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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振兴玉米栽培学科!
为提高我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做贡献

赵久然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北京 !"""-%.

摘 要! 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玉米产业现状"概括总结了玉米的三大类!子粒用#鲜食和青贮$三冠王!高产之王#

饲料之王和加工原料之王$三种产销关系!自给有余#自给自足#自给不足$四元利用!粮#经#果#饲$六区一带!即我

国 & 个玉米产区和一条从东北经黄海至西南形成的主产区玉米带$+ 个竞争优势!市场区位#食品安全和成本空间$+
个竞争劣势!规模小效益低#水分高商品品质差和流通体制不完善% 指出了由于我国目前生态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突

显"使玉米栽培学科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栽培学科本身应融入到整个玉米产业链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面向

生产和市场需要"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应解决的 !" 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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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现状

,!.玉米已跃居我国第二大作物"面积和产量仅

次于水稻% 常年播种面积 ( +++ 万1 ( #++ 万 23("总

产 !4!- 亿 5% 面积和产量分别占粮食作物的 ((6和

(#6%
玉米的多用途和饲料之王地位" 使玉米的需求

量逐年增加"促使玉米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有望成

为我国第一大作物%
’(.玉米粮#经#果#饲多用途!!粮"作为主要粮

食作物和直接口粮$"经"作为经济作物"为食品工

业提供原料$#果"鲜食玉米"像水果#蔬菜一样生产

消费$$饲"子粒是优质精饲料"是猪#鸡等主要饲料

来源$青贮玉米是牛#羊等草食牲畜的主要饲料% 玉

米今后的定位是主要的饲料作物&饲料之王’"不能

单一地认为玉米是粮食作物%
’+.玉米&三冠王’!!高产作物之王% 7) 作物光

合效率高"可大面积获得高产"小面积高产纪录已达

(8 +#!4" 9: ; 23( ’美国 <=>0 州 (""+ 年高产竞赛纪

录.%"饲料之王%我国玉米 8(6以上产品作饲料"并

且这一比例还在继续增加%现代饲料业在猪#鸡等饲

料的配方中 &#6以上原料是玉米% 青贮玉米将成为

牛#羊等草食牲畜的主要饲料来源% 在农牧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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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研究员% 兼任中国作物学会副秘书长#作物栽培

委员会玉米学组组长等% ?@A!"!"$--)+%8#!

的欧美等国家可占到玉米总面积的 +"6 1 #"6% #
加工原料之王% 占总用量比例的 !!6,(""! 1 (""(
年.% 以玉米为原料的产品已有上万种% 玉米的主要

产品是淀粉#酒精#果葡糖浆和玉米油等% 随着我国

推广应用乙醇汽油" 用玉米加工酒精的用量将进一

步扩大% 玉米的用途和需求量将进一步拓展%
,).玉米三大类% 按用途玉米分为三大类!!子

粒用玉米!利用成熟的干子粒"包括口粮食用#饲料

用和工业原料等% 可进一步根据化学营养成分及利

用侧重点分为!高淀粉#高油#高赖氨酸#工业用糯玉

米等"这些可称为所谓的专用玉米% "鲜食玉米!主

要利用玉米鲜嫩果穗"包括甜玉米#糯玉米#笋玉米

及其他等%我国目前年种植面积近 ++4+ 万 23(%甜玉

米在美国鲜售蔬菜中列第 ) 位# 加工蔬菜中占第 (
位% 糯玉米作为鲜食"在我国将超过甜玉米面积% 笋

玉米的种植主要由农业加工企业定单生产和销售

等%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甜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甜

玉米年产值 & 亿多美元"人均消费甜玉米 !"4# 9:,按
鲜玉米粒计."此外"人均消费爆粒玉米 !" 9: 多% #
青贮玉米! 利用包括果穗在内的玉米鲜嫩全株作青

贮饲料% 我国目前已开始重视并在生产中大面积种

植%
,#.我国目前人均消费玉米 %" 9:"欧美等发达国

家人均消费 +"" 1 #"" 9:"人均消费玉米的数量与膳

食水平成正比%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小麦#水稻等单

纯的口粮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都将压缩" 而玉米肯

定要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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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 " 大玉米产区! 主产区从东北平原

起"经黄淮海平原"至西南地区形成一条#中国玉米

带$%其中&玉米带$北段的东华北春玉米区和中段的

黄淮海夏玉米区面积占全国的 $%&左右%
!$’加入 ()* 后"原来普遍担忧的我国玉米产

品将大受冲击的局面并未出现% 相反"自去年以来"
出口量显著增加"跃居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说明我国

玉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有一定的优势" 今后将形成

&有进有出"南进北出$的局面%
+,’从产销关系方面分析"国内存在三种类型’

!&自给有余$型% 东北区产量占全国的 -.&"消费

量仅占 /.&"外调量占全国的 - 0 1% "&自给自足$
型% 黄淮海产量占全国的 -.&"消费量占 -%&"产需

基本平衡% #&自给不足$型% 长江流域以南及其它

地区" 玉米产量占全国的 -%&" 消费量占全国的

..&"产需缺口大% 我国玉米形成了&北粮南运$格

局%
+2#农业部组织有关专家对&我国专用玉米优势

区域发展规划$和&我国玉米核心竞争力$进行了研

究等%
+/%#我国玉米具有潜在竞争优势% !市场区位

优势% 周边的日本(韩国(朝鲜和台湾省是世界玉米

主销区"年消费量达 - .%% 万 3 以上"占全球玉米进

口量的 .%&"其中日本(韩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

二玉米进口大国%东北玉米出口具有运距短(运输快

捷(运费低廉等区位优势"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韩

国及东南亚国家的饲料业已经开始复苏" 而且回升

的速度较快"玉米的进口量明显增加"为我国玉米出

口带来契机% "食品安全优势% 我国玉米全部是非

转基因玉米"而美国玉米的三分之一是转基因玉米%
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担心逐步升

温" 欧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的消费者对转基因农产品

的抵制"美国玉米将会失去部分国外市场"也将为我

国玉米出口带来机会% #降低成本空间大% 我国东

北玉米产区土壤肥沃" 自然条件优越" 资源成本较

低"农民具有种植玉米的传统% 同时"我国已选育出

一批品质优(综合性状好的专用品种"并有近 /%% 个

县+市#的玉米单产接近美国的单产水平"为大面积

提高单产和质量奠定了基础%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
通过推行规模化种植"提高机械化水平"降低生产成

本的空间也很大%
+//#我国玉米竞争力较弱的原因’!生产成本

高"种植效益低%我国人均占有耕地少"生产规模小"
规模化种植程度低" 玉米主产区户均种植面积东北

为 %4"$ 5 64%% 786"其 他 地 区 %46 5 %4- 786"而 美 国

一般农场种植面积在 ---4- 5 """4$ 786% 直接成本(
间接成本高" 生产规模小" 造成我国玉米种植效益

低% "国产玉米商品品质差% 玉米品质包括商品品

质(营养品质!化学成分’(加工品质和卫生品质!食物

安全性’% 与美国相比"我国玉米的内在品质基本与

其接近"卫生品质高于美国%但我国玉米商品品质的

稳定性和一致性差"主要原因是单纯追求产量"晚熟

品种面积大"收获期含水量在 -%&以上"收购的玉

米含水量在 66& 5 6,&)国产玉米混收(混储(混销"
商品质量不稳定"一致性不如进口玉米"在产后商品

化处理过程中"常常出现黄白粒(大小粒混杂"甚至

混有其它异物% #流通体制不完善"流通费用较高%
在流通方面" 垄断性的收购政策造成粮食收储企业

压力大"国家财政负担重"市场流通不顺畅"流通费

用高"粮食陈化"品质下降"企业和农民利益得不到

保证"玉米的市场竞争力大打折扣%

6 玉米栽培学科发展的良好机遇

!/’国家提出农业新十字指导方针’即&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
&九五$期间"我国农业项目经费主要投向种子

工程(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及信息技术等%对栽培学

科投入的相对较少" 但很多新问题需要栽培学科和

广大栽培科技工作者去研究解决和呼吁%如’农业及

农田对局域生态和大生态的反作用影响问题) 种植

业结构调整"冬春小麦面积减少"冬春裸露地面积增

加"加剧了沙尘暴)玉米田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和城市

废气效率高于森林生态系统) 南方局部水稻面积压

缩"失去大面积人工湿地"显著影响附近城市的小气

候等% 食品安全问题"如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农产

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等等%
!6’&十五$以来"随着我国农业新的十字指导方

针的提出"特别是对农业生态和食品安全的重视"陆

续上了一批国家及省市重点项目" 使得玉米栽培学

科大有用武之地% 如’&国家玉米新品种区试网络建

设$(&无公害优质玉米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

示范$(&优质夏玉米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试验与产

业化开发$(&淀粉用玉米产量潜力最大实现关键技

术$(&提高玉米营养与商品品质关键技术研究$(&发

展生态农业治理沙漠化土地研究与示范$(&糯玉米

高产高效标准化技术试验与示范$(&绿色无公害鲜

食玉米生产加工技术试验示范$(&甜糯玉米贮藏关

键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和&南方季节性缺水灌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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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农业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等"

! 玉米栽培学科本身应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面向生产和市场需要#解决实

际问题#要向两个方面延伸

"#$玉米栽培应由单纯的从种到收的产中研究

向产前和产后延伸"产前研究指区划布局的研究#发

挥自然资源的区位优势$ 投入品的研究指种子%肥

料%农机%农药和除草剂等" 产后研究包括农产品的

标准%品质及加工等的研究"
%&$由侧重生长发育规律和种%密%肥%水的研究

扩展为宏观区划和具体精细农业技术"宏观指生态%
发展战略%综合区划和布局等"具体技术重点是指按

产品要求解决标准化生产问题"
%!$由单纯的追求产量向产量和质量并重" 质量

指商品品质%营养品质%卫生品质和加工品质" 重点

是解决商品品质和卫生品质#如子粒容重%含水率%
霉变粒%色泽和黄曲霉素等"

%’$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经济效益和社会%生

态效益并重"农业的功能在不断发展#除了最初的提

供食品等农产品的生产功能产生经济效益外# 更增

加了农业的生态功能和产生显著社会效益等"
%()玉米栽培学科应融入到整个玉米产业链之

中#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结合%与育种家结合%与企

业结合%与生产实践和农民结合%与教学和科研紧密

结合等#面向生产和市场需要#解决实际问题#节本

增效"根本目标是提高我国玉米的国际竞争力#增加

农民收入"

’ 提高我国玉米国际竞争力应解决的

问题

%*)做好区划布局#发挥自然优势" 做好区划布

局#发挥自然禀赋的资源优势#变对抗性种植为适应

性种植"我国目前已完成了玉米优势区域规划#确定

了北方春玉米和黄淮海夏玉米两大优势区域"
+&$选育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新品种" 高产是永

恒的主题和第一育种目标#有高产潜力#同时还要有

广泛的适应性和稳产性" 优质是在高产的基础上优

质#在商品品质%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卫生品质中

应重点提高商品品质"多抗指抗病%抗虫%抗倒%抗旱

和抗寒等"
%!$提高种子质量" 我国目前的玉米种子质量与

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如能全部达到合格#即可增

产 *,-以上"
%’$降低水分#提高品质#杜绝品种跨区种植" 这

是提高我国玉米品质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也是最

易操作的措施"
%($平衡施肥#推广专用肥#提高化肥利用率" 过

量和盲目施肥#造成浪费#并导致环境污染和生产成

本加大"
%.)抗旱品种及抗旱配套技术相结合#提高水分

利用率"干旱是制约玉米增产和稳产的第一位因素#
选育抗旱品种及推广抗旱的配套技术#尤其是旱作#
提高水分利用率#将使成本大大降低"

+/)农业机械化及保护性耕作#是今后的重要发

展方向和提高我国玉米竞争力的主要举措" 很多栽

培措施都要通过农机化加以实现"
+0)非转基因目前是我国玉米主要竞争优势之

一#应继续保持"
+1)农业标准化是提高国际竞争力%进入国际市

场的必要条件"
+*2)食品卫生标准指无公害%有机和绿色" 目

前#主要应达到无公害标准#除了选择好生产环境%
控制灌水%施肥%喷洒农药%除草剂外#还应严格控制

子粒霉变和黄曲霉的滋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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