理

和田间病虫草害的及时防治，造成玉米千粒重低、果

穗秃尖长而影响产量。随着机械化播种的推广，播

种量大，很多农民不间苗或间苗不彻底，虽亩株数较

多，但空秆现象严重，养分浪费大，果穗小。以上因

素都制约着玉米生产效益的发挥。

2.3　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效益有待提高　湖北省玉

米产区的复杂地形使得全程机械化作业程度较低，

尤其在深松整地、精量单粒播种、机具喷施农药和

子粒直接收获等方面的机械装备水平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同时生产上农机农艺不配套、现行的土地

承包制导致的土地分散的局面和复杂的山区地形都

严重限制了机械化作业。长期以来，低马力机械作

业仍是耕作的主要方式，导致土壤耕层变薄、土壤板

结，抗灾能力减弱，土壤接纳降水的能力降低。特

别是在山区，机械化程度极低、采用间套种生产方式

以及田间管理劳动力投入大，造成投入比产出高的

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效益和积极性。因此，需

要研究配套的种植模式，改套种为净作，提高机械化

率，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

2.4　土壤贫瘠，水肥利用效率低　受地理条件限

制，湖北省玉米主要产区靠“天种雨养”的生产局面

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落后的耕作技术致使土壤

板结、蓄积雨水能力下降、季节性干旱影响明显，导

致玉米生产抗灾能力不强，从而造成产量不稳定，不

同年份间波动较大。20 多年来，施肥方法和耕作制

度严重不合理，对土壤掠夺式的种植方式使得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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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下降明显，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低，耕地整体

质量下降。另外，施肥盲目随意，具体表现在氮肥施

用过多，而钾肥施用不足、锌肥补充少，严重影响化

肥施用效益。

2.5　病虫草害有加重趋势　近年来，由于湖北省

农业耕作制度、农田生态环境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等

发生变化，适合于某些病原菌积累和爆发。一些病

害如灰斑病、南方锈病和青枯病等有加重和扩大趋

势，尤其山区玉米的灰斑病和夏玉米区南方锈病发

生严重。此外，顶腐病、鞘腐病等新的病害以及玉

米螟、粘虫等虫害呈逐年多发的趋势。目前，湖北

在玉米病虫害防治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玉

米品种抗病虫性能较差；二是兼治病虫害的种衣剂

使用不普及；三是玉米矮秆品种不普及，主推植株

高大的品种，导致后期防治病虫的工作因难度大而

被忽视；四是不正确使用除草剂造成的药害也时有 
发生。

2.6　产业化水平低　受多种因素限制，成熟的社会

化玉米产业服务体系在湖北省尚未建立。玉米播前

计划、种植管理、收获、加工等环节主要还是按农户

为主体的分散经营，无力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

玉米专业合作社及各类行业协会虽然发展迅速，但

短期内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全省的玉米产业化水平

发展缓慢，规模效益体现不充分。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对策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统筹发展玉米与其他

粮食作物是湖北省粮食安全战略的需要。一方面，

保持现有面积并适度发展，优化品种和优势生产区

域的合理布局，加快产业相关领域科技研发创新，

建设和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通过单产水平的提高

使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强化和完善政策

调控体系，全面提升湖北玉米的产业化水平和产

品竞争力，促进全产业链稳步发展，保障全省粮食 
安全。

为了进一步推动湖北省玉米产业的长期持续

发展，要不断创新运营机制和合作模式，实现“精准

创新”、“精品创业”，同时，要把服务玉米产业实体经

济作为出发点，紧扣玉米相关产业链，持续加大筛选

和培育玉米新品种和研发新产品的力度，优化玉米

产业的结构、深入拓展产业服务，为提高湖北省玉米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提供有力保证；通过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的发展，加强培育龙头玉米加工企业，提升玉

米产业化的竞争力，引导加工企业逐步由产品粗加

工向精细深加工转变，提高加工产品的附加值，促进

玉米生产有序发展，推动利润合理分配。

3.1　加强新品种选育，使产品高产、优质、高效　优

良品种是玉米产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当前，湖北

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已近上限，通过施用化肥增

加产量的潜力也挖掘殆尽，气象灾害频发，在此背景

下，选育高产、优质、广适的新品种来提高产量是保

障湖北省乃至全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措施。持续改良

品种遗传特性，增强品种抗逆能力，进而提高玉米产

业以及种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力，将是

新常态下政策改革的主要方向。

提高新品种的选育水平，加大新品种推广力

度。充分利用湖北省玉米研发创新技术平台体系，

组织水平较高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与骨干种子企业开

展协作攻关，以常规育种材料和技术为基础，结合分

子生物学技术，强化育种材料与技术创新思维，着力

培育研发创新能力，发掘和利用突破性优异种质，创

制一批株高矮、熟期早、耐密植、抗逆能力强的骨干

种质，迅速培育推广一批株高矮、产量高、熟期早、品

质优、适应性强、耐密植、子粒脱水快、站秆能力强、

适宜机械化子粒直收的玉米新品种。同时，加强选

育生物学产量高、子粒蛋白含量高、营养丰富、消化

率高、茎秆品质优良的青贮玉米新品种，替代部分加

工精饲料从而降低饲料生产、喂养成本。

依据区域特点采取不同的品种选育策略。夏玉

米区应以选育熟期中等、耐密植、抗倒伏、抗锈病、抗

青枯、耐高温的超高产品种为重点；山区春玉米品种

要以选育熟期中等、耐旱能力强、耐贫瘠、中高抗灰

斑病等多种病害的高产品种为重点；而平原玉米区

则以选育熟期早、抗倒伏、耐密植、抗茎腐病等多种

病害、适宜机械化子粒直收的高产品种为重点，同时

加强高产优质的鲜食甜、糯玉米新品种以及粮饲兼

用玉米和优质专用青贮玉米品种的培育和示范推广

力度。

3.2　优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重大适用技术　在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湖北省各区域的玉米生产特

点，组织各方力量针对重点和难点协作攻关，全面加

大新型高效生产方式、实用高产栽培技术和高收益

种植模式的研发创新力度。研究集成适合不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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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和生态区域的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适用技术、

高效轻简化玉米种植技术、土壤培肥技术、资源高效

利用肥水管理技术、玉米病虫草害新型专业化防治

技术、玉米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技术以及青贮玉米

与小麦油菜多熟配套种植技术等关键技术体系，集

成高产高效轻简化玉米种植技术，通过制定相关生

产技术标准和规程，在适宜区域示范推广，将新技术

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实际的玉米产业发展中。实现

玉米增产由单项技术应用向多项新型实用技术集成

的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方式转变，促进玉米生产向

以机械化为实施载体的密植、优质、高产、高效方向 
发展。

3.3　推广多种耕作模式，扩大玉米面积　湖北省玉

米生产发展要走因地制宜调整结构、依靠科技攻高

产、轻简栽培增效益的路子。科学规划，使全省玉米

生产优势区域合理布局，在现有基础上完善和发展

三大种植区域。一是稳定鄂西山地玉米种植区，包

括恩施、十堰和宜昌，选用合适的品种，合理安排间

套种，提高农田复种指数，进一步提高单产；二是扩

大鄂北岗地玉米种植区，包括襄阳、随州，扩大小麦

连作玉米面积，实现麦玉连作过吨粮；三是重点发展

沿江玉米种植区，包括以武汉、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

原等地，开发江河滩涂，推广早旱晚水、早水晚旱、玉

米与棉花套作等高产高效种植模式。同时，适当发

展优质青贮玉米和高产优质鲜食甜糯玉米等。此外，

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低产田改造方面要充分发挥政

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大力加强玉

米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尽力建设和完善农田基础

设施，不断增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持续推动中低

产田改造工作，不断提高玉米产能。

3.4　建立育繁推产业体系，保障种业安全　湖北省

玉米育种科研单位多，但科研力量分散，特别是处在

外省种业和国外种业激烈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要加

强农科教结合，建立以湖北省农科院和华中农业大

学及骨干种子企业为主的湖北省玉米良种繁育联合

体，同时着力建立服务本省的良种繁育体系，健全严

格的玉米种子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管理制度。

要着重建设两大体系：一是建设品种创新体系，加强

种质资源引进及品种选育，重点加快夏播玉米品种、

早熟抗病和多用型的玉米品种选育；二是建设良种

繁育体系，推进农科教结合，促进育、繁、推、供一体

化，加快品种更新换代。

3.5　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产业化水平　强化转变

生产方式的意识，挖掘玉米增产的潜力。加快改善

农田设施和生产装备条件，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玉

米产业从业人员的科学素质，激发综合生产能力快

速提升。探索适合湖北本土实际情况的机械化生

产发展模式，实现玉米生产全环节的协调发展。改

进与推广玉米生产各个具体环节的机械，积极探索

机械生产的集约化的高效路子。同时，强化适宜新

品种的选育和应用，组建专业农机从业队伍，实现

玉米机械化作业服务的社会化。推广大马力机械

深松整地和精量单粒播种技术，集成农艺种植与农

机操作配套技术，充分发挥机械化生产提质增效的 
作用。

3.6　培育玉米加工龙头企业，提高产业化水平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向养殖业和深加工等产业延

伸，积极探索定向育种新模式，以科技支撑为主要

手段，引导加工企业进行产品生产和加工理念的根

本转变，提高产品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以及产品的附 
加值。

大胆创新模式，为“三农”提供服务。积极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大力发展玉米专业合作社和现代家

庭农场，构建新型玉米生产经营体系，加强基地、农

户与市场的有序对接，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实现合

作社壮大、农民增收、专业服务机构正当获利等多方

共赢的目标。

争取政策对玉米深加工产业的适当倾斜，依托

“湖北省玉米产业深加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平台，

积极组织研发力量，围绕湖北省玉米深加工领域重

难点问题，集中攻克产业加工关键技术，在重点研究

领域取得突破，转化科技新成果，开发科技新产品，

从而实质性提高研发水平，促进产业链条的延伸，推

进多元化发展，建立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导向、农科教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以科

技创新引导玉米加工企业改造升级、调整产业结构、

扩大产业规模，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

步伐。

3.7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玉米产业发展　各

级政府要针对全省玉米产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从源头入手，加大对玉米遗传育种、高产栽培生

理生化、土壤培肥、营养均衡、玉米病虫草害专业防



专题论述 252017年第12期

黑河市与农垦系统的种植业水平差距分析及建议
韩德志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黑河 164300）

摘要：近些年，春旱、夏涝、低温寡照等灾害性气候严重制约农业生产。恶劣气候直接影响黑河市地方农业生产，粮食单产

较低，粮食品质较差，严重影响农民卖粮与整体收入；而位于黑河市境内的北安、九三农垦分局所属农场近些年粮食产量却稳

步增长，以气象灾害频发的 2016 年为例，各种作物的单产均高于黑河市属农村产量，其中小麦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42.97%，水稻

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20.74%，玉米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111.74%，大豆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78.30%，薯类单产比市属平均高 44.75%。

为此，我们对产量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破解制约地方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促进黑河市地方农业快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黑河市；地方；农垦；种植水平；建议

黑河地区独特的气候资源，造就了绿色有机农

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规划与合

理的种植结构调整，伴随着信息化与集约化农业的

快速发展，常规小户小农机经营模式逐渐在生产效

益上失去优势，而黑河辖区农场的种植业效益稳步

提高，两者种植管理水平、机械化水平以及科学合理

轮作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地方农业种植合作社和农

机合作社迅速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农场

种植业水平的差距。未来农业高效集约化生产是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农业种植业由传统的分

散经营向土地集中经营转变。科学的种植业规划逐

渐形成，技术人员专业化不断强化，大型精准全程机

械化逐步完善，农业高效集约化逐渐形成。通过横

向比较，找出黑河地区的农业生产上的差距，为未来

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1　地方农村与农垦系统的差距
1.1　种植业结构　农垦系统近几年大豆播种面

积 26.67 万 hm2 左右，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 50%
左右，基本能执行以管理区或作业站（规模一般

在 1000~2000hm2 之间）为单位的“麦 - 经 - 豆”、

“经 - 玉 - 豆”三区轮作或“麦 - 经 - 玉 - 豆”四

区轮作制度，合理轮作，使农作物单产能够持续维
基金项目：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东北春大豆特早熟育种

（CARS-04）

控、收获后的处理与加工以及产业经济等玉米产业各

环节多方面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基层农技队

伍建设，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努力提

高农民的科学素质，为切实推动玉米生产、加工基地

的现代化建设与持续发展扫清理论技术与观念上的 
障碍。

此外，农技推广部门要充分利用玉米生产中政

府给予良种补贴的有利政策，从努力提高单产水平

入手，大力推广新型实用玉米生产技术，强化农民更

新应用优良品种的意识。另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加大对玉米优良新品种、降解型农用地膜、新型配方

肥料等配套农资的补贴力度，通过农机补贴推进生

产机械化，提高产业现代化水平，让政府的支农助农

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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