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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看谷子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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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谷子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农作物，在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谷子产业发展滞后。随着我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的推进，产业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特点，在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形势、新常态中如何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的转变是谷子产业发展的根本所在，这种转变需要立足于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建立新的适应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产业理念，指导谷子产业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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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起源于中国，是我国北方主要种植的农作

物，根据考古发现，在早期人类活动处于刀耕火种的

时代，谷子已经被人们驯化、种植，用于人畜食用 [1]，

同其他早期驯化作物共同开启了人类早期的农耕文

明。在不断的驯化繁衍过程中，谷子逐渐成为北方

重要的种植作物，主要源于农耕文明不够发达，可食

用种类较少，社会总产出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

谷子耐干旱、耐瘠，受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及年际

差异较小，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跟随人类历史进

程，外来物种的大量引入，谷子的种植区域不断调

整，但在北方一直处于主粮地位，所以直到新中国成

立初期，我国北方依然大面积种植谷子，为我国当时

解决温饱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据统计，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我国谷子播种面积达到 7600 万 hm2[2]，是

我国第三大主粮作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提

出农业现代化实施战略，经过近 70 年的高速发展，

我国农业现代化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在农业现代

化实施前期，谷子依然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作物，有

效地保证了我国粮食生产，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

期，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进入全面探索阶段 [3]，

谷子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开始减弱，播种面积开始减

少；而玉米、小麦、水稻等作物的优势凸显，开始进入

快速发展时期。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谷子的产量一直没有突破；谷子依然保留传统的种

植理念和种植制度；传统饮食与现代生活的脱离；谷

子主要种植在我国，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很少去开发

研究，无借鉴之处等，这些因素直接导致谷子种植面

积急剧下降。玉米、小麦等作物在近 30 年的高速发

展之后进入瓶颈期，谷子、糜子等小宗作物开始被视

为重点发展作物，2009 年谷子产业技术体系启动，

谷子的农业现代化之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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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准确量化，已转让具有亲缘关系的品种定价（例

如京科 968 在市场反馈及口碑较好）可以成为其他

近亲缘品种的价格参考。目前有一些学者也在进行

品种权价值评估的研究，但开展研究比较分散、未成

规模，建议国家鼓励与支持相关研究，促进学术成果

向实务运用的转化。

3.4　加强品种试验数据库建设　品种试验数据是

品种权价值评估的基础依据。国家农作物品种的预

备试验、区域试验、生产试验数据应逐步实现自动采

集、自动上传、自动公开；绿色通道和联合体等其他

审定渠道的数据也应逐步实现实时采集、自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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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第一时间提出了农业

现代化战略。不同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是，我国

是人口大国，基础薄弱，地域广阔，农业生态环境丰富

多样，作物种类丰富，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所以

不能简单地照搬某一种模式去实施。而农业现代化

是一个不断打破传统、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随着我

国农业不断发展，在各个时期都提出了不同的目标

和战略，农业现代化之路在不断调整完善中开始成

熟，2007 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走我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并把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

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5 个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开始形成我国现有的特色农业现代化。目前，

我国在化肥、农药、农机具等生产要素方面越来越充

足；水利化、信息化、机械化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

跨越式发展；观光农业、实施农业、休闲农业等应运

而生。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他经济产业开

始反哺农业，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一个

重要原因 [4]，如今已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现代化理论 
体系。

2　 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谷子产业发
展进程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时期　此时的中

国积贫积弱，我国农业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

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基础。这段时期是我国农业发

展最快、最重要的时期，水利建设、农田开垦等各种

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建成、完善，经过近 30 年的积累，

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谷子依然是我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

一，在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储备紧缺的形势之

下，谷子耐贫瘠、稳产的特性决定了其在农业生产中

的重要地位，当然国家实施的计划经济也是谷子保

持相对稳定的种植面积的保证，此时我国农业现代

化之路处于准备阶段 [3]，谷子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

要的地位。此时的谷子同其他作物一样，延续了新

中国成立以前的传统老旧的种植方式和种植制度，

产出率很低。

2.2　改革开放开始到现今　改革开放开始实施之

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国家开始推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自

己想种的作物，可以根据市场自由支配，此时我国

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5]，我国农业开始进入高速发

展时期。1977 年以来，国家引进的 13 条化肥生产

线开始陆续投产 [6]，农田水利建设设施日趋完善，

化肥的高效利用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出，玉米、小

麦、水稻等作物大幅增产，农民开始选择种植玉米、

小麦、水稻等作物；而此时的谷子依然沿用传统的

种植模式，费工费时、产出较低，已经不能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谷子的播种面积开始迅速

减少，零星分布在干旱贫瘠的丘陵山坡地，大多以

自己食用为主。直到 2009 年，谷子产业技术体系

启动，全国谷子面积开始逐渐趋于稳定，谷子产业

化开始形成。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谷子产业得到

较大的发展，相应的农机具大量出现，各种研究团

队、社会组织、大型的加工企业逐渐增多，化肥、化

学除草等农业要素广泛利用，新技术的推广也有序

进行，在谷子生产过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机械化作

业，产业区大量出现，对谷子种植区域经济发展十分 
有利。

3　谷子产业发展需要理论创新
我国是谷子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主要消

费国，其他国家很少有研究，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

经验可以借鉴；谷子作为我国古老的传统种植作物，

一些传统的种植理念和种植制度也是导致谷子产业

滞后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如何使谷子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首先是需要更

多的理论创新。比如，谷子在面积急剧减少初期，许

多学者希望通过努力去增加播种面积。人口增长和

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同有限的土地面积本身就是最大

的对立面，通过扩大播种面积增加人们的需求，是不

符合农业现代化的理念，我们需要在有限的土地上

得到更大的产出，高效节约利用土地，所以现代农业

所提倡的高产高效才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近年来谷

子产业的发展中，尽管播种面积减少，但产出率逐

年增加，谷子产业变得更适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规律。

再比如，谷子一直以来被定义为抗旱节水作物，同其

他一些作物相比，谷子确实是这样，但并不表示谷子

不需要更多的水分，我们需要去重新认识作为小宗

特色作物的谷子，许多地方的谷子种植都安排在山

地丘陵地，产出低，同现代农业本就相悖。亦或从种

植模式或者栽培方面来说，不同于传统种植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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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模式对于谷子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一直没

有得到更好的解决，其根本同样是谷子产业的理论

老旧，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比如玉米品种先

玉 335 引入中国，玉米产量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省

时省工，快速推进了玉米现代化种植的进程 [7]，然而

与其说引入的是一个品种，倒不如说是一种种植模

式和农业思维方式更准确。

以上种种现象充分证明了我国谷子产业发展

理论的落后，因此谷子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遵循高

产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拓展谷子产业发展的

理论创新。

4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谷子产业发展走向
育种技术、机械化、水利化等要素的改善，有

效利用现代生产制度，从而提升单位土地面积的

产出率，是谷子生产的关键，经过短期的高效快速

的发展，尽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依然不能满足

生产需求。目前，在许多种植区域谷子依然被安排

在山坡丘陵地种植，干旱少雨，没有灌溉条件，大型

机械不能作业。随着我国农业的宏观调控和农业

现代化进一步推进，谷子种植现状会得到很大的 
改善。

首先是得益于土地流转，单个农户所占有的土

地有限，基本用来种植经济效益较低、抗旱节水作

物，而通过土地流转的种植大户或企业，会计算投入

和产出，通过成本计算，根据经济效益适当地调整土

地使用比例，集约化利用，较差的山坡地可用来发展

林果产业。

其次是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1999 年四

川、陕西、甘肃作为退耕还林的试点，拉开了我国退

耕还林的序幕 [8]。随着退耕还林政策和农作物区域

规划的实施和深入，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农业现代

化的一个主题，所以谷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产

业的一个命题。退耕还林的实施会减少许多利用率

低、产量低、无灌溉设施、人工投入大的山坡地。目

前谷子产量潜力已经有了很大提升，只是山坡丘陵

地带的种植水平有限，不能发挥品种的高产优势，如

此占用了很大比例的耕地，但总产出有限，平均单产

很低，与现代农业发展的高产高效相违背，因此，为

谷子生产提供较为优质的耕地，也是谷子生产的关

键因素。

随着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传统饮食结构、习

惯正在被取代，作为小宗特色农作物，人们对其食用

方式和需求量是谷子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目前主

要食用者都集中在我国北方，所以新型加工食品的

出现必将带来更大的消费市场，从需求侧考虑，增加

消费群体是带动谷子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谷子及

加工产品的市场潜力很大，而如何让谷子加工产品

更加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新型食品开发则是增加消

费群体的基础，所以产后加工，新型食品的开发尤为

关键。

总之，随着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不断

深入，谷子产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但现代农

业特有的发展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所以谷子产业的

发展也需要遵循、立足于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根

据自身特性，解决关键因素带来的制约，为人们丰

富的物质文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才是我们所需 
要的。

5　结语
谷子产业的发展，在没有可借鉴经验的情况

下，需要克服自身特点的限制，拓展思维，持续创新，

加快谷子产业发展进程。谷子种植在我国延续了几

千年，在我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更是见证了我国灿烂的华夏文明，如今在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谷子处于暂时的滞后期，

但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谷子产业链逐

步完善，必将实现谷子产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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