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１月

水土保持通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５，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２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干旱和水文干旱对气象干旱的预警响应模拟格局”（４１３０１５８６）
　　第一作者：杨倩（１９８４—），女（布依 族），贵 州 省 长 顺 县 人，博 士 研 究 生，研 究 方 向 为 ＧＩＳ与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ｑｉａｎｈａｐｐｙ＠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林爱文（１９６３—），男（汉族），湖北省罗田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土地 利 用、资 源 环 境 遥 感 及ＧＩＳ应 用

等研究。Ｅ－ｍａｉｌ：ａｗｌｉｎ＠２６３．ｎｅｔ。

湖北省粮食生产及其影响下的土地资源承载力格局

杨 倩１，２，李山勇１，２，孙 铖１，２，邱丽娟１，２，林爱文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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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科学评估湖北省土地资源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现状，对湖北省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的粮食生产

特征和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分析。［方法］通过引入粮食生产相对波动指数、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和 土 地

资源承载指数模型进行详细评估。［结果］研究期内湖北省粮食生产呈周期性波动特征，生产过程受 自 然

灾害和政策影响显著，平衡外界影响因素能力薄弱，容易出现起伏；人口增幅小于粮食产量增幅，人均粮食

占有量呈４个明显波动周期；２０１２年湖北省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以人口超载、粮食短缺为主要特征。中部

平原湖区耕地资源丰富，人粮关系协调，为粮食盈余区域；西部山区和东南部武汉城市圈耕地资源缺乏，人

口压力较大，粮食短缺，为人口超载区域。［结论］保护耕地，发展农业科技，提高单产，扩大 农 业 生 产 规 模

和稳定粮食生产政策是切实保障湖北省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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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经

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和粮

食消费大国，立足于自给，依靠本国农业资源生产出

充分满足人民生存和健康需要的粮食，保障粮食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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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１］。但是，中国国土面积

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多样，自然差异和交通运输的限

制，使得各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的配送面临了诸

多困难。因此，保障粮食安全，除保证粮食供求的总

量平衡外，区域供求平衡才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环

节［２］。从区域平衡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

对于稳定国内粮食市场，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３］。

湖北省是中国农业生产基地和粮食生产主产区，
作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省份，湖北省的粮食生产对地区

农业发展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习总书

记在湖北鄂州的调研中也特别强调：“粮食安全要靠

自己”。目前，学者们从耕地与粮食生产关系［４］、粮食

生产趋势 与 安 全 预 警［５－６］、驱 动 因 子［７－１０］等 角 度 对 湖

北省粮食安全生产进行了不同尺度的深入研究和分

析，但鲜有关于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研究，也尚未对

人粮关系下的粮食安全、土地承载状况进行分析和探

讨。因此，本文在对湖北省建国以来６０ａ的粮食 生

产长时间系列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通过构建

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模型，对
湖北省分县尺度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现状进

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湖北省粮食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

展规划、湖北省粮油加工业发展规划中的产业布局提

供科学依据，并进一步丰富土地承载力的研究成果。

１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介

于 北 纬２９°０５′—３３°２０′和 东 经１０８°２１′—１１６°０７′之

间；北接河南省，东连安徽省，东南和南邻江西、湖南

两 省，西 靠 重 庆 市，西 北 与 陕 西 省 为 邻。东 西 长 约

７４０ｋｍ，南北宽约４７０ｋｍ，面积１．８９×１０５　ｋｍ２，占全

国总面积的１．９５％，居 全 国 第１３位。古 语 云：湖 广

熟，天下足，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从古至今都担

负着粮食生产和输出的重任。截止２０１２年底，全省

总人口６　１６５万，人均粮食占有量为３９６ｋｇ。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粮食产量相对波动指数

粮食产量的波动变化代表着粮食生产的发展规

律［１１］。为更好地 反 映 粮 食 产 量 的 动 态 稳 定 程 度，本

文选择粮食产量相对波动指数（ＦＩ）进行测算。文中

波动周期的划分，选用幅差标准原则，即以２个波谷

年之间的循环为界限，从增长率回升年开始至增长率

下降至谷底为止，且波动幅度大于５％时，为１个 波

动周期。

ＦＩ＝Ｙｔ－Ｙ
＊
ｔ

Ｙ＊
ｔ

（１）

式中：Ｙｔ———ｔ时 期 粮 食 产 量 实 际 值；Ｙ＊
ｔ ———ｔ时 期

粮食产量趋势值；Ｙｔ—Ｙ＊
ｔ ———消除长期趋势后变量

的绝对波动量，表示ｔ年实际观察值对其长期趋势的

绝对偏差。ＦＩ的绝对值可以表示经济变量的稳定程

度，绝对值越大稳定性越差，说明变量离长期趋势越

远；反之，绝对值越小稳定性越好，说明变量离长期趋

势越近。

２．２　土地资源承载力（ＬＣＣ）模型

ＬＣＣ＝ＧＧｐｃ
（２）

式中：ＬＣＣ———土地 资 源 承 载 力（人）；Ｇ———粮 食 总

产量（ｋｇ）；Ｇｐｃ———人 均 粮 食 消 费 标 准（ｋｇ／人）。根

据中国食物安全目标（粮食部分）规定：基本小康社会

人均粮食消费３９１ｋｇ、全 面 小 康 社 会 人 均 粮 食 消 费

４３７ｋｇ、向 富 裕 阶 段 过 渡 时 期 人 均 粮 食 消 费４７２
ｋｇ［１］，湖北省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不仅要保证

当地粮食的供给，还担负着向外供应的重任。基于营

养要求和人粮平衡条件下粮食安全考虑，本文把人均

粮食消费４３７ｋｇ作为湖北省粮食安全的标准。

２．３　土地资源承载指数（ＬＣＣＩ）模型

ＬＣＣＩ＝ ＰａＬＣＣ
（３）

Ｒｐ＝
（Ｐａ－ＬＣＣ）
ＬＣＣ ×１００％＝（ＬＣＣＩ－１）×１００％ （４）

Ｒｇ＝
（ＬＣＣ－Ｐａ）
ＬＣＣ ×１００％＝（１－ＬＣＣＩ）×１００％ （５）

式中：ＬＣＣＩ———土 地 资 源 承 载 指 数；ＬＣＣ———土 地

资 源 承 载 力 （人）；Ｐａ———现 实 人 口 数 量 （人）；

Ｒｐ———人口超载率；Ｒｇ———粮食盈余率。
当ＬＣＣＩ＜１时，表明区域粮食还有盈余，能承载

人口数大于现有人口数；当ＬＣＣＩ＞１时，表明区域超

载，现有人口数已超过能承载范围；当ＬＣＣＩ＝１时，
则表明区域人粮关系平衡，能承载人口数与现有人口

数相等。因此，根 据ＬＣＣＩ的 大 小 关 系，可 以 将 湖 北

省土地资源承载力供需状态划分为粮食盈余区、人粮

平衡 区 和 人 口 超 载 区３种 类 型。考 虑 到“自 然—经

济—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发展性，对各个评价项目设

定容差为０．１２５。即ＬＣＣＩ介于０．８７５～１．１２５之间

为人粮平衡区，ＬＣＣＩ低于０．８７５和高于１．１２５则分

别为粮食盈余区和人口超载区。随后，分别根据盈余

区、平衡区和超载区的ＬＣＣＩ，ＲＰ 和Ｒｇ 值范围，将土

地资源承载力 供 需 状 况 进 一 步 细 分 为８个 级 别［１２］，
具体分级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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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基于ＬＣＣＩ指数的土地承载力分级评价标准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级
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

（ＬＣＣＩ）
粮食盈余率Ｒｇ 或

人口承载力Ｒｐ
人均粮食占有量／

ｋｇ
富富有余 ＬＣＣＩ≤０．５　 Ｒｇ≥５０％ ≥８７４

　粮食盈余 富裕 ０．５＜ＬＣＣＩ≤０．７５　 ２５％≤Ｒｇ＜５０％ ５８２～８７４
盈余 ０．７５＜ＬＣＣＩ≤０．８７５　 １２．５％≤Ｒｇ＜２５％ ４９９～５８２

　人粮平衡
平衡有余 ０．８７５＜ＬＣＣＩ≤１　 ０％≤Ｒｇ＜１２．５％ ４３７～４９９
临界超载 １＜ＬＣＣＩ≤１．１２５　 ０％≤Ｒｐ＜１２．５％ ３８９～４３７
超载 １．１２５＜ＬＣＣＩ≤１．２５　 １２．５％≤Ｒｐ＜２５％ ３５０～３８９

　人口超载 过载 １．２５＜ＬＣＣＩ≤１．５　 ２５％≤Ｒｐ＜５０％ ２９２～３５０
严重超载 ＬＣＣＩ＞１．５　 Ｒｐ＞５０％ ＜２９２

　　注：分级标准参考文献［１２］；人均粮食占有量是基于文中所提议的湖北省粮食安全标准计算所得。

２．４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应用的 粮 食 产 量 数 据、人 口 数 据、耕 地 面 积

数据主 要 来 源 于《新 中 国 六 十 年 统 计 资 料 汇 编》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年），《湖北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湖北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在对湖北省２０１２年分县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研

究时，为避免短期内干旱、洪涝等偶然性自然灾害因

素带来的粮食生产年 际 波 动 所 产 生 的 影 响，采 用３ａ
为周期的移动平移法对粮食总产量进行处理，即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 分 县 粮 食 产 量 平 均 值 来 代 替

２０１１年产量数据。同时，由于所涉研究期内省行政区

划有变更，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评价单元

间的可比性，本文对部分市州下辖的各区进行了必要

整合，最终形成８０个县（市）评价单元。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湖北省 粮 食 生 产 呈 周 期 性 波 动 特 征，平 衡 外 界

影响因素能力薄弱

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湖 北 省 的 粮 食 生 产 呈 周 期 性 波

动趋势，波动周期２～１０ａ，长短不一（图１）。湖北省

粮食生产根据总产量的变化，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

段：（１）稳定增长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８年）。建国初期，全

国实行土地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湖北省

粮食产量 由１９４９年 时 的 年 产 量５．７８×１０６　ｔ，经 约

１０ａ的平稳增长，在１９５８年时达９．８７×１０６　ｔ，共增加

了７０％；（２）自然灾害期（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受３ａ自

然灾害影响，湖北省的粮食产量迅速下降，１９６１年年

产量为７．３４×１０６ｔ，为灾害时期内最低值；（３）徘徊

增长期（１９６２—１９６９年）。随着自然灾害的结束，粮食

产量逐渐进入缓慢的徘徊增长期，１９６３年湖北省粮食

产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为１．０６×１０７　ｔ，但８ａ中，
粮食产 量 维 持 在１．０×１０７　ｔ左 右；（４）突 破 增 长 期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此期间主要分为改

革开 放 前 和 改 革 开 放 后。改 革 开 放 前（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年）粮食产 量 由１９７０年 的１．２７×１０７　ｔ增 长 到１９７９
年的１．８５×１０７　ｔ，共 增 加 了４５．７８％；改 革 开 放 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落实，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粮食产量突破２．０×１０７　ｔ，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４×１０７　ｔ
增长到１９９７年 的２．６３×１０７　ｔ，共 增 加 了７１．４６％；
（５）快 速 下 降 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受 国 际 国 内 粮

食市场价格下降等大背景影响，湖北省粮食产量逐年

下跌，由１９９８年 的２．４８×１０７　ｔ减 少 为２００３年 的

１．９２×１０７　ｔ，共 减 少 了２２．４％；（６）恢 复 增 长 期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２００４年 起，中 央 明 文 要 求 恢 复 粮

食生产，并连续９ａ出 台“中 央 一 号 文 件”，取 消 农 业

税，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等扶持农业建设的一系

列新的政策 措 施 陆 续 开 始 实 施。政 策 的 实 施 强 有 力

地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湖北省粮食生产

出现回 升，实 现 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 的７连 增。由 此 可

知，湖北省的粮食生产易受自然灾害和农业政策等因

素的影响，平衡外界影响因素能力薄弱。

图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粮食产量的波动情况

根据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 时 间 系 列 资 料，运 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得到粮食产量趋势线拟合方程：

　　Ｙ＊
ｔ ＝３１．５３９ｔ＋６７０．０７ （５）

式中：Ｙ＊
ｔ ———趋势粮食产量（１０４　ｔ），ｔ———时间序

列（即１９４９年为１，１９５０年为２，依此类推）。通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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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程和公 式（１）可 得 出 湖 北 省 粮 食 产 量 的 波 动 指

数、波动周期和振幅（图１，表２）。

表２　湖北省粮食产量波动的周期长度和振幅

周期 起止年份
年距／
ａ

波动指数／％
波峰 波谷 波幅

波谷年总量
增长率／％

１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　 ５ －１．２０－２２．２９　２１．０９ －１８．３４
２　 １９５４—１９５８　 ５　 ６．６５－２４．７８　３１．４３ －２２．５３
３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２ －２３．９－３２．０１　 ８．１１ －７．９６
４　 １９６１—１９６８　 ８　 ２．９１－２３．０４　２５．９５ －８．８０
５　 １９６９—１９７６　 ８　 ９．３４　 ２．０１　 ７．３３ －４．８１
６　 １９７７—１９７９　 ３　 １２．２４ －８．５１　２０．７５ －１６．９３
７　 １９８０—１９８７　 ８　 ２３．３３　 １６．６２　 ６．７１ －２．９３
８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３　 ２４．０８　 １０．７５　１３．３３ －９．３３
９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２　 １７．９２　 １１．３１　 ６．６１ －４．１６
１０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１０　 １８．９１－２０．１１　３９．０２ －６．１５
１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１０ — — — —

平均 — ５．７３　 ９．０３ －９．０１　１８．０３ －１０．１９

根据周期波动理论和“谷—峰—谷”的形态特征，
当波动幅差大于５％，且 持 续 时 间 大 于２或２ａ以 上

作为一 个 完 整 的 周 期，可 以 将 湖 北 省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

的年粮食波动情 况 分 为１１个 周 期（表２），其 中 有１０
个为完整周期。根据图１和表１的分析结果，湖北省

的粮食产量 表 现 出 以 下 波 动 特 征：（１）属 于 古 典 波

动。波动的性质有两类，谷底为负的波动称作古典波

动，谷底为正的波动称为增长型波动。１０个谷底中的

年总量增 长 率 均 为 负，即 总 产 的 绝 对 水 平 较 上 年 下

降，因此符合 古 典 波 动。（２）波 动 幅 度 较 大，平 均 振

幅１８．０３％，其 中 振 幅 大 于３０％的 周 期 为：１９５４—

１９５９年，振 幅 为 ３１．４３％；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振 幅 为

３９．０２％。振幅超 过５％的 周 期 即 属 于 强 波 动［１３］，这

说明湖北省粮食产量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

３．２　人口增 幅 小 于 粮 食 增 幅，人 均 粮 食 占 有 量 经 历

了４个周期性变化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湖北省总人口从２　５８０．９万人增

加到６　１６５．４万人，增幅为１３８．８９％；而粮食 产 量 从

５．７８×１０６　ｔ增 长 到２．４４×１０７　ｔ，增 幅 为３２２．３１％。
从整体上看，人口增幅小于粮食增幅。

研究期内，湖 北 省 人 均 粮 食 占 有 量 由１９４９年 的

２２４ｋｇ增长为２０１２年的３９６．１ｋｇ，主要经历了４个

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图２）。１９４９—１９６９年，人均粮食

占有量主要在２２０～３５０ｋｇ徘徊，多年人均粮食占有

量为２８５．４ｋｇ，其 中１９６５年 达 到 最 大 值３５４．２ｋｇ。

１９６９年后，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再低于３００ｋｇ。其中，

１９７０—１９８１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主要在３００～４００ｋｇ
间，多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为３５１．８ｋｇ；１９８２—１９９９年

人均粮 食 占 有 量 持 续 增 长，主 要 在４００～４６０ｋｇ间，
多年人 均 粮 食 占 有 量 为４３２．８ｋｇ，１９８６年 创 下 研 究

期内最高值４５６．５ｋｇ；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人均粮食占有

量开始下降，与１９７０—１９８１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相当，
主要在３２０～３５０ｋｇ徘 徊，多 年 人 均 粮 食 占 有 量 为

３６２．２ｋｇ。

图２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湖北省粮食总产量、

人口增长及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

３．３　基于人粮关系的县域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根据土地资 源 承 载 力（ＬＣＣ）和 土 地 资 源 承 载 力

指数（ＬＣＣＩ）模型，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对湖北省２０１２
年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系统评估和分析。

湖北省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特征为人口超载、粮

食短缺。全省约４３％的县域处于不同程度的粮食亏

缺状态，其 中 严 重 超 载 县 域 为２３％，过 载 县 域 为

１０％，超载县域为１１％；约３１％县域处于人粮关系基

本平衡状态，其中临界超载县域约１５％，平衡有余县

域约１６％；约２６％的县域处于粮食盈余状态，其中富

裕县域为１４％，盈 余 和 富 富 有 余 县 域 均 为６％，超 载

县域为１１％（附图１０）。
（１）粮食盈余地区。主要表现为粮食盈余，粮食

产量与人 口 数 量 协 调，土 地 资 源 承 载 力 处 于 富 富 有

余、富裕和盈余状态的区域。湖北省粮食盈余地区主

要分布在湖北省中部的平原湖区，共包括当阳市、枣

阳市、宜城市、沙 洋 县、京 山 县、竹 溪 县、江 陵 县、监 利

县、洪 湖 市、枝 江 市、襄 阳 市 市 辖 区、老 河 口 市、南 漳

县、曾都区、钟祥市、建始县、公安县、远安县、安陆市、
应城市、咸丰县２１个县（市）域，其人口、耕地面积分

别 约 占 全 省 总 人 口、耕 地 总 面 积 的 ２７．１４％ 和

３９．４３％。其中，富 富 有 余 地 区、富 裕 地 区、盈 余 地 区

人口、耕地面积分别约占全省总人口、耕地总面积的

５．５４％，１６．８３％，４．７７％和９．７７％，２３．３４％，６．３２％。
粮食盈余地区地势平坦，资源禀赋较好，耕地比重远

大于人口比重。
（２）人 粮 平 衡 地 区。主 要 表 现 为 人 口 与 粮 食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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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较为均衡，土地资源承载力处于平衡有余或临界超

载状态的区 域。湖 北 省 的 人 粮 平 衡 区 域 空 间 分 布 表

现分散，主要包围在东、西两端人口超载区域四周的

低山 丘 陵 和 岗 地 平 原 区，包 括 竹 山 县、谷 城 县、保 康

县、麻城市、浠水县、蕲春县、广水市、大悟县、汉川市、
赤壁市、崇阳县、仙 桃 市、巴 东 县、江 夏 区、团 风 县、红

安县、云梦县、松 滋 县、五 峰 县、武 穴 市、黄 梅 县、孝 昌

县、鹤峰县、嘉鱼县、潜江市２５个县（市）域，人 口、耕

地面积分别约占全省总人口、耕地总面积的２８．９９％
和２８．４１％。其中，平衡有余地区、临界超载地区的人

口、耕 地 面 积 分 别 占 全 省 总 人 口、耕 地 总 面 积 的

１６．７８％，１２．２２％％和１５．６４％，１２．７８％。人 粮 平 衡

地区耕地比重与人口比重持平。
（３）人 口 超 载 地 区。主 要 表 现 为 人 粮 关 系 矛 盾

突出，土地资源承载力超载、过载和严重超载状态的

区域。湖北省 的 人 口 超 载 区 域 主 要 分 布 在 东 南 部 都

市区和西部的 山 区，共 包 括 黄 陂 区、郧 西 县、罗 田 县、
英山县、通城县、荆门市市辖区、天门市、来凤县、宣恩

县、蔡甸区、新洲区、阳新县、郧县、房县、石首市、兴山

县、鄂州市、武汉市市辖区、黄石市市辖区、大冶市、十

堰市 市 辖 区、丹 江 口 市、荆 州 市 市 辖 区、宜 昌 市 市 辖

区、宜都市、秭归县、长阳县、黄冈市市辖区等３４个县

（市）域，人口、耕地面积分别约占全省总人口、耕地总

面积的４３．８７％和３２．３６％。其中，超载地区、过载地

区、严重超载地区的人口、耕地面积分别约占全省总

人口、耕 地 总 面 积 的１０．０６％，８．９２％，２４．８９％和

９．６７％，８．３８％，１４．３１％。人口超载区受自然资源禀

赋较差和都市人口聚居效应的影响显著，且随着超载

负荷的加深，耕地比重与人口比重的比率越小。
总体上看，湖北省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布不均

衡，受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影响显著。人口超载

的鄂东地区是湖北省产业和生产要素最密集地区，这

里有全省最强的区域经济体武汉城市圈，人口压力过

大；而鄂西地区 多 属 中、低 山 地，耕 地 资 源 禀 赋 较 差。
粮食盈余的鄂中地区低山、丘陵、平原皆有分布，但以

平原湖区为主，耕地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给粮食

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

３．４　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建议

通过该省整体水平研究发现，２０１２年该省粮食产

量处于短缺状态，短缺粮食３．４２×１０６　ｔ，尚有７８２．８４
万人需要通 过 粮 食 外 援 缓 解 供 需 关 系。作 为 全 国 重

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湖北省短期内可通过贸易、调

配来满足超载地区人口的粮食需求，但长远计划应立

足于提高内部粮食自给率、增强对国家粮食贡献率来

解决粮食短缺现状。

要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

展，全省范围内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粮食生产指导规划

和目 标，通 过 保 护 耕 地、发 展 农 业 科 技、提 高 作 物 单

产、扩大规模和稳定政策等系列措施稳定和支持粮食

生产。对于鄂西 山 区 而 言，受 地 质 地 貌 影 响，耕 地 资

源有限，应在重点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对具有耕地

开发条件的非耕地进行适度开发和复垦；对于东部武

汉城市圈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集聚效

应在短期内很难出现逆转现象，土地资源由于城市扩

张而越发短缺，且受经济效应影响，粮食生产重视度

逐渐下降，因此应对该地区的基本农田尤其是高产农

田实行重点保护、杜绝侵占，切实保护区域粮食种植，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对于中部平原湖区，应增加农业

技术投入，加快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设立粮食主产

区收入补偿机制以调动农村粮食生产积极性，切实保

障湖北省农业稳定，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４　结 论

（１）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 湖 北 省 粮 食 生 产 经 历 了 稳 定

增长、自然灾害、徘徊增长、突破增长、快速 下 降 和 恢

复增长６个 阶 段，呈 周 期 性 波 动 趋 势，波 动 周 期２～
１０ａ，长短不一。研究期内年粮食波动情况分为１１个

周期，其中有１０个完整周期，属于典型的 古 典 波 动；

波动幅度较大，平均振幅１８．０３％。粮食生产过程受

自然灾害和政策影响显著，平衡外界影响因素能力薄

弱，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现象。

（２）研究期内湖北省人口增幅为１３８．８９％，粮食

增幅为３２２．３１％，人口增幅小于粮食增幅。人均粮食

占有量波动明显，呈４个明显波动周期，对应多年人

均粮食占有量呈先增长后逐渐减少趋势，近１０ａ维持

在３６０ｋｇ／人左右，已低于国家长期提议的４００ｋｇ安

全标准。

（３）２０１２年湖 北 省 土 地 资 源 承 载 力 主 要 以 人 口

超载、粮食短缺为主要特征。全省约４３％的县域处于

不同程度的粮食亏缺状态，约３１％县域处于人粮关系

基本平衡状态，约２６％的县域处于粮食盈余状态。区

域自然资源禀 赋 和 都 市 人 口 聚 集 效 应 是 湖 北 省 土 地

资源空间分 布 不 均 衡 的 关 键 因 素。中 部 平 原 湖 区 耕

地资源丰富，人粮关系协调，为粮食盈余区域；西部山

区和东部武汉城市圈人口压力较大，粮食短缺，为人

口超载区域。
（４）因地制宜制定粮食生产指导规划和目标对于

粮食安全生产至关重要。对资源型粮食短缺的鄂西山

区应在重点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做好新增耕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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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荷型粮食短缺的东部武汉城市圈应切实保护基

本耕地警戒线，提 高 粮 食 安 全 生 产 意 识；粮 食 盈 余 的

中部地区应加强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切实保障

湖北省农业稳定，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５）需要 指 出 的 是：①由 于 数 据 获 取 受 限，本 文

仅从人粮关系 的 角 度 对 全 省 分 县 范 围 内 的 土 地 资 源

承载力进行了分析探讨，而对全省耕地利用状况和特

征未作详细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湖北省土

地资源承载力的更深入了解；②本文讨论的理论承载

人口是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安全值进行考虑，仅属于

生存型粮食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膳食结构的

调整，还应考虑营养型粮食需求和享受型粮食需求下

土地资源承载力状态，这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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