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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免于饥饿？

袁隆平先生去世后，人们在哀悼这位
伟大的科学家之余，也在讨论这样一个问
题：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免于饥饿？很多人
下意识认为是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解决了
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如果没有杂交水稻等
新粮食作物品种的出现，十几亿中国人仍
然在饥饿中。

不过，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近几十年来
的粮食产量史，就可以发现，杂交水稻等
新粮食品种的作用虽然不可低估，但是解
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是改革开放，而不
是杂交育种技术；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与
农村经济政策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而
跟杂交水稻为代表的杂交育种推广面积关
联性不大。

1978年以后，我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村的生产力被解放，农民积极性空
前提高，粮食产量也迅速增加，1978年我国
粮食产量 3.04亿吨，1984年增加到 4.07亿
吨，人均产量从316公斤提高到390公斤。

这是我国历史上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
阶段，我国粮食产量从2亿吨到3亿吨用了
12年，而从3亿吨到4亿吨只用了6年；从
1958年到 1978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仅提
高了17公斤，而从1978年到1984年提高了
74公斤。可以说，这六年我国解决了人们
吃饭的问题。

这期间，杂交水稻推广对粮食增产起
的作用多大呢？我国 1975年开始推广杂交
水稻，1978年达到 7600万亩左右，此后几
年始终在 8000万亩上下徘徊，没有多少增
加，仅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15%左右，占全
国粮食种植面积的5%左右。

而与此同时，我国粮食总产量平均每

年保持 1700万吨的增量，也就是说在杂交
水稻面积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国粮食总
产却迅速提高，这说明我国粮食产量增加
主要是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以及对外开放
带来的化肥、农机普及率迅速提高的功劳。

如果细究，当时的杂交水稻对我国粮
食增产的贡献率有多大呢？按照农业部全
国种子总站的统计，1976年至 1986年，全
国杂交水稻平对于亩产贡献增加均值为 50
公斤，1984年的杂交水稻面积比 1978年增
加 5600万亩，这就意味着为粮食增产的贡
献为280万吨左右，仅占这期间全国粮食总
产量增加值（1亿吨）的2.8%。

杂交水稻的广泛推广是 1984年普遍解
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此后十年间每年种植
面积都增加 1800万亩左右，1995年达到历
史顶峰，面积为2089万公顷（折合3.1亿多
亩），占全国水稻种植总量的68%。如果按
照各种杂交水稻研究机构的数据，新增的
两亿亩杂交水稻，至少可以使我国稻米产
量提高3000万吨，亩产提高150公斤。

然而，这期间我国水稻总产量仅提高
700万吨，亩产仅仅提高 43公斤。1995年
后，我国水稻产量更是一路下滑，到 2003
年产量跌倒 1.6亿吨，比 1984年还少 1800
万吨，可见，杂交水稻并没有挽救中国粮
食生产的颓势。

反而是 2004 年以后废除一切农业税
费、加大对农民的补贴、一号文件回归农
业的“第二次农村改革”，再次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飞跃。虽然这期间杂交水稻种植面
积减少了6000多万亩，但是2004～2010年
短短 6年间，我国水稻总产量提高 4700万
吨，亩产提高 32 公斤，这个六年堪比

1978～1984年的那个黄金六年，再次证明
了：相对于农业技术，经济体制和生产关
系的调整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什么说生产关系调整对于解决农民
的吃饭问题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呢？站在农
业科学角度，影响粮食产量的几个最重要
的因素是劳动力、化肥使用量、机械化水
平、小水利灌溉面积、农药地膜等。

改革开放对这几个要素的影响是决定
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形式的变
化，释放了劳动力的积极性，也增加了个
体对农田的资本和技术投入；对外开放，
外国农资生产技术的引进和产品的进口，
使得农业生产彻底告别看天看地吃饭的传
统模式；分田到户，促进了小水利的普
及、灌溉精细化，对增产也有重要意义。

但凡从事过农业的朋友都明白，粮食
增产是一个系统工程，种子只不过是其一
个环节，并且在农业科学研究中的，上面
列举的几个因素更具有基础性作用。俗话
说“纲举目张”，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粮
食增产的“纲”，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影
响因素也迎刃而解。

如果往更深处讲，改革开放后废除了
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农民迁徙的束缚，
这对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的作用更不可忽
视。尤其是对于那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
地区，成为农民改变生活处境的最重要出
路。农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也进一步带
动了农民的增收和食品的多元化。

就杂交水稻等农业技术创新而言，改
革开放对其驱动影响也是决定性意义的。
如果了解杂交水稻发展史，就可以知道，
杂交育种研究虽然是六七十年代开始的，

但是其主要成果是改革开放后做出来的，
从 1978 年的 356 公斤逐步提高到今天的
1000多公斤。

袁隆平先生和他所在的国家杂交水稻
研究中心接连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背
后反映的农村经济发展对技术的渴求，科
研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对科研活力的释
放，专利保护市场化的科技转化体制对科
研积极性的激发。

可以说，只有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农
业技术和经济才能达到相互激励的良性互
动，而在过去不会产生今天意义上如此伟
大的袁隆平的。

在此讨论“到底是什么解决了中国人吃
饭问题”这个严肃的话题，没有任何对袁隆
平先生不尊重、故意贬低的动机。即使肯定
改革开放对于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性意义，
也丝毫不能动摇袁隆平先生的历史地位：他
对世界粮食增产的贡献是无人能比拟的，对
中国人民饮食多元化、国家粮食安全也有深
远影响；他无论是在艰苦时代，还是功成名
就的时候，都坚持不懈搞科研，真正做到了
毕生为人民的福祉呕血奋斗，他的奉献精神
和爱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无论如何，
他都是历史的一个耀眼坐标。

有朋友总结道：“中国人吃饭靠两
平”，即邓小平和袁隆平分别代表的管理体
制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改革，解决了中国
的粮食问题。虽然二者都不可偏废，但显
然经济体制变革更起决定性作用。有了上
世纪 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才有了后来 8
亿农民免于饥荒的自由和迁徙的自由，也
才有了后来给中国带来历史性变革的工业
化和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