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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级政府都特别重视粮食

生产问题，因为它既涉及到国家粮

食安 全 ，又 关 系 到农民的切身利

益。2003 年初，西藏自治区财政厅组

织区计委及有关部门专家，对本区 7

地（市）5 个县 72 个乡 201 个行政村

不同类型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进行

了抽样调查。调查居民 763 户，其中

有效样本 700 户，获得农牧民食品消

费结构方面的翔实资料。本文以此

调查资料为基础，并结合 2002 年统

计年鉴和有关历史资料，对西藏居

民食品消费结构及粮食供求状况进

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在未来开放的

经济环境下 、 在一体化的市场供求

中，对于西藏自治区这样资源环境

相对独特的缺粮省份，不应过分强

调粮食的自给，而应充分发挥自身

资源优势，形成与内地农区甚至是

国际上主要农业大国互补型的市场

关系，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

西藏粮食生产及消费状况

西藏自治区气候高寒，大部分

地区 不适于发展粮 食 ，居民 以 糌

粑、牛羊肉和酥油为主食，粮食一直

是困扰西藏发展的主要因素。民主

改革 以 来 ，西藏农业 有了 飞速 发

展，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由 1959 年的

1370kg/hm 2，增加到 2001 年 4934 kg/

hm 2；油菜籽单产由519 kg/hm 2增长

到2592 kg/hm 2；人均粮食拥有量由

1978年的287.1 kg增加到 200 1 年的

387.3kg。居民食品结构也发生了较

大变化，特别是人均肉类、奶类的占

有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2 0 0 1

年，全区人均占有肉类和奶类分别

是 1978 年的 2.7倍和 1.74倍。到目

前，全区人均粮食、奶类、牛羊肉等

的拥有量已经超过了居民的平均需

求量，在主要粮食生产县和主要牧

业县都出现了粮食剩余以及畜产品

剩余。
随着西藏与内地交流的增多，

农牧民的生活习惯及饮食结构发生

了较大的转变，农牧户主食中大米

和面粉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糌粑消

费量日益减少。据对7地（市）24个

县700户居民的调查，每人年平均消

费粮食269.02kg，但大部分消费的粮

食为购入的大米和精面粉，自产粮

食 的 消 费 在 粮 食 总 消 费 中 仅占

42.54 % 。

西藏城市居民粮食消费少于农

村居民 ，对外来粮 食的依赖性更

大，200 1 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粮食

86.5kg，主要为大米、面粉等，本地

粮食的购买比重小于 10%。
目前，全区粮食消费仍以主食

为主，饲料、生产、出售用粮等所占

的比例很小，全区粮食出售比重不

到10% ，不少农户粮食剩余较多，有

的农户甚至有剩余 5 — 7 年的粮食。
由于目前粮价偏低，广大农民生产

的粮食质量较次，因此粮食出售困

难。那曲、阿里等以牧业为主的地区

牧民消费粮食多通过购入获得，但

这些牧户在购置粮食时更多的是购

入大米、面粉等加工产品，有时用牛

羊交换青稞，但数量较少。调查中发

现，青稞在农牧民主食中所占的比

重为 53.47% ，其中那曲地区这一比

重仅为 20.02% ，可见西藏自治区农

村居民的粮食消费结构已经有了较

大的改变。

西藏粮食安全分析

自 1990 年以来，西藏居民的原

粮消费年均增长3.78% ；人口年均增

长 1 .2 7 % ；粮 食单 产 年 均 增 长

3 .7 6 % 。根据这一增长速度，考虑

生育政策、各种自然灾害及粮食生产

的不稳定性，结合居民食品消费状

况，分别预测2005、2010、2015、2020

年的粮食需求。在 2001—2020年20

年时间里，粮食单产增长速度采取低

位方案，保持在 2.13 % ；人口增长

速度采用高位方案，即2001—2020

保 持 较 高 的 增 长 速 度 ，平 均 为

1 .0 4 % ；人均需求粮食2010年保持在

400kg的我国平均值状态，2015 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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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20kg，2020 年保持 450kg的高水

平；耕地面积保持不变。预测结果如

下。

西 藏自 治 区 粮食需 求 预测

*  全区提供粮食是指按 当前生产力和耕地状况而预测的全区粮食产量，不

包括外来粮食输入。

可以看出，即使全区保持较高

的人口增长率（ 1.04% ），在目前生产

能力下，不增加耕地面积，保持现有

单位面积产量不变，不输入外来粮

食，全区粮食仍有较大的剩余。一方

面由于西藏粮食质量较差，在国内

甚至西藏自治区内的市场非常有

限，剩余粮食很难通过出售的途径

变成农民手中的现金。另一方面，由

于粮食加工业的滞后，剩余粮食转

化困难，原粮的大量剩余给全区仓

储、运输带来较大压力，粮食的积压

和剩余会减弱全区农民生产粮食的

积极性。
事实上，西藏农牧民粮食消费

中已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依赖外来粮

食，特别是内地大米、面粉等在西藏

有较大的市场，若考虑到这一因

素 ，西藏地区粮 食的剩余量将更

大。

西藏未来粮食发展的对策

与建议

通过西藏自治区居民粮食消费

结构分析及粮 食安全预测 可以 看

出，目前西藏不是粮食不足，而是粮

食质量差，积压多，出售难的问题。
另外，居民生活消费中对肉、奶的需

求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加大畜牧业

发展力度，而目前大部分草场处于

超载状态，天然草场退化严重，如不

加大草场建设投入，草原畜牧业发

展的弹性和空间将十分有限。基于

此，笔者对自治区未来粮食发展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1 . 不宜发展化学化农业。西藏

自治区 属 于 生 态环境敏感区 ，农

药、化肥的施用虽能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产量，但从保护和提高生态系

统健康水平看是不利的，加之自身

的气候、环境状况也决定了西藏不

可能建成如内地江汉平原 、 四川盆

地、华北平原一类的商品粮基地，西

藏粮食的品牌应是纯天然无污染 ，

因此，不宜依赖大规模化学能的投

入来增加单产，即粮食生产不宜以

片面提高单产为追求目标，而应该

在减少农药化肥污染，创造绿色有

机粮食、开发特色优势资源上下功

夫。

2 . 不应再大规模建设粮食基

地。粮食生产基地是保持区域粮食

稳定提高的保障，对其投入也是我

国粮食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正是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加大商品粮基地

建设和保护的力度，才使我国粮食

稳定在自给有余的基础上。西藏粮

食生产基地的建设为提高西藏粮食

产量 、 保障区域粮食安全起了重大

的作用，特别是 “一江两河” 农业生

产基地的建设为自治区粮食稳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西藏适宜发

展农业的地区主要在藏南和藏东南

沿江河谷地带，空间非常狭小，这里

目前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开发；而且

由于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粮食生

产受限制较大，西藏小麦的质量较

差，居民消费中一般以外来面粉为

主 ，本地小麦 很多时候只作为饲

料。因此未来不应再投资兴建大规

模的高产稳产粮食基地，而应立足

于现有基地，提高区域粮食质量。随

着西藏粮食日益达到自给有余的状

态，农民生产粮食的边际效益在不

断下降，加之居民对本地粮食的依

赖度也在不断减弱，在这一前提下

再过高强调西藏粮食自给，生产低

质量的粮食是不符合实际的。未来

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必然进一步加

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西藏产业结

构调整应 与内地主要农区 形成互

补，发挥西藏的资源优势与特色。
3 . 加快畜牧业的发展。西藏农

牧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依赖较多肉、

奶等产品的习惯，当前的主要问题

是农区畜牧业发展较缓慢 ，居民

肉、奶的消费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剩

余粮食难以转化。建议政府引导农

民大力发展畜牧业，加快剩余粮食

转化，同时保障农区居民的肉奶供

应，促进西藏农区经济发展。

4 . 加大扶持粮食科学基础研究

和加工企业的力度。目前，许多农民

的富余粮食都是自 然存放于家庭

中，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建议政

府加大对粮食科学基础研究投入的

力度，分析西藏粮食（ 特别是青稞）

的主要成分、营养结构、基因优势

等，探寻和提高其药用、食用价值以

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在此基

础上扶持发展粮食加工企业，增加

本地粮食的附加值，将西藏特产—

—青稞及其他粮食推向世界。
（ 作者单位：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农业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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