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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日前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民生经济发
展成就系列报告。报告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粮食生产发展尽管艰难曲
折，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村改革激发活力，粮
食生产成绩斐然。

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四川粮食产量3494万吨，是1949年粮食产量的
3.2倍；比1978年增长46.7%，年均增长1%。2018年，四川粮食产粮在全国排第
9位，在西部省区排第二，仅次于内蒙古，在西南地区高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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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民生经
济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畜牧业从缓慢
探索走向全面发展、从量少低效走向高产高效、从品类单一走向六畜兴旺，畜
牧业在第一产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四川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农
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粮食播种面积呈减少态势

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四川粮食播种面积经历了曲折上涨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农业生产结构也开始调整，减少双季
稻面积，主攻中稻，推广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减
少，随后又得到恢复性增长。

1999年后，由于退耕还林、种植结构调整，以及近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川粮食
播种面积逐年缓慢减少。2018 年四川粮食播种面积 9398 万亩，比 1999 年减少 14.1%，比
1978年减少15.7%。

粮食单产水平持续提高

报告还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生产能力低下，粮食单产水平较低，1978年前单产
未突破200公斤/亩。改革开放后，粮食生产经营体制变革，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生产技
术不断发展，四川粮食单产水平不断提高。

2012年，四川粮食单产349公斤/亩，比1978年增加63.4%，年均增幅1.5%。党的十八大
以来，四川继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单产进一步提高。2018年，四川粮食单产372
公斤/亩，创历史新高，比2012年增加6.6%，年均增幅1.1%。

粮食品种结构得到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调整优
化粮食种植结构，稳定主粮面积，调减弱势粮食作物面积，发展马铃薯主粮化。

目前，四川稻谷产量稳定，长期占粮食总产量比重在 40%以上；小麦占总产量比重下
降，2018年占粮食作物比重7.1%，比1978年减少8.4个百分点；玉米产量占总产量比重逐年
提高，2018年占粮食比重30.5%，比1978年增加15.4个百分点；马铃薯超过小麦成为四川第
三大粮食作物，2018年马铃薯占粮食作物比重8.1%。

粮食生产品质大幅提升

报告提出，四川省委、省政府狠抓粮食作物良种繁育、标准化生产、新品种展示示范基
地建设，依靠科技主攻单产、提高品质，在产粮大县等地区开展高产高效创建活动，提升粮
食生产品质。2018年，建设200个粮油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并建立“稻香杯”优质稻评选、
推广、应用机制，在10个县进行了“稻香杯”优质稻品种集中示范展示。

对此，报告总结四川粮食生产主要经验：即做到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发展活力，落实完善粮食支持政策制度，加大农业财政投入，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其中，在落实完善粮食支持政策制度中，四川制定惠农政策。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种粮大户补贴、水稻直补等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户利益。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加快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2018年，全年足额兑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66.56亿元，产粮大县奖励 15.45亿元，
安排种粮大户补贴专项资金8228万元，补贴种粮大户1.4万余户。2018年底，四川实际耕地
保有量 10103 万亩，占目标任务的 106.9%；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7805 万亩，占目标任务的
100.2%。截至2018年底，四川共建成高标准农田367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6.4%。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机械化水平快速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
升。

截至2012年底，四川农业机械总动力3694万千瓦，是1978年的10.5倍；大中型拖拉机
11.5万台，是1978年的7.9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继续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2018年四
川农业机械总动力 4658.7万千瓦，比 2012年增长 26.1%；2017年大中型拖拉机 13.4万台，
比2012年增长16.6%。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强化农业生产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加大优良品种培育研究力
度，推进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村入户。据省农业农村厅资料，2018
年，四川主要粮食作物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 95%；共落实水稻、玉米、马铃薯、高粱等高产
创建示范面积976.1万亩，完成小麦高产创建示范面积181.6万亩。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70年来产值保持西部第一

根据数据统计，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畜牧业产值始终位于全国前列，西部第一位；
近年来，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10%左右，肉类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左右，为全
国畜禽产品供应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8年，全省生猪、牛、羊、家禽的出栏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五、第六和第八位；肉
类总产量及畜牧业总产值同时位居全国第三位。

肉蛋奶从“奢侈”变“家常”

回顾四川畜牧业70年的发展成就，畜禽产量增长是最突出的表现。肉、蛋、奶等产品从
原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奢侈品”变为如今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家常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全省年人均肉产量不足3公斤，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居民
只能凭票买肉买粮。到改革开放初期，全省畜牧业生产有所发展，全省年人均肉产量达到
15公斤。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市场经济带动下，全省畜牧业全面发展，产量大幅
增长。到 2018年，全省人均肉产量达到 78公斤，是 1980年的 4.5倍；禽蛋产量 17.8公斤，是
1982年的6.1倍1 ；人均牛奶产量7.7公斤，是1980年的5倍。

畜禽产量的增长，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加，肉蛋奶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居民饮
食结构不断改善，尤其是农村居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2018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奶类分别为41.17千克、1.25千
克、9.48千克、8.36千克、8.27千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4.3倍、19.3倍、35.1倍、14.2倍、39.4倍。

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分别为36.14千克、3.22千克、
11.59千克、8.52千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6倍、2倍、6倍、2.9倍。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奶制品17.43千克，呈现稳定增长趋势。

从一猪独大转向多畜种共同发展

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前，猪肉产量占全省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一直超过90%。1995
年，全省提出“八龙兴牧”的畜牧业发展战略。按照这一战略，全省要分期分批建立猪、牛、
羊、鸡、兔、鸭、鹅、蜂的产加销一体化、牧工贸一条龙的经营示范区，四川养殖结构开始从

“一猪独大”向“共同繁荣”发展。
到 2018年，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下降至 72.4%；牛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提高到

5.2%；羊肉占比提高到4%；禽肉占比提高到15.1%。禽蛋、牛奶、蜂蜜产量均有明显上涨，养
殖结构更加多元丰富。

向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传统家家饲养、自
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已无法继续推动畜牧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带动下，全国陆续成
立了许多大型养殖企业，规模经济的成本和效率优势加剧了产业进一步集中。

几十年来，四川本地陆续诞生了新希望、德康、巨星、铁骑力士、高金等大型综合畜牧生
产企业，全国如温氏、正邦、大北农等企业也纷纷入驻四川。近几年来，以生猪为主体的四川
大型养殖企业数量整体呈现增长态势，饲养量也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规模化、专业化已经成
为产业发展的共识。

至2018年全省农村生猪散养率已下降至32%左右，传统家家喂猪的模式已发生彻底变
化，大型养殖企业通过“公司+农户”的生产方式，在增加产量的同时促进畜牧业生产集中
度提升。同时，畜禽污染的治理以及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都对产业专业化、规模化提出了新
的要求，生产经营方式变革是四川畜牧业发展最本质的特征。

畜牧业成农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从属产业，一直是农民生产经营的副业。1949年，四川畜牧
业产值仅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13%，传统养猪肥田、养牛耕地的习惯由来已久。

整体看，改革开放以前全省畜牧业养殖商品化程度很低，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
畜牧业产值也仅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四川畜牧业呈
现全面发展的态势，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从1980年至2007年，四川畜牧
业产值占第一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高峰时达到 53.5%，已经与种植业一起成为四川农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目前，四川畜牧业发展已进入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将继续围绕乡村
振兴整体战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思路，稳生产、提质量、调结构、促发展，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
的畜禽产品需求，着力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的现代畜牧业方向迈进。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洋

会理黑山羊
2008年粮食产量品种结构 2018年粮食产量品种结构

泸州有机高粱

1995年、2006年、2018年四川主要肉类产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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