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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粮食供求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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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多年的研究积累
,

在分析黄土高原土地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基础上
,

对粮食生产的

现状与潜力
,

以及粮食生产与人 口 增长趋势等几方面同题进行了论述
。

到 2 0 0 0 和 2 0 1。 年人均

可保有粮田 0
·

1 7 hm Z

和 0
.

1 5 h m
Z ,

粮食生产力至少可分别达到 2 5 2 o k g / h m
,

和 3 4 7 o k g / h m Z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可 以控制到《 中国计划生育纲要 》 ( 1 9 9 5~ 2。。 0 年 )规定的目标
,

人均粮在两个

时段将分别达 到 4 0 Ok g 和 s o o k g 以上
。

结论是
:

黄土高原未来的粮食能够充分地养活其人 口
。

关键词 黄土高原 土地资源 粮食生产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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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h m
2 a n 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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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h m
2 a v a i la b le e u l t i v a t e d

la n d p e r
p e r s o n , 5 0 t h a t t h e f o o d p r o d u e t w il l b e 2 5 2 o k g / h m

Z a n d 3 4 70 k g / hm
Z in t h e y e a r 2 0 0 0

a n d 2 0 10 s e p a r a t e l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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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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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

我国人 口增加和农业 自然资源及其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

引起了国内

外各界人士对未来吃饭问题的关注
。

关注的焦点是
,

中国的土地上能否持续生产出足够 自己消

费的粮食
。

从纯学术观点得到的共识是
:

吃饭问题只能靠 自己解决 (不能靠大量进口 )
。

但是
,

难度较大
,

其原因
,

第一
,

人均耕地少
,

且多中低产田
;
第二

,

人 口的绝对增长数居高难下
。

全国

的形势如此
,

那么处于国民经济发展向中西部转移中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黄土高原情况如何呢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土地面积 27 万余 k m
, ,

1 9 90 年人口密度为 1 00 人 k/ 澎
。

按

① 收稿 日期
: 1 9 9 6一 0 5一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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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1 9 7 7年内罗毕会议上确定的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 0 2人或一个牲畜的临界线衡量
,

该区域除去少数县份 (黄龙
、

盐池
、

伊金霍洛等 )外
.

其余的人 口承载 力均突破了临界线
,

一般超

过 1一 5 倍
,

最高 的超过 巧 倍之多
。

从 90 年代初期的情况来看
,

该区域的人 口压力和全国一样

是严峻的
。

尽管近几年从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

但既是不稳定的
,

也是低水平的
。

而且人 口

增加和耕地减少的趋势短期内还得不到有效控制
。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
,

未来的黄土高原能否

在固有的土地资源条件下
,

一方面要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
,

另一方面还要满足 日益增长的粮食

自给
。

当然
,

这里所说的自给
,

应是摆脱低水平的
,

温饱线以上的自给
。

2 土地的质与量

本区土地数量相对于人 口 更稠密的区域占有一定优势
,

人均总土地面积 1
.

ho m
,

之多
。

通

过土地质量评价 (评价结果见表 1 )
,

我们看到
,

本区适宜耕种的一等地
,

即赖以高产的农地很

少
,

除渭北高原沟壑区外
,

其余只占总土地 3
.

5%以下
。

较适宜耕种的二三等地
,

除蒙南外
,

其

余都在 20 %以上
。

一
、

二
、

三等地合计占 30 %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17
.

2% )
.

人均 0
.

h3 m
Z 。

临界

宜农的四等地
,

属于土壤侵蚀敏感部位
,

利用不当将引起 强烈侵蚀
,

因此一般不宜耕种
。

19 90

年 有耕地 8 0 5
.

4 4 万 h m
Z ,

占该 区总土地 面积 的 29
.

6%
,

人均耕地 0
.

2 h9 m 2 ,

农业 人均耕地

0
.

3 5 hm
2 。

耕地质量主要有两方面的不利因素
,

第一
,

本区大部分属 于半干 旱地区
,

水资源不

足
.

以旱耕地为主
。

即使是处在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的高原沟壑区
,

也时常受旱灾威胁
,

导致土

地生产力大幅度波动
:

第二
.

平地少坡地多
,

川台源 (祠 )地合计占耕地 的 2 5 9石
.

其余 皆为坡地

(含梯 田 )
。

其中坡度> 2 5
“

的占 8% ~ 2 5%
,

这部分陡坡地从治理水 土流失和 合理利用土地的

角度
,

必须修成水平梯 田
,

但作为粮田
,

因受到一定限制而使生产力难以较大地提高
。

中低产田

是本区耕地的主体
。

表 1 土地评价结果

蒙南

非生产地

8 1 2
.

5

3
.

7

1 1 0 0
.

2

3
.

6

1 7 2 7
.

2

5
.

0

3 3 14
.

3

南一一东中宁一陇一陇

陕北

级

面积 k( m
Z )

%

面积 ( k rn
Z
)

%

面积 ( k m
Z

)

写

面积 ( km
Z
)

纬

面积 ( k m Z )

写

I

3 2 4 9
.

9

1 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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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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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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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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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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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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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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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

7 2 5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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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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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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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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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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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6

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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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 km
Z )

面积 ( k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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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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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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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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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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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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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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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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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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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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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

4

【

3 7 3
.

3

1
.

7

7 6 4
.

0

2
.

5

3 7 30
.

8

1 0
.

8

4 4 6 9
.

3

8
.

9

4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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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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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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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6

2 1 2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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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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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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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9
.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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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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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3 6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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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

9

V 一 姗

1 2 4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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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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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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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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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4
.

9

1 9 8 8 5
.

9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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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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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9
.

8

6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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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2

8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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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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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1 2 9 3
.

8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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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顶

4 6 7 7
.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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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7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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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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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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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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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9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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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3
.

8

1 1 0 0 7
.

5

1 4
。

6

1 0 7 8 2
.

7

3 7
.

1

5 8 8 6
.

9

1 9
.

3

4 0 8 9 0
.

2

1 5
.

0

2 0 3 4
.

5

7
.

0

10 9 8
.

1

3
.

6

1 4 4 5 5
.

8

5
.

3

合计

2 1 9 5 9
.

1

1 0 0

3 0 5 6 0
.

2

1 0 0

3 4 5 4 4
.

2

1 0 0

50 2 1 6
.

9

1 0 0

7 5 3 9 3
.

5

1 0 0

2 9 3 5
.

4

1 0
.

1

3 0 5 0 1
.

9

1 0 0

2 7 2 2 3 9
.

6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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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现实生产能力与潜力

在土地现实生产力中
,

粮食产量是主要指示
。

我们引用对应于人 口 的 1 9 9 0 年粮食单位面

积产量资料
,

来说明土地现实生产力水平
。

以重点水土流失区的 1 06 个县 (
“

八五
”

攻关课题 8 5

一 0 8一 0 1一 1 3 范围 )为例
,

按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分成 < 1 SO 0 k g / h m ’ 、

一 s o o k g / h rn
Z

一 3 0 0 0 k g /

h m
Z

和 > 3 0 0 o k g / h m
Z

的 3 个水平 (见表 2 )
。

< 1 s o o k g / h m Z

的县 2 9 个
,

占总县数的 2 7
.

4%
,

占人 口 的 28
.

9写
·

较集中地分布于蒙南
、

陕北和宁南
; 1 S O Ok g / h m

,

~ 3 。。 Ok g / h m
Z

中等生产力

的县 67 个
,

占总县数和人 口比例分别为 63
.

2 %和 6 1
.

7%
,

集中分布在陕西渭北
、

甘肃东部和

中部
、

晋西
、

陕北
; > 3 。。 o k g / h m

,

生产力较高的县份和人 口均不足 10 肠
,

全部分布在残源区
。

可见
,

当前总体生产力水平是低的
,

如遇 自然灾害
,

基本无力抵御
,

减产的幅度随着灾情而起

落
。

这里所引用的资料虽只是 1 9 9 0 年一年的
,

但这年黄土高原基本属气候正常年
,

生产水平具

有代表性
。

表 2 黄土高原重点治理区粮食单产水平分组表

区区 域域 < 1 5 0 o k g /h m ,, 1 5 0 0一 3 0 0 0 k g / hm
ZZZ

) 3 0 0 000 人 口口

kkkkkkkkk g / h m ZZZ
(万人 )))

蒙蒙南南 东胜
,

伊金霍洛
,

准格尔尔尔尔 6 5
.

1 666

和和和林格尔
,

清水河河河河河

宁宁南南 海原
,

彭 阳
,

固原
,

径源源 径源
,

隆德德德 1 8 7
.

6 222

隆隆隆德
,

西吉
,

同心
,

盐池池池池池

陇陇东东 庆 阳
,

环县
,

崇信信 西峰
,

镇原
,

宁县
,

正宁
,

合水
,

华池池池 2 9 3
.

0 999

平平平平凉
,

径川
,

灵台
,

华亭亭亭亭

陇陇中中 定西
,

通渭
,

陇西
,

会宁宁 亨胃源
,

清水
.

秦安
,

甘谷
,

武 山
.

张家川
,

天 水市市市 6 5 9
.

3 999

庄庄庄庄浪
,

静宁
,

白银
,

靖边
,

永靖
,

兰州
,

愉中中中中

陕陕北北 神木
,

府谷
,

横山
,

靖边边 愉林
,

绥德
,

米脂
,

吴堡
,

延安
,

延长长长 3 9 1
.

1 222

定定定边
.

佳县
,

清涧
,

子洲洲 延川
,

安塞
,

志丹
,

吴旗
,

甘泉
,

宜川川川川

渭渭北北北 黄龙
,

宜君
,

铜 川
,

耀县
,

韩城
,

澄城
,

白水
,

合阳阳 富县
,

黄陵陵 4 4 4
.

8 888

千千千千阳
,

陇县
,

麟游
,

彬县
,

长武
,

旬邑
,

甘泉
,

宜川川川川

晋晋西西 偏关
,

石楼楼 河 曲
,

五寨
,

保德
,

神池
,

奇岚
,

兴县
,

临县县 限县
,

大宁宁 2 3 7
.

2 666

方方方方山
,

离石
,

柳林
,

中阳
,

永和
,

蒲县县 吉县
,

乡宁宁宁

人人 口口 6 5 7
.

5 999 1 4 0 5
.

5 333 2 1 5
.

4 000 2 2 7 8
.

5 222

县县数数 2 9 / 2 7
.

444 6 7 / 6 3
.

222 1 0 / 9
.

444 1 0 6八 0 000

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

上述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群众的生活水平
,

1 9 90 年 人均占有粮食还有 l 3/ 的县份处在温饱

线 ( 3o o k g )以下
,

其中的 20 %还不足 2。。 k g
,

属特困水平
。

全区平均 3 4 k6 g
,

处于温饱状态
。

本区土地的生产潜力
,

许多学者研究计算了光温水生产潜力
,

这种理论值与现实生产力相

距较远
,

并且实现它的技术途径尚不清晰
,

故难以预测未来
。

因此我们提出了
“

现实土地生产潜

力
”

的概念
,

是指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和现有生产 力的基础上
,

增加一定的投入 ( 科技
、

资金与劳

力等 )
,

即可实现的或有试验记录的高产水平
。

张锡梅等研究估算了几个典型地域
,

几种主要作物的最大生产潜力
〔 `〕 ,

其中小麦和玉米的

最大现实生产潜力
,

已有不少实现的记录
。

如地处渭北旱源的长武王东沟试验 区
,

在降水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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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多年平均值 的 1 9 9 3年
,

高产记录小麦 为 6 7 5 Ok g / hm
Z ,

玉米 9 g O0 k g / h m Z ,

糜谷 3 7 5 Ok g /

h m
, .

糜谷生长期短
,

多作为复种作物
,

管理也粗放
,

单产 3 0 0 k g h/ m
,
已视为高产

。

而在同年同

样的土地类型
,

有些却未能实现高产
,

证 明了现在的中低产 田中
,

有相当部分是因为缺乏应有

的投入
.

本 区耕地普遍存在的不利因素也是相对的
,

比如干旱问题
,

在一般气候条件下
,

若能满

足作物对肥料的需求
,

再加上精细管理
,

可以提亨
7尺分利用率

,

减轻干旱的损失
,

从而达到较高

的产量水平
。 “

七五
”

和
“
八五

”

期间
,

本区综合治理 n 个试验示范区的生产实践都 证明了这一

点
。

同样
,

在集约化经营条件下
,

不利的土地因素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弥补
,

丘陵沟壑区的离石
、

米脂等试区新修的水平梯 田
,

经过培肥
,

主要作物单产达到 3 0 0 k(j g h/ m Z

以上
,

比坡地增加 1

倍多 (余存祖
,

1 9 9 2 年 )
。

随着科技进步和农 民经营观念的转变
,

农副产品商品率逐年提高
,

增

加现金收入后
,

为提高对土地的物质投入创造了条件
。

以此为依据
,

确定该区的现实土地生产

潜力
,

原来单产少于 1 s o o k g h/ m
艺

的低 产区
,

可以 上升到中产水平
,

即达到 1 50 0 一 3 0 0 Ok g /

h m
, 。

原来生产力较高的区域 (单产> 3 0 。。 k g / hm
Z )

,

仍存在潜力
。

4 人 口增长与粮食消费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规定
,

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

但无论是第四次人 口普查结果
,

还是近

几年农村 的实际
,

都证明了近期内无法实现这个 目标
。

经采用离散型 模型进行人 口顶测
,

到

2 0 1 0 年如果将妇女平均生育率控制 在 1
.

5 胎 以内
,

就可以达到降低人 口 自然增长率的 目标

(我国 90 年代的计划生育 目标
:

每年平均 人 口 自然增长率在 1 2
.

5%
。
以内

,

2 0 0 。年后降到 10 %
。

以下 z[J )
。

而且到 1 9 9 5 年后即可降到 10 %
。
以下

,

因为 90 年代初是个生育高峰
,

下一个生育高峰

约在 20 10 年
,

随着生育基数变小
,

其间的 自然增长率必然降低
。

预测结果
,

到 2 0 0 0 年总人 口为

2 9 9 1
.

0 1万
,

人 口密度 1 1 0 人 / k m , ,

2 0 1 0 年总人 口 3 1 9 6
.

3 7 万
,

人 口密度 1 1 7 人 / k m
之。

粮食消费
,

按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小康标准
,

到 2 0 0 0 年人均应占有粮 4 0 0 k g
。

根据本区的

实际
,

水土流失所造成的中低产田比例过大
,

大面积增产需要有个过程
,

而且较大的人 口绝对

增长数也制约着人均粮的迅速提高
。

因此
,

我们将 2 0 0 0 年人均粮定为接近 4 0 Ok g
,

比 1 9 9 0 年

人均 3 4 6k g 约提高 15 %
,

到 2 0 1 0 年争取人均 5 0 0 k g 粮
。

如果综合考虑食物结构和文化素质等

因素
,

本 区实现小康生活的目标要比国家预定目标推迟一些
。

小康的概念是多种经济和社会因

素的合成
,

政府在宏观上调控干预是必要的
,

但施以硬性
,

可能有操之过急之虑
。

5 粮食供求前景分析

粮食的供求关系
,

实际是人与土地的关系
,

而土地的数量与质量基本是 自然界给定的
,

这

样
,

人就成了区域粮食供需能否平衡的主导因素
,

比如
,

耕地的保护
、

生产力的提高
,

以及人口

控制等
,

都要靠人去为之
。

下面从这几方面入手
,

讨论未来粮食的供与求
。

.5 1 耕地 的供给

本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
,

而且还有陡坡耕种
、

从水土保持角度应属退耕的部分
,

因此
,

增加

耕地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

相反
,

耕地 日益减少却属必然
,

如居住地的增加
,

建工厂
、

开矿山
、

修

路等都要占用耕地
;
农业 内部结构调整 (建果园等 )也要占耕地

。

比较起来
,

后者占用耕地数量

较大
,

时间也往往集中
,

尤其是经济转型时期的近几年
。

非农业生产占用耕地是经常性的
,

但对

黄土高原来说
,

占用 比例相对较小
。

我们预测
,

到 2 0 0 0 年
,

上述原因可导致耕地减少 8 %
,

尚有

7 4 1 万 h m
Z ,

人均 0
.

2 5 h n l : 。

设拼地中 2 0 旦石用以种油料
、

经济作物等
,

则人均粮田约 0
.

1 h7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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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 年在 20 0 0 年基础上再减少 6 %
,

人均粮田约 0
.

1 5 hm
, 。

5
.

2 提高生产力的可行性

前面谈到的土地现实生产潜力
,

是本区的奋斗 目标
.

要实现这一 目标
,

最基本的又具有普

遍意义的
,

是建设基本农 田的问题
。

本区有 50 %以上的耕地处在 < 2 50 的坡地上
,

高质 t 的水

平梯田的增产效果已不言而喻
。

而在 人口密度 < 1 00 人 k/ m
Z

的区域
,

仍有大量的坡耕地存在
,

这里的白忆潜力不容忽视
。

另外
,

当前生产力最普遍的限制因素是土壤肥力低
,

1 9 9 0 年前肥料

投入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近几年有明显增长
,

不仅争购化肥
,

连有机肥也开始购买
.

农民对

肥料的购买力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提高
,

同时也相应地提高 了施肥的科学性
;生产力的另一

限制因素是水
。

在半干旱区
,

农 田水分条件 的改善
,

除耕作措施外
,

最见效的是兴建大型水利工

程
。

已经和将要动工的山西万家寨
、

宁夏和甘肃的引黄工程等是本区增产粮食的重大举措
,

再

辅之以地方小水利工程
,

潜力是 巨大的
。

良种
、

新型地膜
、

新型肥料等科技成果
,

在国家的全力

支持下将不断涌现
; 还有市场调节这一无形 动力

。

综合上述条件
,

到 2 0 0 0 年粮食单 产平均达

2 5 2 o k g / hm
,

以上
,

在 19 9 0 年 的基础上年递增 3
.

3%
。

2 0 10 年平均达 3 4 7 0 k g / h m
, ,

年递增

2%
。

这一生产力水平是在本区现实生产潜力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
。

对照 1 9 8 0一 1 9 9 0 年本区

粮食单产平均递增 4% ~ 5 %的速度
,

这个 目标是能实现的
。

再考虑这两个 时段的人均粮田数
,

经过计算
,

到 2 0 0 0 年和 201 。 年
,

本区农业人均粮食可分别实现 4 o o k g 和 s o ok g 以上 (详见表

3 )
。

考虑到 自然条件等差异
,

计算时仍以蒙南等 7 个片为单位
。

表中显示
:

到 2 0 0 0 年 只要实现

对粮田的中等投入水平
,

即可满足人均 4 0 0 k g 粮的需求
,

2 01 。 年无疑应实现高投入
,

人均粮达

50 4 k g
.

但这两个时段各片的粮食生产不平衡
,

都需要相互调剂
,

才能满足按计划增长的人 口

对粮食的需求
.

按上述预测
,

可以说黄土高原未来能充分地解决 吃饭问题
。

表 3 粮食生产预测表

年年份份 区 域域 内蒙南 宁南 陇东 陇中 陕北 渭北 晋西 合计计

(((年 )))))))

222 0 0 000 粮田 (万 hm : ))) 2 1
.

6 9 5 3
.

9 0 4 8
.

5 9 1 0 2
.

8 3 1 1 4
.

6 3 5 7
.

6 0 5 4
.

6 6 4 5 3
.

9 000

单单单单 高投入 ( k g / h m , ))) 1 9 5 0 1 9 5 0 3 1 5 0 3 0 7 5 3 0 0 0 3 6 7 5 3 0 0 0 3 0 4 555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中中中中投入 ( k g / h m
, ))) 15 0 0 1 5 0 0 2 5 8 0 2 5 5 0 2 4 9 0 3 1 5 0 2 6 2 5 2 5 2 000

预预预测人 口 (万人 ))) 7 8
.

0 7 2 0 0
.

7 3 3 4 7
.

2 6 7 7 7
.

9 6 4 6 3
.

0 1 5 2 4
.

9 2 2 7 9
.

9 6 2 6 9 1
.

9 111

人人人均粮
.

k( g ))) 4 1 7 4 0 3 3 6 1 3 3 7 6 1 6 3 4 6 5 1 3 4 2 555

222 0 1 000 粮 田 (万 h m
Z ))) 2 0

.

1 4 4 9
.

8 0 4 4
.

6 7 9 4
.

7 7
_

1 0 5
.

3 8 5 3
.

0 3 5 0
.

1 9 4 1 7
.

9 888

单单单 产 ( k g /h m
, ))) 2 2 5 0 2 3 2 5 3 7 5 0 3 8 2 5 3 3 0 0 4 6 5 0 3盯 5 3 4 7 111

预预预测人 口 (万人 ))) 8 3
.

4 2 2 3 5
.

8 9 3 7 1
.

1 0 8 3 1
.

3 8 4 9 4
.

7 9 5 6 0
.

9 6 2 9 9
.

1 8 2 8 7 6
.

7 222

人人人均粮 ( k g ))) 5 4 3 4 9 1 4 5 1 4 3 6 7 0 3 4 4 0 5 6 6 5 0 444

指中等投入水平的人均粮数

5
.

3 人 口控制的可能性

土地和生产力得到满足后
,

人口增加所导致 的人均耕地减少占 10 %左右
,

可见控制人口

的重要性
。

人口 出生率
,

由民族文化素质和政府行为双重因素决定
.

第四 次人口普查后至今
,

多胎生育在许多地方基本得到控制
,

人口 自然增长率有明显下降
。

这不仅是政策的威力
, “

少生

快富
”

的事实也教育了农民
,

从而提高了他们实施计划生育的 自觉性
。

从现在看来
,

实现人口有

计划地增长 已属必然
。

(下转 第 “ 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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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免除抢牧乱牧现象
,

防止草场退化
。

( 2) 坚持
“
以草定畜

” ,

按照草场实际生产能力
,

确定牲畜头数
,

留足生产牲畜
,

把失去生产

能力的老畜
、

揭羊
、

公犊育肥后出售
,

这样既可增加牧 民当年收入
,

又可加快牲畜周转
,

提高出

栏率和商品率
,

还可降低牲畜死亡率
,

减轻冬春草场压力
,

给草场留有较多的再生时间
。

( 3) 以围栏为主
,

划区分片轮牧
。

据试验
,

采取这种经营方式
,

草场利用率可以提高 30 %左

右
,

33 hm
,

草场可供 30 。 只羊两个月的食草量
。

海晏县甘子河乡 “ 6
.

6 h m
’

草场实行这个办法

后
,

产草量提高一倍以上
。

( 4) 以分散
、

小型为主
,

封滩或用弃舍牲畜圈窝种植优良牧草如野燕麦 ( A
.

少讼ua L )
、

老芒

麦 ( E
.

:
l’ib r ic u : L )

、

垂穗披碱草 ( E
.

un at sn G ir s eb )
,

建立人工饲料饲草基地
,

既可增加地面植

被覆盖
,

防止风蚀
,

又可解决冬春饲料不足问题
。

翻耕补种牧草
、

结合灭鼠
,

撒播草籽治理黑土

滩
,

消灭空 白点
,

也是恢复地面植被
,

防止风蚀的有效办法
,

试验表明
,

一般 比夭然产草量可提

高 3一 4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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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上
,

还有一种趋势往往被忽略
。

即耕地的减少和人 口的增加高峰是

有止境的
。

按我们的预测
,

只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

本区人 口 到 2 0 2。 或 2 0 3 0年以后即可

实现微弱增长
,

2 0 4。 年以后可望实现零增长
。

在人 口 总数基本稳定
、

国民经济发展也达到相当

水平时
,

非农业占地问题 自然可以缓解
。

因此
,

我们展望未来
,

黄土高原除粮食问题能得到妥善

解决外
,

果业
、

畜牧业等都将逐渐提高商品率
,

对国家做出贡献
。

还有不断探明和开采的地下宝

藏
,

将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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