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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定性、定量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总体态势、区域态势、形成机制和影响

因素, 提出了平抑波动的有关建议和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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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生产要实现的目标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但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一样, 粮食生

产的波动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研究粮食生产波动的周期、强度、根源、传导机制以及其相关关

系, 对于消除粮食波动的不利影响, 实现粮食生产的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波动

111　直观描述

根据 1979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绝对数据, 粮食生产大体可以划分为 5 个生产周期, 即

1979- 1984 年, 1984- 1987 年, 1987- 1990 年, 1990- 1993 年, 1993- 1996 年。从这 5 个周期

粮食生产的波动情况来看, 1980, 1985, 1988, 1991 和 1994 年是 5 次绝对减产年, 而 1979,

1982, 1983, 1984, 1990 和 1996 年则是增产幅度在 5◊ 以上的增产年; 从周期年限来看, 除第 1

周期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渐进实行, 维持了罕见的持续增长 3 a) 为 5 a 外, 其余 4 个周期

都是 3 a, 平均 314 a 为 1 个周期, 大体是先减产 1 a, 然后增产 2 a; 从总体上来看, 粮食的增减

状况服从正态分布, 即多数年份是增减幅度在 315◊ 以内, 波动绝对量不超过1 500万 t 的正常

波动; 除第 1 周期近似属于增长型波动外, 其余各周期是典型的古典型波动。

112　经过数据处理后的波动态势

经济变量一般由长期趋势、周期波动、季节波动和随机波动 4 部分组成, 仅从表面数据不



能正确把握周期波动的实际形态。要测定经济变量的波动, 主要有 3 种方法: 直接法、剩余法和

普查局法。剩余法是先分离出季节波动和趋势波动, 再通过移动平均分离掉随机波动因素, 余

图 1　1979- 1996 年粮食总产波动态势

额为循环波动值。直接法是先求出经济变量的环比增

长率, 然后通过移动平均剔除不规则波动因素来反映

波动情况, 这种方法适用于对时间序列较长, 服从指数

增长规律, 发展趋势较稳的经济指标的预测。本文中

利用剩余法[1 ]来研究我国的粮食生产波动状况, 得到

的周期划分和绝对波动的情形是一样的, 即可以划分

为上述的 5 个生产周期 (图 1) , 该结果更准确地揭示

了我国近年来的粮食生产波动。如果把 1979 年以来的

波动状况与 1979 年以前的波动状况相对照, 可以看

出, 我国粮食生产的总体态势明显是一种周期趋稳、振幅变小、趋势上升, 具有收敛性的古典波

动。

113　粮食生产波动的相关关系

播种面积和单产。播种面积和单产的波动可以逆向从而互相削弱, 或者同向从而互相加剧

来影响总产的波动。时序分析表明, 单产波动强于播种面积波动, 且后者与总产波动不同步, 前

者则与总产波动高度相关, 每一周期年限以及波峰、波谷完全对应。1950- 1996 年, 单产与总

产的波动系数分别为 5191 和 6163, 环比增长率相关系数为 0193; 1978- 1996 年分别演变为

4121 和 4185, 环比增长率相关系数为 0196, 这说明单产波动的减小缓和了总产波动。

粮食品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为我国粮食 3 大作物。1950- 1996 年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波

动系数分别为 7108, 11133 和 11103 (其中 1985- 1996 年波动系数分别为 4102, 4184 和 9158,

稻谷波动减弱, 玉米加强) ; 它们和总产环比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9, 0145 和 0178, 稻谷

对总产波动影响最大。分阶段看, 1950- 1977 年分别为 0192, 0134 和 0179; 1978- 1989 年分

别为 0188, 0181 和 0171; 1990- 1996 年分别为 0174, 0187 和 0189, 稻谷对总产的影响在减

弱, 玉米和小麦特别是玉米的影响在增强。

区域波动。1979- 1995 年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西南和西北与全国粮食产量环比

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62, 0172, 0178, 0157, 0155 和 0140, 华北、长江中下游产量波动对

全国产量波动影响较大, 这 2 个地区的粮食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将近 60◊ 。分省看, 1951-

1995 年与全国产量波动联系比较紧密的 7 个省份依次是湖南、黑龙江、辽宁、江苏、吉林、河北

和山东, 说明粮食产量波动主要由主产省波动引起。分阶段看, 1978 年前的顺序依次是湖南、

黑龙江、辽宁、四川、贵州、吉林、山东、河北, 1978 年后演变为吉林、江苏、陕西、辽宁、黑龙江、

湖南、湖北、广东等。辽宁的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3105◊ , 居第 15 位, 但对全国的影响一

直居于前列, 其粮食生产受环境影响较大; 广东、陕西份额虽不很大, 但波动强度和对全国产量

的影响程度却在增强。

2　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波动

粮食生产的全国波动是由各地区生产波动引起的, 是地区粮食生产波动的综合体现。要保

持全国粮食生产总体形势的稳定, 首先要保持地区稳定, 特别是保持粮食主产省和波动幅度较

7　第 4 期 祝美群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分析



大地区的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全国总体波动状况是地区生产状况的汇总, 其中有相互增强也有

相互抵消, 但比各地区波动水平缓和得多。

由于总体数据量太大, 而具体到各地区历史数据又不够多, 在下面的波动系数的计算中,

只消除了长期趋势, 而没有用移动平均法消除随机波动因素; 此外还计算了各地区主要粮食品

种与总产波动的相关系数, 以及 1978- 1996 年的粮食总产平均增长速度。

1) 从 1978- 1996 年的波动情况来看, 波动较大的地区是: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西

藏、安徽、上海、山西、贵州、陕西; 波动较小的地区是: 河北、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东、海南、

四川、云南、青海和新疆。

2)分段对比来看, 1990- 1996 年与 1979- 1989 年比较, 全国大部分地区波动状况都有所

减缓, 但个别地区如北京、陕西、山西波动程度加大, 新疆、宁夏、甘肃、辽宁、河南基本不变。

3)如果仅仅考虑波动状况而忽略增长趋势, 未免有些片面。如果联系趋势增长速度, 增速

大、波动大的地区有: 北京、天津、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宁夏、甘肃、西藏、贵州、河南; 增

速较大、波动较小的地区有: 河北、山东、新疆、海南; 增速较小、波动较小的地区有: 福建、江西、

青海、云南、四川、湖南、湖北; 增速较小、波动较大的地区有: 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

西、陕西、广东。因此我国近年来粮食生产状况最好的地区是河北、山东、新疆、海南, 较差地区

是山西、辽宁、江苏、浙江、广西、陕西和广东。

4)各地区的主要品种和该地区总产变动的相关关系中, 与小麦相关关系较强的地区是: 河

北、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其中河南、河北与全国总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与

玉米相关关系较强的是: 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贵州、陕西等, 其中吉林、

黑龙江和全国总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与稻谷相关关系较强的是: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等, 其中江苏、湖南、广东、四川和全国

总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3　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系统分析

311　波动的生成机制

与世界上有关国家的粮食生产状况对比, 我国粮食波动形势比较平缓。例如, 1992- 1994

年, 我国粮食生产的平均波动系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波动强度比日本、美国小得多。就正常情

景推测, 我国今后的粮食生产波动也不会很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土地后备资源较

少, 单位农民家庭经营规模很小, 自给性的粮食生产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为避免经营风险, 农

户大都实行多样化种植, 在信息来源和利用上只具有有限理性, 因此粮食生产的价格弹性相对

较小, 粮食播种面积相对稳定。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主要根源在于耕地的大量非农占用、严重

的自然灾害、重大的政策决策等外部因素。有关的研究结果表明, 目前我国粮食供求的主要矛

盾是粮食的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 主要是流通领域、消费领域的问题而非生产问题。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 商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一个动态

的蛛网模型之中, 价格既反映生产成本又反映供求关系, 本期的价格基本上确定了下一期的产

量; 但就我国目前粮食生产过程来看, 粮食收购价格基本上还是由国家定价而非市场形成, 价

格既不完全反映供求也不完全反映成本, 粮食生产波动受多层次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作为自然

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复合体, 粮食生产过程既受到粮食生产系统之外因素的影响, 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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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粮食生产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 既有自然条件的影响, 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系统内部的因

素包括土地资源的供给状况, 农户的生产目标、偏好、心理预期、自给水平和技术状况等; 外部

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市场供求信号、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的定购价格、财政政策等。这些因素并

不都是同步地, 而是有先行、有滞后, 有直接、有间接, 有平缓、有剧烈地作用于粮食生产系统,

直接影响粮食单产, 或通过农民的生产行为间接引起粮食播种面积或单产的变化, 从而引起粮

食总产的波动。虽然就目前来说, 农民的粮食生产行为还不具备充分的经济理性, 但随着我国

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 农民对市场信号反映能力的逐步增强, 社会性因素特别是价格信

号, 以及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状况将成为粮食生产系统平稳运行的主导因素。

312　波动因素的定量分析

基于以上的分析, 从自然因素、市场因素、宏观政策和调控手段 4 个方面, 经过定性判断,

选取了粮食产量变动指数 (滞后 1 a)、总需求量、粮食价格指数、粮食和经济作物比价指数、粮

食和农业生产资料比价指数、财政对农业生产的支出、受灾指数和生猪收购价格指数等 8 个指

标, 以 1978- 1996 年粮食生产的有关数据为依据, 经过逐步回归, 最后保留了粮食产量变动指

数、受灾指数、粮食价格指数、粮食和农业生产资料比价指数、财政对农业生产的支出等 5 个指

标, 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得到回归方程

T t = 2172+ 01253T t- 1- 01246D t- 0119P t+ 0117R t+ 0116M t

(2159)　 (1172) (- 6145)　 (- 2116) (1109) (2194)

R
2= 0182, F = 9184> F 0195 (5, 11) = 4174, û t01975 (11) û= û t01025 (11) û= 2120

式中: T t 表示 t 期总产增长率; D t 表示 t 期受灾指数; P t 表示 t 期粮食收购价格指数; R t 表示 t

期粮食与农业生产资料比价指数;M t 表示 t 期财政对农业生产的支出。

可以看出, 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拟合优度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都是比较理想的, 但

在方程中粮食产量变动与同期的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是负相关关系, 是违背常理的, 因而可以肯

定这 2 个变量之间存在时滞。把粮食产量变动指数与滞后 1 a 的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单独进行

回归, 结果表明, 它们呈正相关关系。总而言之, 改革开放以来, 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变动的因素,

除了体制改变和政策因素外, 比较显著的应该是粮食生产年景 (上一年的)、自然灾害、粮食价

格指数 (滞后 1 a 的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等, 其他因素如生

猪生产价格、经济作物收购指数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较小。

4　平抑粮食生产波动的对策

1)正确认识粮食生产波动。首先要承认粮食生产波动的客观必然性, 由于粮食生产与自然

条件、技术创新、市场经济和政治因素紧密相连, 必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因而也就

不可能总是保持恒定的增长速度。其次, 对于粮食的增减产也要有正确认识, 适当减产未必是

坏事, 剧烈增产未必是好事。在生产安排上应以有效需求为根据, 确定合适的自给率和增长率;

在宏观调控上, 应主要针对超常规剧烈波动 (包括超常供给和超常减产) , 调控手段应以间接的

经济手段为主, 特别是要发挥专项储备的作用, 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在方式上,

要从跟踪调控为主逐步转变为预期调控为主, 逆向操作, 力度适度。要注意把握长期发展趋势,

区分影响波动的长期、中期和短期因素, 其中中、长期因素, 必须保持相对稳定, 而对于短期性

产销政策和具体价格水平等, 要适时调整, 灵活应对[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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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粮食生产活动的监控。主要是建立和健全粮食经济监测、预测和预警系统, 这是认

识、判断和预防粮食生产波动的必要手段。在建立预警的经济指标体系时既要考虑到便于操

作, 又要有充分的代表性, 必须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可靠, 并合理确定经济指标的变动范围与

警度的对应关系。

3)有重点地进行预防和调控。在粮食品种上, 重点抓好玉米和小麦生产, 同时注意对稻谷

的品种结构进行调整。对地区来讲, 主要抓好东北、东南沿海省份, 各地区也要根据本地区的主

要问题对症下药, 如河南、河北要抓好小麦生产, 吉林、内蒙古要抓好玉米生产, 江苏、湖南、广

东、四川要抓好稻谷生产等。

4)注意消除粮食流通、消费领域内的问题。要逐步健全粮食市场体系, 保证流通顺畅, 增强

市场整合, 提高粮食流通的市场化程度, 以准确反映粮食的总体供求状况和发挥资源配置的作

用; 粮食收购价格要根据粮食生产成本 (包括 2 次成本)、市场供求、价格的生产供给弹性和合

理利润率等因素确定, 并保持粮食与经济作物、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比价; 要注意引导居民的

合理消费, 实行目标补贴, 减少粮食浪费。

5)建立运行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可考虑设立专门的粮食调控委员会, 协调投入、价格、信

贷、内外贸易、专项储备以及消费补贴等环节; 要优化专项储备的品种、品质结构, 规范吞吐调

节机制; 要确保农业财政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的稳定增长, 并大力发展农用工业, 发展农作物

保险等。

6)延长粮食产业链条。在粮食出现结构性过剩的形势下, 原粮输出的困难可能引起生产的

大起大落。进行粮食的深加工及转化增值, 使粮食以制成品的方式投向国内、国际市场, 以便增

加效益和稳定产销关系, 起到以销带产、稳定生产的作用。在经营制度上, 要鼓励创新, 优化结

构, 逐步推进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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