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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苜蓿产业发展对粮食安全影响的 

政治经济学思考 

王明利   杨春 

中国的土地资源稀缺，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国民经济中“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经济问题，更是事关社会稳定的重要政

治问题。苜蓿是牧草之王，不仅产量高，而且草质好，具有很

高的营养价值。苜蓿草蛋白含量很高，综合营养价值显著高于

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是奶牛健康，进而持续提供优质、高

产、安全原料奶的基础。没有苜蓿产业的发展壮大，发展奶牛

健康高效养殖便无从谈起。而发展苜蓿产业必然要占用一部分

耕地，影响到粮食生产。本文的研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两难

选择”的基本前提下进行的，即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从经济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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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分析苜蓿产业发展中，自始至终都充分考虑了粮食安全这样

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借用了“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概

念。 

一、必须树立正确的粮食安全观 

（一）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 

在国际上，只有“食物安全”的概念，没有“粮食安全”。

1974 年 11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于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

次提出“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的问题，即“保证任何人在

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随着

近年来国内食品安全方面诸多问题的出现，学术界呼吁用“食物

安全”取代目前的“粮食安全”的提法。原因在于，在过去生产结

构单一的时候提粮食安全有意义，目前农业生产结构日趋多元

化，再单一探讨粮食安全意义不大，应更多地注重居民的营养

安全和食物安全。客观现实也已一再证实，猪肉生产和价格的

剧烈波动，同样牵动着 CPI 的剧烈波动，牵动着整个社会经济

的发展神经。因此，粮食安全的范围应该扩展为食物安全，其

中包括肉、蛋、奶产品的安全，以及为生产充足和优质安全的

肉蛋奶所必须的饲草料的安全，以充分满足居民日常摄取的蛋

白质营养。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现实生产水平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由各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某一

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稳定地达到一定产量和质量的粮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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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耕地、资本、劳力、科技、环境等

要素的投入能力和各要素间的匹配与融合能力所决定，由正常

年份稳定的产量所体现。上述五种要素投入到粮食生产中的数

量和质量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匹配与融合程度，直接决定着粮食

的产出能力。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耕地

保护能力；二是投入能力；三是科技服务能力；四是抗灾能力。

可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可转化

为耕地的数量和耕地的质量是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至关重

要因素。在我国，当由于供求关系或国家政策而导致粮食的比

较效益高时，至少棉花用地、油料用地、蔬菜园艺用地、林果

用地、牧草用地可以及时转化为粮食用地。另一方面，我国的

中低产田数量基本占到耕地总量的 2/3 以上，通过合理的耕作

制度（其中合理的粮经草三元结构就是国内外长期证明十分有

效的耕作制度），完全可以将大量中低产田改造为良田，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效果可观。所以，我们在关注粮食安全时，

不仅要关注粮食的现实生产水平，更应关注粮食的综合生产能

力；不仅关注目前生产能力，更应关注长远生产能力；不仅关

注现实生产能力，更应关注潜在生产能力。一定要通盘考虑、

全面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傻瓜式、单一目标管理上。 

二、苜蓿的适度发展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首先，奶牛饲料中添加苜蓿可减少粮食（或精料）的用量。

根据养牛技术专家的研究结果，在当前国内奶牛普遍的饲喂模



 4 

式下，在中高产奶牛日粮中添加 3 公斤干苜蓿可替代 1.5 公斤

精料。在中等农田中0，每亩可产 700~1000 公斤干苜蓿，可替

代 350~500 公斤的精料，这样便可以减少相当于 1 亩地的粮食

种植。所以苜蓿的适度种植可以替代一部分饲料玉米的种植，

基本可以不用多占用农田。 

其次，饲喂苜蓿可提高奶牛单产，从而减少养牛头数，减

少对粮食的消耗。研究表明，奶牛日粮中添加 3 公斤苜蓿，对

于每头泌乳期产奶 5000 公斤的奶牛来说，每日可增产鲜奶 1.5

公斤，这样 10 头饲喂苜蓿的奶牛产奶量，相当于不饲喂苜蓿条

件下 11 头奶牛的产奶量。若全国 750 多万头的产奶牛都饲喂苜

蓿，产等量的牛奶便可少养 75 万头奶牛；若按每头日供精料

7.5 公斤计算，则每年可减少 202.5 万吨的粮食消耗。由此可见，

使用苜蓿饲喂奶牛，不仅可以提高奶牛的单位产奶量，而且可

以减少奶牛饲养量，节约成本。发达国家奶业走过的道路我们

必须得走，美国从 1985 年到 2010 年，奶牛存栏头数从 1098.1

万头下降到 911.7 万头，奶牛单产从 5.91 吨增加到 9.26 吨，牛

奶产量却由 6492.7 万吨增加到 8753.98 万吨。 

第三，种植苜蓿可以将中低产田改造为良田，更高效地生

产粮食。我国耕地分高、中、低产田，分别有 3490.67 万公顷、

3951.61 万公顷和 2982.27 万公顷，其中中、低产田分别占 37.9%

和 28.6%。苜蓿草根系发达而耐旱，根瘤具有强劲的固氮能力，

                                        
0具备灌水条件，在与种植粮食同等的施肥和灌水条件。 



 5 

可以疏松土壤，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含量。据研究统

计，如果通过种植苜蓿把中低产田改造为良田后，粮食亩产便

可得以提高。保守估计，低产田亩均可增产 20 公斤粮食，中产

田可增产 10 公斤粮食，这样通过种植苜蓿改良农田，约可提高

粮食产量 1487.4 万吨。 

第四，种植苜蓿可使用生产粮食余下的边际土地。对于大

量不适合粮食生产的边际土地，生产粮食没有经济效益，但是

种植苜蓿要求的土地不如种粮那么严格，所以苜蓿生产还有一

定的经济效益。如大量的盐碱地、退耕还林（草）地、撂荒地

等。特别是西北黄土高原区的极干旱地，十年十旱，种粮食基

本绝产，而苜蓿仍能获得收成。不仅如此，在大量水资源不足

地区，种植苜蓿还可以与粮食错峰灌溉，不会影响粮食生产的

正常用水。 

最后，种植苜蓿草是最不容易改变耕地用途的农业生产方

式。草田轮作是一种比较完美、经济的耕作制度，牧草生产在

其中可很好地扮演粮食生产的“调节器”。在粮食供应充足时，

农田种植苜蓿既可以很好培肥土壤，同时也可以生产出优质牧

草以供养殖；在粮食供应偏紧时，苜蓿等草田便可立即改作粮

食种植，为粮食增产奠定良好基础。只要耕地的用途不发生改

变，牧草地就能很好地发挥其粮食生产能力的现实作用。 

三、破除传统观念，重视扶持苜蓿产业的发展 

（一）当前各地发展的苜蓿产业比较效益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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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对河北、山东、内蒙古、宁夏等地的调研和监测，

初步结果表明种植苜蓿的效益很好，特别是规模化种植效益更

高。首先，苜蓿产业的效益需要延伸计算，不仅仅局限于牧草

产业这个单一领域，还要将草畜结合共同产生的效益计算进去。

国外经验表明，单纯种草不养畜或养畜不种草，效益都不高，

只有将草畜结合，综合效益才能得以充分显现。如奶牛日粮中

添加一定量的苜蓿，导致奶牛精料用量的减少、奶产量提高、

牛奶质量和安全性提高以及奶牛发病率的下降，所产生的一系

列效益应归功于苜蓿产业（见表 2）。其次，苜蓿是多年生作物，

一年种植，多年受益，所以计算苜蓿种植的效益时不应局限于

第一年，应该综合衡量、延伸计算全部收获年份的整体成本效

益，然后再向每个年份进行分摊。第三，苜蓿产业的最终效益

要靠发展精品畜牧业来体现。当前，尽管从美国进口的苜蓿，

每吨到岸价达到 3000 多元，但仍然有许多大型奶牛养殖场争相

进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质优价高的高端原料奶所需。 

（二）苜蓿产业的发展需要具备更高的基础条件 

苜蓿产业与其他牧草产业的发展一样，比其他种植业的发

展难度更大，在一个区域内必须形成一定的“气候”或“氛围”

才能比较顺利发展。种粮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随意种植几亩

都可以，完全的人工种、收、贮都可以获得收成；而种牧草就

不行，不能说苜蓿效益很好就马上会有大量农户种植，就很顺

利获得效益。种植牧草必须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必须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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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规模，必须有为牧草生产提供的“耕、种、收”等全程的

机械化服务，必须有收购牧草的企业或营销组织，即在一定的

区域内必须具备牧草产业发展的基本“氛围”，这样牧草生产的

效益才能顺利实现。 

（三）当前苜蓿产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政策扶持 

尽管苜蓿在我国也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但作为一个产业

发展也仅是起始于本世纪初的事情。当时在国内退耕还林草政

策和国际市场对苜蓿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在北方地区发展起

大量的苜蓿种植基地和草产品加工企业，但当时并没有培育起

稳定的国内需求市场，在国际市场动荡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

打击。新一轮的苜蓿产业发展潮流始于 2008 年的“三聚氰胺”

事件，这一轮发展是国内强劲需求的拉动所导致的，建立在国

内对优质安全畜产品的强劲需求之上，市场需求是稳定的，苜

蓿产业的发展也就有了稳定的基础。但毕竟苜蓿产业的发展处

于初级阶段，产业链条很不完善，产业各环节的技术条件薄弱，

基础设施条件严重落后，特别是农民对苜蓿产业的认识还很肤

浅，且粮食补贴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牧草业的发展，因此，

应尽快出台种植牧草与种粮同样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牧草良

种补贴、种植牧草直补和牧草种植、收储、加工机械补贴等政

策的颁布将有利于推动处于幼稚阶段的牧草业的快速发展。此

外，还要扶持牧草专业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加大技术支持和

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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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苜蓿产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拉动 

每一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其相应的成熟、完善

的市场来支撑，牧草产业更是如此。牧草产业要想得到持续健

康发展，必须通过生产环节、流通环节，最终流向奶业等养殖

产业，同时还要有高度发展的消费市场来拉动和引导。所以，

牧草产业只是一个中间产业，提供的产品也仅是中间产品，必

须通过养殖产业的“消费”和转化才能产生最终产品。因此，

发展牧草产业，必须实施紧密的草畜结合，充分依靠优质、绿

色、无公害等特色畜产品品牌的创建来拉动对牧草的强劲需求。

当前国内对高价苜蓿的强劲需求就是奶企生产高端奶产品和创

建优质品牌所导致的，只要养殖户有持续强劲的需求，种植牧

草的经济效益就会得以体现，从而进一步刺激更多资源进入牧

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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