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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方法
,

对全国五个主要玉米生态类型 区进行 了玉 米生产 的农民参与

式评估 ( P R A )
,

并通过专家对 P R A 所获得的玉 米生产发展限制因素的分析和参与式学术研讨
,

对不

同生态类型的限制 因素进行 了重要性排序
,

在此基础上得 出了我国玉 米研究的优先序
。

结果显 示
,

干 旱是未来限制我 国玉 米生产发展 的第一限制 因素
,

也是我 国玉 米科研最优先 的研究领域
。

栽培

管理技术和农业技术推广等是近期我国政府在制定相关玉米生产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领域
。

〔关键词 〕 玉米
,

农村参与式评估
,

研究
,

优先序

加人 WoT 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将造成较大冲击
。

而在农业生产 内部
,

受冲击最大 的将是玉米川
。

这

不仅是 由于我 国玉米生 产 的单 产水平 ( 4
.

5 吨 /公

顷 )远低于美 国 ( 8
.

7 吨 / 公顷 )和阿根廷 ( 5
.

5 吨 /公

顷 )等主要玉米出 口 国家
,

同时
,

我 国的玉米生产地

区多数为人均收人较低 的贫 困地 区 z[]
。

加 人 wT
o

后对我国玉米生产的冲击不仅涉及到我国农民收人

的提高
,

更涉及到我 国的贫 困地 区 能否按时脱贫
。

为此
,

中国科学 院农业政策研究 中心和国际玉米小

麦改 良中心 ( CI M M Y )T 从 2 00 1 年开始采用农民参与

式的研究方法
,

专 门就我国玉米研究的优先序进行

了专题调研
。

本文为该项 目的部分成果
,

包括全 国

从事玉米育种
、

栽培
、

耕作
、

农业经济等最知名的 45

位专家经过专题研讨后形成的结论
。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研究我国玉米研

究的优先序
。

即首先通过抽样的方法选取我国从南

到北主要玉米带上的一些玉米生产县
。

然后
,

对每

个县分别选取收人较高和收人较低 的两个村进行 了

有关玉米生产 的农 民参与式评估 ( P R A )
,

评估 内容

包括农民对当地玉米生产及与玉米生产有关的各种

问题
,

找出限制 当地玉米生产发展 的各种 因素
。

所

涉及的玉米生产问题主要包括技术
、

环境
、

投人品种

等农民认为限制生产发展 与产量提高的问题 ; 涉及

的其他相关问题包括玉米生产政策
、

粮食流通及其

体制等农 民最关心 的问题
。

本研究随机对吉林
、

山

东
、

山西
、

陕西
、

四川和广西共 6 个省区 25 个县的 50

个村进行了调查
。

在此基础上
,

2X() 2 年 3 月 25 一27

日又组织来 自中国农科院
、

中国农 大
、

主要玉米生产

省份的从事玉米育种
、

栽培
、

耕作
、

技术推广
、

农业经

济等全国最著名的科研人员
、

技术推广人员及来 自

国际玉米小麦改 良中心
、

国际发展研究 中心 ( DI R )C

等单位的共 45 位院士及各方面专家共 同举办 国际

学术研讨会
。

会议采用参与式的学术研讨方法
,

汇

聚各位专家对我国玉米科研与生产所面临问题及其

重要性的各种观点
,

分组对东北
、

华北
、

黄淮
、

西南和

西北共五个玉米主要生态区的玉米研究优先序进行

了充分的学术研讨
。

研讨的程序如下
:

( l) 审查和评价不 同玉米生态类型区农 民参与

式评估 ( P
RA )调查所获得的限制玉米生产发展 的因

素
,

并根据各种生态和地理环境及制度等因素
,

补充

PR A 调查农民所未提到的限制因素
。

( 2) 根据专家 的经验和知识
,

通过充分讨论
,

估

计各种特定 的限制 因素对玉米产量 的影响程度
,

即

在消除限制因素的条件下
,

产量将提高多大的比例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本文于 2 X( )3 年 4 月 21 日收到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2003. 05. 005



2 7 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仪】 3年

( 3 )通过充分讨论
,

估计通过研究
、

技术推广或

政策措施来克服各种限制因素的可能性
。

( 4) 依据各种限制因素对玉米 产量 的影响程度

进行排序
,

其最重要因素为 1
,

第二重要因素为 2
,

依

次类推
。

( 5 )根据上述专家对各种限制因素的排序
、

各种

限制因素对产量的影 响程度
、

各种 限制 因素获得解

决的可能性及其相应限制因素所涉及的玉米种植面

积与产量
,

采用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优先序模型
,

确定

不同类型地区的玉米研究优先序
。

2 研究结果

2
.

1 玉米生产发展的限制因素

从农 民参与式评估得 出的不同生态类型区农 民

对限制玉米生产发展 因素的评估结果 可看 出
,

不 同

生态类型区农民对限制玉米生产发展的因素的评估

结果存在着差异
。

其中西南地区 限制当地玉米生产

发展的因素要多 于其他地区
,

华北和西北灌溉春玉

米地区的限制因素则较少
。

这可能是 由于西南地区

的生态与社会和经济条件较为复杂
,

华北 与西北灌

溉春玉米地 区生态与社会 和经济条件较 为一致有

关
。

多数地区农 民认为干旱
、

栽培技术
、

技术推广不

到位
、

种子质量差
、

土壤贫痔
、

丝黑穗病
、

叶斑病
、

品

质差等因素为限制当地玉米生产发展 的常见因素
。

需要指出的的是
,

在西南地区
,

限制当地玉米生产发

展的因素除 自然条件较为恶劣 (如土壤贫痔
、

旱涝雹

灾
、

水土流失等 )
、

经济贫困 (如农 民缺钱购买生产资

料
、

交通困难等 )等 自然与社会因素外
,

由于 目前我

国科技体制所导致的适合该地区玉米生产发展 的科

研与技术推广活动的缺乏也成为限制当地玉米生产

发展的重要因素
,

例如
,

农民反映现有高产改 良群体

品种 ( O VP )退化
、

买不到想买的新品种
、

购买种子的

时间受限制等也限制了当地玉米生产的发展
。

事实

上
,

改革开放 以来
,

我国西南地区的玉米科研与技术

推广活动被严重忽视
,

由于许多地 区不适合种植杂

交品种 (土层太薄
,

肥力太低 )
,

许多农 民生产上所种

植的品种仍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从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

中心 (CI M M Y )T 引进 的 o vP 品种
,

尚未发现我 国 自

己选育的 O PV 品种
。

同时
,

我们调查发现
,

由于 当

地种植杂交品种的农 民较少
,

种子公 司每年经营杂

交玉米种子的时间较短
,

适宜当地的品种也少
,

农 民

反映稍迟几天便找不到卖玉米种子的公司了
。

与西南地区 不同
,

在东北
、

华北和西北地区
,

霜

冻问题被农民认为是限制当地玉米生产发展的主要

限制因素之一
。

事 实上
,

东北地区 的早霜 已成为限

制当地玉米质量提高的最重要 因素
,

在华北和西北
,

则成为 当地农 民是否种植玉米 的主要决定因素
。

2
.

2 各限制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对生产的影响和解

决的可能性

根据农民的评估结果
,

通过 45 位专家的参与式

研讨与评估
,

得出了不 同限制因素按重要程度的排

序
、

对产量的影响及其解决的可能性
,

对不同类型地

区玉米生产发展的前 5 位限制因素的评估结果
。

不同地区限制玉米生产发展的第一因素除西南

地区 的旱地秋玉米外
,

其余均为干旱
,

表明干旱问题

已成为我国玉米 生产发展 的最重 要的因素
。

事实

上
,

虽然不同地 区农民所反映的干旱影响不同 (如在

东北地区主要是春旱
,

农民无法下种 ;在其他地区主

要是伏旱
,

农民称作卡脖儿旱 )
,

然而
,

无论是农民或

者科研人员
,

均认 为干旱 问题已成为限制我国玉米

生产发展的第一主要 因素
。

另外
,

评估结果也显示

出不同地区干旱对玉米产量 的影响均为最大
,

分别

达到 2 0 % 一50 % ; 同时
,

干旱 问题解决 的可能性又

较小
,

分别为不同生态类型条件下前五位限制因素

中的后三位
。

表明 目前我国玉米生产 的干旱问题不

仅对玉米生产的影响最大
,

而且也较难克服
。

不同地区排在第二位的因素已开始显示出地区

特点
。

除了东北
、

黄淮和西北部分地区 的第二位为

栽培技术外
,

华北 和西南地区排在第二位的因素分

别为丝黑穗病
、

农业投人少和土壤贫痔
,

西北地区灌

溉春玉米为新品种更新速度慢
。

表明对于我国最大

玉米主产区的黄淮和东北地 区
,

栽培管理技术仍是

仅次于干旱的限制我国玉米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

栽培管理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将会使这些地区 的玉米

产量提高 20 % 一 30 %
。

虽然解决栽培技术问题 (如

随着劳动力机会成本 的提高
,

农 民的生产与投人行

为已经改变
,

必须研究新的有效提高玉米产量 的新

的栽培技术等 )仍较 为困难
,

但相对 于干旱 问题 而

言
,

则要容易
。

而在华北地区
,

丝黑穗病问题影响玉

米产 量 的 or % 一巧%
,

也 较容 易解 决
。

在西 南地

区
,

农业投人少与土壤贫瘩涉及到当地的经济与 自

然条件
,

较难以解决
。

不同地区排在第三到五位的限制因素除栽培管

理技术
、

玉米丝黑穗病和农业投人少等外
,

主要包括

玉米的产品质量
、

玉米螟
、

叶斑病等技术问题和农业

技术推广
、

种子质量差
、

新品种更新速度慢
、

卖粮难

等社会问题
。

其中有关产品质量和病虫害问题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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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影响较小
,

从目前我 国的研究能力与水平上讲

完全有能力解决 ; 而有关技术推广与种子质量等问

题
,

则主要涉及到国家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

2
.

3 中国玉米研究的优先序

评估结果涉及到的玉米播种面积及其 比例
。

其

中重要性排序显示 出相应 限制 因素的重要性程 度

(在不同地区排列前五位 因素中出现 的频率 )
,

涉及

玉米播种面积则显示出相应 因素 的普遍性程度
,

该

指标是将所有涉及相应限制因素的地区玉米种植面

积相加后得 出来 的
,

百分 比指存在该 限制因素地区

种植面积 占五个地区玉米总播种面积的比例
。

从重要性程度分析
,

评估结果显示出干旱
、

土壤

贫痔和栽培管理技术 目前为多数地区最主要的限制

因素
,

而种子质量
、

丝黑穗病等也较多地出现在前五

位限制因素 中
。

表明干旱是未来我国玉米研究应首

先考虑的因素
,

土壤贫瘩和栽培管理技术分别 为第

二位与第三位的优先考虑因素
。

若从普遍性分析
,

干旱问题存在于所有地 区
,

为第一优先考虑因素 ;栽

培管理技术
、

丝 黑穗病在 98 % 的玉米产 区存在
,

为

第二优先考虑的因素
;
农业技术推广问题在 94 % 的

地区存在
,

为第三优先考虑的因素
;
其 次为玉米螟

、

土壤贫瘩和种子质量问题
。

若将这些因素分为 自然因素
、

技术 因素和社会

经济因素三大类
,

则干旱与土壤贫痔两大 自然 因素

为最为重要的因素
,

表明有关 自然 因素为未来 我国

玉米科研的重要优先研究领域
。

在技术 因素 中
,

栽

培管理技术为第三重要性 因素
,

同时也是最为普遍

的因素之一 ;而其他病虫害因素则普遍存在
,

但从重

要性而言
,

主要为地 区性较强的限制 因素
。

在社会

因素中
,

农业技术推广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

其他

因素如种子质量
、

农业投入 和新品种更新慢等则具

有较强的地区特点
,

应为区域性的优先研究领域
。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l) 干旱为 限制我国玉米生产发展 与产量提高

的第一限制因素
,

也为未来我 国农业科研 的第一优

先研究领域
。

事实上
,

即使在灌溉玉米生态区
,

在遇

到干旱时
,

由于地下水位下 降使农民很难保证其玉

米生产得到及时的灌溉
,

解决干旱问题的最可能有

效途径是通过科研活动
。

据参加玉米生产优先序研

讨会的专家介绍
,

通过选育抗旱品种等途径
,

完全有

可能大幅度降低 由于干旱所造成的玉米产量损失
。

因此
,

增加抗旱方面的研究投资 已成为我 国政府农

业科研投资的最优先选择
。

(2) 栽培管理技术和土壤贫痔也是我国主要玉

米产区玉米生产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
。

新中国成立

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科研人员投人

了大量精 力与物力力求解决栽培技术和土壤贫瘩的

问题
。

事实上
,

我 国的栽培技术 已经取得了相 当大

的进步
,

现在的问题是农 民对栽培技术的采用不到

位造成了农民的玉米实际单产与最大产量潜力间的

差异
,

这不仅与农村经济发展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

提高农民对玉米生产 的管理未能及 时进行有关
,

同

时
,

也与我国技术推广活动受到经费不足的影响有

关
。

对于土壤贫痔
,

我国曾经在低产田改造
、

流域治

理等方面也投人了大量 的经费
,

但 目前所存在 的问

题一是贫困地区 (尤其是 山区和丘陵地区 )和一些生

态环境特别恶劣的地 区 (如西南的喀斯特地 区 )
,

对

土壤的改 良投人较少或者生态环境 的限制 ;二是改

革开放后
,

农民对培肥地力投人
,

尤其是有机肥的投

人大幅度减少
。

虽然近年来我国北方玉米主产区的

秸秆还田规模不断扩大
,

然而还远远不够
,

还需政府

与技术推广部门加大力度推广新的技术
。

( 3) 技术推广慢
、

种子质量差
、

农业投人低等因

素仍是限制我国玉米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
。

这些问

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政府 的政策
。

为此
,

一是建议政

府深化现行的技术推广体制改革
,

增加农业技术推

广投资
,

提高技术 推广人员从事技术推广工作的积

极性
,

促进玉米生产的科技进步 ;二是建议我国政府

加快种子行业改革 的步伐
,

尽快形 成较为完善的种

子市场
,

提高商品种子的质量
,

加快新品种的更新换

代速度 ; 三是加快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有效措施
,

在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的同时
,

促进贫 困地 区的经济发

展
,

从而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的农业生产投人
。

( 4) 玉米产品缺乏竞争力已成 为东北地区玉米

生产发展的第三限制 因素
。

然而
,

由于该限制 因素

涉及到该地区生产的产 品能否参 与国际市场的竞

争
,

从而提高东北地 区农 民的收人
,

因此
,

这一 问题

的解决将成为东北地区最优先的研究领域
。

产品缺

乏竞争力在东北地区 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
,

一是

产品的品质差
,

需要科研人员加速优质品种的选育 ;

二是质量差
,

由于东北地区早霜问题
,

使得该地区的

玉米含水量过高
,

然而
,

目前 已经有解决这一问题的

早熟品种的种植
,

因此
,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是

加速早熟高产品种的推广 ; 三是东北玉米产 区为玉

米的非主要消费区
,

其产品运输到主要消费区 的华

南 由于运输成本高而使其竞争力丧失
,

为此
,

需要解

决东北地 区玉米产区与销 区不一致的问题
,

发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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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畜牧养殖业
,

加强该地区 由于冬季寒冷而造成

的畜牧业生产效率低 下问题的研究
,

增加东北地区

自产的玉米的消化 比例
,

从 而提高当地 玉米生产的

经济效益
,

发展当地的玉米生产
。

机遇
.

农业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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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加强对华合作与交流

英国工程与 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 ( E sP R )C 最近

启动了名为 lN犯R A c T (互动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计

划
,

以加强与我国
、

印度和 日本的合作与交流
。

这是

E PS R C 支持的第一个这种性质 的计划
,

也是 EP R S C

国际合作战略的一部分
。

E玲 R C 国际合作战略的目

标是确保英 国的研究人员可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同

行开展合作
,

合作 的重点国家是美 国
、

欧盟 (尤其是

法国
、

德国 ) 以及 中国
、

印度和 日本三个亚洲国家
。

英国有关科研资助机构认 为
,

英 国对一些 国家

的合作与交流正在走下坡路
,

并对此表示担忧
,

因为

英国的科学研究不仅坐失了开展对外合作所能带来

的利益
,

而且使英 国的科技强 国形象受损
。

E SP R C

认为
,

中国
、

印度和 日本在世界科学 中的地位值得英

国特别重 视
。

但 目前英 国与这 三 国的合作 有限
。

NI T E R A C T 计划的 目的就是鼓励英 国的科技人员与

这三国的同行开展新的合作
。

该计划将资助英国科

技人员出访
,

通过交流
,

建立联系和探讨合作
,

也将

资助双边学术研讨会
,

以讨论和建立合作项 目
。

E SP R C 是英 国工程与 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主要

资助机构
,

资助领域包括数学
、

物理
、

化学
、

信息技

术
、

材料科学
、

工程技术等
,

每年用于研究以及研究

生培养的经费超过 4 亿英镑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 0 00 年 6 月与 E P
-

S R C 正式签订科学合作备忘录
,

合作领域包括工程

学
、

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

数

学
、

物理
、

化学
。

自备忘录签订 以来
,

双方共 同支持

了中英科学家的一些互访和学术研讨会
,

NI 几 R A C T

计划的出台定将进一步推动双边的合作与交流
。

(国际合作局 鲁荣凯 范英杰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