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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以来,农业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作物生产格局经历了显著变化。本研究基于2000年与

2015年间中国14种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单产及产量数据,探讨了作物生产的时空演变及非粮化趋势,

重点分析了农业区及其粮食主产区的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作物总种植面积和产量

增长较快,且占全国的比重也不断提升。此外,谷物类作物的生产逐渐向北方农业区集中,而南方及西部

地区在油料、甜料和纤维作物的产量有所增长。各农业主产区内的非粮化现象却不断减轻。本研究有助

于深入理解作物生产格局的调整趋势,并为未来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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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gricultural zones, particularly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crop production patter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rop production and the non-grain production trend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focusing on agricultural 

zones and grain-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planting area, yield and total production data of 14 major crop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total planting area and production of crops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have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with their proportion relative to the national total consistently increasing. 

Furthermore, grain crop production has gradually concentrated in northern agricultural zones, while sou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exhibited production growth in oil, sweet, and fiber crops. The non-grain production 

trend within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of each agricultural zon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alleviated. This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adjustment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ffers scientific support for formulating future food securit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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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保障粮食安全是治国安

邦的头等大事[1]。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粮食主产区政策[2],保

护了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4]。分析粮食主产区内部粮

食生产结构的时空变化,对打造和优化不同功能定位的粮食生

产布局,提高中国粮食生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粮食产量结构和

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是研究粮食生产结构变化的重要依据[4],

两者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和水平,所以同时将粮

食产量结构、种植结构变化纳入研究,对指导农业生产布局具有

重要意义[5]。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3],部分地

区由于种粮效益低下,出现了“非粮化”现象[8]。因此,在分析

中国粮食生产结构变化时,应该同时将油料作物、甜料作物、豆

类作物、块茎作物和纤维作物等作物纳入分析范畴,并同时比较

农业区及粮食主产区作物结构非粮化水平以及差异。 

本研究选取14种主要作物,对2000到2015年的种植面

积、产量时空变化及作物结构非粮化进行分析,重点比较粮食

主产区与九大农业区的差异。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作物生

产格局的调整趋势,为未来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的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数据获取与处理 



农业科学 
第 8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7 

 Agricultural Science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作物的分类,将选取的14种作物分为

以下几个大类：谷物类作物：大麦、小米、玉米、水稻、小麦、

高粱；油料类作物：花生、油菜籽、葵花籽；甜料类作物：甜

菜、甘蔗、豆类作物：大豆；薯类作物：马铃薯；纤维作物：棉

花。农业区包括：东北区(NE)、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IMGR)、黄

淮海区(HHH)、黄土高原区(LP)、长江中下游区(MLYR)、西南区

(SW)、华南区(SC)、甘新区(GX)、青藏区(QHT)[7]；13个粮食主

产区包括：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河北,江苏,内蒙古,

四川,湖南,湖北,辽宁,江西。(图1)。 

 

图1 农业区和粮食主产区边界 

1.2主产区集中度指数 

为了研究各农业区及其内部主产区作物产量的变化特征,

我们利用主产区集中度指数来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 

݆݅ܫܥ = ݆ܼ݅ܣ∆݆݅ܣܲܩܯ∆ # 1
 

式中：݆݅ܫܥ 表示 ݆ 农业区作物 ݅ 的主产区集中度指数；∆݆݅ܣܲܩܯ表示 ݆ 农业区内主产区作物 ݅ 的产量变化； ݆ܼ݅ܣ∆ 表示݆ 农业区内作物 ݅ 的产量变化。 

1.3非粮化指数 

为揭示农业区和主产区非粮化趋势,引入非粮化面积和非

粮化率对其进行分析[6]。其计算公式如下： ݅݃݊ܣ = ݅ܿܣ × ݅ܥ − ݅݃ܣ # 2  

ܴ݊݃݅ = 1 − ݅ܿܣ݅݃ܣ × ݅ܥ # 3  

式中：݅݃݊ܣ 表示区的非粮化面积； 表示݅݃ܣ；表示区的耕地面积݅ܿܣ ݅ 区的粮食种植面积； 表示݅ܥ ݅ 区的复种指数；ܴ݊݃݅ 表

示 ݅ 区的非粮化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粮食作物的界定,

本研究选用14种作物中的谷物类、豆类、薯类属于粮食作物。 

2 结果与分析 

2.1作物生产的总体变化特征 

表1 全国及粮食主产区的作物总种植面积及总产量变化 

全国范围 粮食主产区

作物总种植面积 公顷 × × × ×

作物总产量 兆卡 × ×

2000 2015 2000 2015

( ) 1.1 10 1.1 10 7.7 10 (68%) 8.6 10 (72%)

( ) 1.1 10 (72%) 1.5 10 (78%)

8 8 7 7

9 9
1.6 10 2.0 10× ×9 9

 

研究期间,14种作物总产量增长明显(25%)。2000-2015年,

粮食主产区的作物总种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由68%提升至72%,

粮食主产区作物总产量较2000年增加35%,在2015年主产区承担

全国近八成的作物生产任务。  

2.2农业区及粮食主产区的作物生产变化特征 

2.2.1农业区与粮食主产区的作物播种面积结构变化：  

 

图2  农业区和主产区2000、2015年的作物播种面积结构及变化率 

从图2可以看出东北、内蒙、甘新区谷物种植面积分别增长

56%、37%、47%,反映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向北方农业区倾斜。黄

淮海区作为传统的油料生产区,其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下降15%,

而西南区逐步承接油料生产功能,油料种植面积增长32%。华南

区和甘新区分别成为甜料作物和纤维作物种植的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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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区的主产区作为粮食种植核心区的地位进一步强化,

谷物占比增加56%,豆类面积下降21%。西南区的主产区油料作物

(32%)、薯类作物(49%)增长率显著高于农业区(分别为33%、94%)。

在长江中下游区谷物种植面积增长并不明显,但在其主产区谷

物类种植面积增长达到15%,说明长江中下游区谷物类作物种植

进一步集聚在主产区。 

2.2.2农业区及其主产区的作物产量变化特征 

 

图3  农业区作物产量结构变化和各农业区作物的主产区集中

度指数 

图3可以看出谷物作物产量在多个农业区呈现明显的增长

趋势,对比集中度比值可以发现,主产区完全主导了谷物产量变

化。例如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东北区、黄淮海区的集中度比

值分别为0.93、0.99,0.99,在长江中下游区,集中度比值甚至超

过1(1.38)。油料作物的产量变化在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分化显

著。在黄淮海区,油料产量下降1.9%,主产区比值0.54,表明主产

区减产幅度远超整体；在西南区油料产量增长42.4%,主产区比

值0.78,显示主产区贡献主导地位。西南区作为豆类作物的产量

增加的唯一农业区,其主产区集中度比值也达到了1.10,说明西

南区主产区承担更为重要的豆类生产任务。 

表2 农业区2015年的非粮化面积和非粮化率及变化趋势 

2015 ( ) 2015 ( )

1.0 10  (36%) 64.5% (5%)

1.2 10  (4%) 37.5% (-13%)

2.5 10  (10%) 50.3% (2%)

9.6 10  (17%) 55.7% (8%)

3.9 10  (37%) 64.6% (12%)

1.9 10  (45%) 84.2% (10%)

3.3 10  (35%) 69.6% (14%)

9.4 10  (46%) 73.8% (0%)

1.5 10  (49%) 77.2% (18%)

非粮化面积 变化率 非粮化率 变化率

内蒙及长城沿线区 ×

东北区 ×

黄淮海区 ×

黄土高原区 ×

长江中下游区 ×

青藏区 ×

西南区 ×

甘新区 ×

华南区 ×

4

4

4

3

4

3

4

3

4

 

甜料作物在华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的产量都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但其主产区集中度比值却为负数,这说明非主产区成

为甜料作物产量的增长主力。纤维作物与甜料作物相似,在甘

新区,纤维类作物产量增长68%,主产区集中度比值接近于0且

为负值,表明该农业区的主产区对纤维类作物产量增长没有

贡献。 

2.3不同农业区及内部粮食主产区的非粮化特征 

从表2看出,2015年东北区的非粮化率为所有农业区中最低

(37.5%)。西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的非粮化面积和非粮化率都较

高；在华南区和甘新区,两者的非粮化面积相对其他农业区较低,

但非粮化率均超过70%。研究期间,东北区是唯一非粮化率下降

的农业区(-13%)。 

 

图4非粮化率的变化趋势在农业区及内部粮食主产区的差异 

通过图4可以看出,在2000年,主产区的非粮化率几近甚至

高于所属农业区,而在2015年,前者的非粮化率则低于所属农业

区。例如在2000年,长江中下游区的非粮化率为：57.5%,主产区

为59.8%,而在2015年主产区却更低。同样的数据变化出现在黄

淮海区、西南区和黄土高原区。这一数据特征表明：即便是在

全国非粮化面积不断增加、粮食生产重心北移的大背景下,各农

业区的粮食作物格局也在不断的局部调整和优化,粮食种植的

重心都在向各自的主产区范围内转移,主产区内的非粮化现象

在不断减轻。 

3 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2000年与2015年期间中国作物生产结构变化

及农业区和主产区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作物生产

格局在研究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2000-2015年,粮食主产区的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占全国

比重显著上升(2)谷物类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逐渐向北方地区

集中。在油料、甜料及纤维作物方面,南方及西部地区的种植区

域扩展明显,尤其是甘新区的纤维作物产量增长突出。(3)各农

业区内主产区的非粮化现象总体在不断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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