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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立我国粮食供给波动产生和传导图的基础上
,

分析了粮食供给波动产生或传导的系统内和系

统外原因及不同原因在系统中的不同功能
,

重点分析了市场波动的放大和传导过程
,

包括农民市场供给粮波

动放大的根本原因分析
,

完全自由竞争的中国粮食供求模型分析和政府行为的作用分析
。

认为我国粮食供给

波动的深层次原因是种粮比较利益的波动
,

其深层次原因是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

平抑粮食供给波动

要求发挥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
,

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尊重市场对粮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

培育多个粮

食市场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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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粮食供给主要靠 自己解决
,

其波动的大小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
,

因此
,

分析粮

食供给波动的原因对政府制定宏观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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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分析我国粮食供给波动原因的大量文献中
,

很少有涉及波动的传导和放大过程
,

并

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
。

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发现
,

即使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
,

粮食供给系统内部

也会产生自激和振荡
。

在分析粮食供给波动原因时
,

必须分清系统内和系统外原因 系统外原

因不具有直接传导和放大的功能
,

对波动的影响是通过系统内原因起作用的 系统内原因都有

传导的功能
,

但只有一部分具有放大的功能
。

对于放大功能
,

必须对供给数量
、

供给价格和供给

心理 个因素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
。

我国粮食供给波动的产生和传导如图 所示
。

口 粮食供给系统内的波动因素

劳劳动投人波动动

粮粮食总供给波动动

农农民自储粮波动动

图 我国粮食供给波动的产生和传 导

图 分为上
、

下两半部分 上半部分种粮 比较利益波动导致粮食总供给波动
,

称为生产波

动 下半部分粮食总供给波动导致种粮比较利益波动
,

称为市场波动
。

可看出波动的连续传导

特征及生产波动和市场波动的相互作用
。

除了政府的目标是促进发展
、

保障供给
、

力图平抑粮

食供给系统的波动即起到负反馈作用
,

其余的波动传导都是正反馈
,

即逐步放大粮食供给波

动
。

由于生产波动的产生和传导比较简单
、

直观 即符合市场行为
,

价格提高或投入增加
,

粮食

总供给增加
,

本身又不具有放大功能
,

因此下面主要分析粮食市场波动产生
、

放大的原因和传

导过程及政府行为
。

分散的小农户经营形式及不完全信息的非正常价格预期是农民市场供给粮波动放大的根

本原因
。

我国粮食生产总量的 左右是 自给 自足的非商品粮生产
,

首先要满足农民 自用
,

真

正进入流通的商品粮 包括国家定购粮 只占粮食生产总量的 铸左右
,

主要用于城镇居民 口

粮
、

饲料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等
。

当由自然灾害等其他原因导致粮食总供给发生波动时
,

农民

除完成国家 亿 定购任务 约占商品粮总需求量的 呱左右
,

再向市场出售多少余粮

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

不完全由当年收成状况决定
。

对此可以简化为如下函数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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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夕 , 少卜 , , ‘

式中 为农民完成国家定购任务以后向市场出售的余粮
‘

为当年收成状况 一 为上一年收

成状况
,

为农户判断的当年市场价格走势
。

以 对这 个参数求偏导
,

得
夕 , 少卜 , ,

其中 刁 少 夕卜

谷 表示 由于农民小规模的经营方式
,

一家一户独立搜集信息
、

进行分析判断
,

因此很难

掌握真正的市场信息 价格上升时农民总是凭直觉认为价格还将继续上升
,

采取的对策是惜

售 反之市场价格下跌时
,

采取的对策是抛售
。

谷
,

》 苏 表示 由于农户间经营规模
、

文化水平等存在诸多的相似性
,

因此他们的对策具有趋同性和攀比性 , 〕,

这样
,

农户判断的当

年市场价格走势对他们向市场出售余粮的影响比当年收成状况和上一年收成状况的影响要大

得多
。

谷 妙 谷 卜 ,

表示当年收成状况对农民向市场出售余粮 比上一年收成状况的影

响大
。

对式 求全微分
,

得
, 。 , , ,

。一 万丁 十 石二丁一 一 十 石二万 户
口 少 。 少 一 。 尸

综合式
, , ,

可以看出
,

当粮食收成变化而市场价格基本稳定时
,

农民市场供给粮

食的变化幅度远不如价格同时变化时农民市场供给粮的变化幅度大
。

由于某种意外因素导致

粮食市场价格非正常上升时
,

即使当年收成状况好
,

农民市场供给粮仍然减少
,

从而粮食市场

价格进一步上升
,

反之粮食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
。

这就是我国粮食供给系统内部的 自激和振

荡
。

由于农民非正常的价格预期
,

收成状况波动导致的市场供给粮波动幅度被放大了
。

现在讨论完全 自由竞争情况下的我国粮食供求波动川
。

农民市场供给粮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市场供求波动
。

供求波动还取决于市场需求波动状

况
。

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
,

需求弹性很小
。

如果政府没有特殊的干预行为
,

比如平抑和吞吐
,

国

有粮食部门的企业行为又是规范的
、

合法的
,

即不能随便动用国家储备粮等为企业利益服务
,

所有的企业行为必须通过正常的市场购销完成
。

在满足这 个前提的条件下
,

我国粮食市场供

给量和需求量的
“

线性化 ”一次函数均衡模型如下
, 万,

二 一 ,

, 一‘ 卢,

卢。 , 一 尸 二一 一 , 一

式中
, , ‘ ,

和 均为已知常数 。
, , 二 , , ,

卢二 , , , 一 和 拓
一
分别为当月商

品粮需求
、

供给
、

农户期望价格
、

实际销售价格
、

前 个月销售价格和前 个月销售价格
。

该模型

的特点是 与传统蛛网模型相比
,

引入了期望价格的概念
,

并且 为正
,

表示当价格上涨时农

户判断的价格是继续上涨
,

当价格下跌时农户判断的价格是继续下跌 由于国有粮食部门体制

上的缺陷和粮食市场的不稳定性
,

不完全信息的非正常价格预期也适用于国有粮食部门的企

业行为 粮食供给需求的戈德温蛛网模型的时间是以 年 为单位
,

而以月为单位分析更

符合商品粮供求波动的特点 戈德温蛛网模型分析的供给函数是
,

本文分析的 的

商品粮供给函数更符合我国商品粮供给的实际情况
,

即当 一 一 ,

价格上涨时供给量减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少
,

当 一 , 一 ,

价格下跌时供给量增加
。

式 均衡解存在的条件是 一 笋 。 一 八 一
。

一 一 和 一‘ 一

一 。可以 由图 中的 一 和 一 两线表示
。

图 示 出传统蛛网模型的供给与需求曲线
。

一一
卜,工,︸

湘目

、、 性卜、
,,

图 我国商品粮 线性均衡模型的

供给与需求曲线

式 均衡解存在的情况下
,

实质性稳定条件为

图 传统蛛网模型的

供给与需求曲线

‘ 产《

对我国商品粮供求模型的分析表明
,

在完全 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

商品粮供求很可能没

有均衡点
,

此时市场是失控的波动
,

价格以供给与需求曲线为上
、

下界 自由变化
,

对国民经济破

坏很大
,

即使均衡点存在
,

蛛网模型的收敛也有严格条件
。

在发达国家
,

不可能出现 的向

右下方倾斜的供给曲线
,

粮食供求的均衡点一般也都存在
。

我国粮食供求波动有其独特的特

点
,

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更有必要
。

宏观调控机制的不健全及非宏观调控的政府行为不能有效平抑供求波动
。

在农民市场供给粮波动的情况下
,

自由竞争的市场必然导致供求波动
,

并且波动状况很可

能是失控的
、

难以收敛的
,

因此平抑波动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
。

如果政府能够适时进行有效的

宏观调控
,

比如当市场粮价上升时政府及时抛售储备粮
,

反之进行市场收购
,

就能够平抑市场

供给波动
。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

政府行为一方面起到供给需求差额的数量调节作用
,

更

主要的是一个合理的吞吐和抛售价格能够改变农户不合理的价格预期
,

从而诱导农户增加或

减少市场供给粮
,

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

改变农户不合理价格预期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加强舆论

宣传
,

及时免费向农户传递粮食市场信息
。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
,

必须有一套健全的运行机制
,

尊重市场对粮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

用
,

同时必须培育多个市场主体
,

只有打破部门垄断
,

在竞争的环境下才能建立合理的监督约

束规则
。

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
,

个经济理论问题必须澄清 政府调控和市场一样都存在

失灵
,

政府调控的作用不能夸大 , 并不是政府的行为都是宏观调控
,

如果不是出于弥补市场

缺陷的作用而采取的政府行为
,

就不能划为宏观调控的范畴
,

如合同定购政策
、

省长负责制就

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

国家合同定购政策实际上放大了粮食供求波动
,

因为合同定购

政策减少了农民市场供给粮的基数
,

使得同样的农民市场供给粮变化量引起的市场扰动幅度

加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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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增加国家合同定购粮的比重
,

直至农民除了 自用

粮以外
,

基本上完全实行合同定购
,

这时的市场价格是稳定的
,

不

存在供求波动和价格放大
。

表面看这是解决复杂波动问题的唯一

办法
,

事实上它是以长期的供给短缺 一 ,

为代价的
,

如图 所

示
。

西方经济学家将物价冻结造成的供给不足称为
“
短缺性通货

膨胀
” 。

实行完全合同定购政策的结果必然是
“
短缺性粮价波动 ” ,

即粮价波动事实上是存在的
,

只是用行政手段使之成为隐性的
。

“ 短缺性粮价波动 ”比一般意义上的粮价波动危害更大
,

否则 国家

就不会放弃统购统销政策
。

公了户

图 我国商品粮完全合同

定购的供给与需求

放大的价格波动信号和粮食的非市场定价调价是种粮比较利益波动的根本原因
。

通过对粮食供求波动蛛网模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
,

农民市场供给粮的波动常常导致产生

放大的价格波动信号
,

用 月, 一 仰
二 二

站
一‘

表示
。

夕
, 又称农民市场供给粮的价格弹性

,

它表示农民市场供给粮变化
,

价格变化 夕呱 夕一般大于
。

如果考虑粮食总产量的价格弹

性
,

则价格波动信号的放大幅度更大
,

用 夕 昭 夕,

勿
, 一 ‘一 月,

表示
。

假设粮食总产量变化时
,

农民自用粮和国家定购粮一般不变
,

农民自用粮占粮食总产量的

左右
,

国家定购粮占粮食总产量的 铸左右 亿 亿
,

则农民市场供给粮只

占粮食总产量的 铸左右
,

即 夕“ 尹, 。

放大的价格波动信号必然导致农民种粮比较利益发生剧烈波动
,

从而进一步引起农民资

金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波动
。

即使去除价格波动信号的作用
,

农民种粮比较利益也容易发生波

动
,

原因是粮食的非市场定价和调价政策
。

粮食价格扭曲是指粮食对其他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

合理
,

正确的比价必须由市场来决定
,

而不是由政府算出来的
。

资源分配理论困可以很好地说

明这一点
。

设农民市场供给粮的一部分在 个生产饲料的企业进行分配
,

合理分配的含义是使粮食

在各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用最大
,

否则就存在粮食的浪费和 损失
,

即

人 九 ⋯ 人
,

⋯十
,

一

式中 二 表示农民市场供给粮在第 个企业的分配量 人
‘

表示
‘

的单独投入对第 个企业

产出的影响
。

式 规定约束条件的极值问题可以用拉格朗 日乘数法求解
。

作拉氏函数

人
二

」 双 一 一 一
· ·

一
,

、卜

又几凡一一一一一一

一 十几 ⋯

极大值应满足条件

刁

人

几

人 石
二丁 一

,

—
, 忿 ”

常数 又为最优粮食资源分配时应达到的统一粮食边际产出
,

其单位是 ’ 一‘ ,

如 又一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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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粮食生产 饲料
,

可以实现粮食的最优分配
,

各企业会 自动努力实现这个 目标
,

这就

是最合理的饲料与粮食的比价
。

如果人为地确定饲料的价格是 元
· 一‘ ,

而粮食的价格定为

元
· 一 ’ ,

显然交换比例就是 几一
,

其结果是生产饲料的企业增多
,

市场供给粮供不应求
,

拉动价格上涨
。

为了解决生产饲料企业过多的问题
,

政府重新定价
,

结果可能是 久一
,

又导致

卖粮难
。

总之
,

合理比价不通过市场来决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

市场定价合理性的前提条件是

有多个买方和卖方
。

显然买方市场并没有形成
,

因此政府取而代之
,

必然也引起农民的种粮比

较利益发生波动
。

从图 可以看出
,

粮食总供给波动的直接原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波动和单产的波动
,

但深

层次的原因是种粮比较利益的波动
。

引起种粮比较利益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农户小生产与大市

场的矛盾及政府行为不能有效地实现负反馈作用
。

主要结论

分析了粮食供给波动产生或传导的系统内和系统外原因及不同原因在系统中的不同功

能
,

重点分析了市场波动的放大和传导过程
。

分散的小农户经营形式放大了农民市场供给粮的波动
。

完全 自由竞争条件下的我国粮

食供求波动模型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供求波动模型
,

很难有均衡点
,

即使有
,

收敛也有严格

的条件
,

因此政府宏观调控更有必要
。

政府行为与宏观调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

现有的宏观调控机制不能有效地平抑粮食供求

波动
,

有的政府行为放大了粮食的供求波动
。

经过粮食供给系统的传导
,

粮食波动价格被严重放大
,

加上粮食的非市场定价和调价
,

农民种粮的比较利益极易波动
,

农民种粮的比较利益的波动是粮食供给波动的深层次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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