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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不少人认为中国农民自给性强，对价格反应不灵敏。 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统

计实证分析，发现了农产品价格对农民生产决策引导作用的显著证据，证实不存在所谓
“

价格

对农业发展的弱波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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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衣业经济研究的领域内，一直存在着一 场关于衣产品价格与农民行为关系的讨论。

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及掌握的数据、材料，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探索衣产品价格信号对

衣民行为的影响，纷纷阐述着自己对该问题的推测、观点、论断，或者给出实例和统计实证支持

自己的观点。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对生产者行为的引导作用不容置疑。但是对于不久才从

计划体制下走出的带有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中国农民来说，这似乎成了一个问题。本文第 一部

分对同仁的观点作一 点评述，指出某些实证分析的技术性错误，同时给出自己的研究结果。 第

二部分是对农产品价格作用的一个统计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作者观点。

一、关千农产品价格作用讨论的评述

这场讨论有两个主要重点：

1. 价格信号是不是衣民生产决策的基本依据。 持否定意见者认为，中国衣民衣产品生产

的自给自足性很强，产品大部分留自已消费。而自己消费的弹性较大，如果价格高，则自己少消

费多出售；如果价格低，则自己多消费少出售。 同时，衣民生产决策的自主性有限，存在着较强

的行政干涉。 因此，价格对衣民生产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 而大多数学者则肯定价格的作用。

衣产品价格对衣民生产决策没有大的影响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是低估了衣产

品的商品率。例如，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粮食商品率为30％左右，这主要是根据政府收购量以及

统计到的集市贸易量估计的。 而衣民的民间自由交易量很难准确把握。 同时，还应注意到上述

数字仅是直接粮食商品率。实际上还存在着大量的粮食间接贸易，即农民出售的动物性食品的

价值中包含了饲料粮的转移。据统计，我国乡村人口比重为69,6%，衣业劳动力又占了乡村劳

动力的70％叭即使不排除衣业劳动力中的非粮食生产或者非种植业劳动力，粮食生产者及其

家庭人口仍大约占全国人口的49%。再考虑非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水平（直接的、间接的以及

工业消费）比农业入口高。 因此，粮食的全部商品率完全可能超过50%。 其次是孤立地看待粮

食生产。 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包围中，很难有纯粹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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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存在。农民粮食生产市场化的程度仅用粮食商品率衡量是不够的。作为生产者，在当前

生产力水平下，衣民不仅出售粮食，而且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作为消费者，除了吃

的以外，其余生活消费资料基本上从市场上购买。 1996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 2 806. 7

元，食品支出 885. 5 元，即使全部食品都由自己生产，自产自消费的部分也才占全部经济活动

所得的31.5%。 农民的职业选择自由度比计划经济年代明显增大，他们可以较充分地认识自

我劳动力的价值，等等。 所有 这些可以使农民 认识自已消费的那部分粮食的价值，即自己消费

的那部分粮食存在着清楚的价值参照系。 如果他认为生产粮食不划算，他就会少生产，甚至不

生产，成为粮食商品的购买者。最后，由于正确识别价格与粮食产址的关系的实际困难，也使得

人们容易产生对价格作用的误解。理论上所说的价格对产址的关系是一种静态关系，舍象掉了

反应的时间及其它因素的作用，是一 种动态的平面压缩，或者是一种时点上的瞬时图象。 而实

际中的图象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粮食生产受自然界影响很大等 特殊性，再加

上粮食价格作用的时滞性与长期、短期作用的混杂，使得识别粮价对产拭的作用比较困难。

2. 价格对衣业生产的作用是否存在弱波趋势。 不少人把该问题混同于前 一 个问题，第一

个问题实质上是衣产品价格供给（生产）弹性是否等于零，或者近似于零，而第二个问题实质上

是指价格供给弹性是否随时间逐步变小。认为在我国存在着明显的
＂

价格对农业发展的弱波趋

势“有影响的作者是陈志国和李惠茹。 他们试图用数据表明“衣产品价格对农产品产量的弹性

呈递减趋势 ”©。 这 一 观点被相当多的学者所接受。 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不多。

本文 认为陈文存在着明显的技术性错误：（l）所用价格指数数据（经核查发现实际上是衣

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未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疏忽导致了他们的三个错误结论，即：价格指

数上涨率明显高于实际产值指数增长率；产量对产值的贡献度越来越小，价格对产值的贡献度

越来越大；价格对产量的弹性趋弱。 表1左侧是陈文的数据及计算，右侧是本文对农产品收购

价格指数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计算结果。 消除通货膨胀使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去除农

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然后再乘以 100。
表1 1980 —1993年农产品价格弹性变化趋势

年份 实际产值指 名义价格指数 产鬟名 义 价格 社会商品零售物 消除通货膨胀影 产贯实际价格
数(1978年为 ( 1978 年 为 弹性C= (A- 价指数(1978年为 响后的价格 指 数 弹性F=（A-
100) A 1100) R 1100)/CR-100) 100) r) F.- (R/n) X 100 100) / (F.-100) 

1980 105. 22 130.8 0. 17 108. 1 121. 0 0. 25 

1981 112. 70 138. 5 0. 33 llO. 7 125. 1 0. 51 

1982 125. 62 141. 5 0.62 112. 8 125.4 1. 01

1983 133. 19 147.8 0.69 114. 5 129. 1 1. 14 

1984 149. 67 153. 7 0. 92 117. 7 130.6 1. 62

1985 155. 24 166.9 0.82 128. 1 130.3 1. 82 

1986 161. 75 177. 6 0.80 135. 8 130.8 2. 00

1987 168. 27 198. 9 0. 69 145. 7 136. 5 1. 87 

1988 171. 65 244. 6 0. 50 172. 7 141. 6 1. 72 

1989 166.29 281. 3 0.37 203.4 138. 3 1. 73 

1990 199. 73 274. 6 0.57 207. 7 132.2 3. 10

1991 217. 47 268. 5 0. 70 213. 7 125.6 4.58 

1992 234. 26 277. 6 o. 76 225. 2 123.3 5. 76 

1993 250. 03 314.8 0. 70 254.9 123.5 6. 38

注：初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 便于对照只使用1980-1993年的数据，即使扩展到1998年，

结论仍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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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A、B两列的比较以及C列的趋势，陈文得到了他们的结论。但是，消除通货膨胀影响

后，根据A列与E列的比较得到的结论刚好相反，农产品实际产值指数的增长趋势明显快于

实际价格指数增长趋势。最后一列给出的实际价格弹性也与陈文的相反，价格弹性有越来越大

的趋势。1984年后实际价格指数呈轻微下降趋势。 当然，我们无法断定价格作用越来越大。它

实际上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引起的技术进步的作用。(2)混淆了长期价格弹性和短期价格弹性的

区别。 陈文处理的价格弹性实际上是一种长期平均弹性，即从1978年起到当年止这段时间内

的平均弹性。 例如，表1 的1993年给出的数据是1978年至1993年共16年的平均结果。 而经

济学理论通常讨论的价格供给弹性实际上是一种瞬时或者短期弹性。短期价格供给弹性是指：

当价格变动时，在原有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及时调整产量

对价格作出反应的供给价格弹性。 具体时间长短根据具体产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般来说，

工业品时间较短，如电、煤气可以以日、星期计算；农产品的时间较长，可以是儿个月或者一 、二

年。长期供给价格弹性是指：当价格变动后，有足够的时间允许生产者对价格作出反应，调整生

产组织结构，更新技术设备，从原有产量水平改变到新的产量水平。从表1 最右侧列得知，不存

在农产品长期供给价格弹性的递减趋势。短期供给价格弹性是否存在弱波趋势的问题，我们将

在本文第二部分作统计实证分析。 (3)忽略了农产品价格反应的时滞性。 计算长期价格弹性可

以不考虑生产者对价格作出反应的时间，因为时滞影响被时间长度平均化了，但必须考虑通货

膨胀影响。计算短期价格弹性可以不考虑通货膨胀影响，因为短期内通货膨胀的差别和变化并

非特别大，在价格比较时，分子分母互相抵消了许多，但必须考虑价格反应的时滞性。特别是由

于农产品生产周期长，通常达到一年，衣民的当期产扯来不及对当年价格作出反应并进行调

整。

二、农产品价格作用统计实证分析

l．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计

这部分讨论集中在最典型的农产品—— 粮食上。 考虑粮食产量 Y,（千万吨）与粮食价格短

期变动的关系。 经过试算 、比较把粮食价格选定为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以上年为基期），即相对

价格。再除以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去掉通货膨胀和物耗成本变动的影响，记为P,。如果选

用粮食衣村集市贸易价格指数，数据处理效果几乎与前者一样好。 这与柯柄生的推断不符气

柯认为农民主要根据自由市场价格做出产量决策而不是收购价格，看来是低估了政府收购价

格的市场性。因为收购价格有两块，国家定价和议价，议价的作用与市场价差不多；更重要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定价比较注意价格机制的作用，并以市场价格为参照系。 考虑到粮食生产

对价格信号反应的明显滞后，滞后期为一年，所以在模型中使用的是数据对系列(Y t ,p1-1)。 数

据系列从1980年到1998年，减去一年时滞，共得18个观测值。 数据来源有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7 与1998国民经济统计公报。

考虑到粮食产量还受到非价格因素的影响。 例如，即使价格不变，农户间的竞争也可能使

农民采用低成本技术 、提高劳动技能 、追加投入等使得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得以进行。 表1右侧

两列已经显出此种过程。 这种结果短期内可能不显著，长期内却不容忽视。 因此，在模型中设

置了时间t变量，t = l对应于1981 年，每年递增1。 时间t变量代表了所有非价格短期作用的

并随时间单调变化的因素的综合作用。 自然气候等因素归入随机干扰。

模型形式选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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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Xe b'XP巨

其对数等价形式为

In Y,= ln a+bt+clnP,_1 

时间t的系数b的符号理论期望大于零，价格Pt-1的系数c的符号的理论期望大于零同时又

小于1。意即时间和价格对产量的作用皆为正。c的符号小于1 等价于假设价格的边际作用递

减或者边际成本上升。常数项在数据处理过程中SAS统计软件提示它引起了较严重的解释变

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 它导致了回归系数不合理，故采用强迫原点的回归(Suppress In tercep

tion Regression)，即令Ln a= O。 在数据处理中常数项也被看做 一个解释变量，对于每 一 个观

察来说它都取1。 在我们的问题中，相对价格围绕着常数 100小幅波动，它的作用很大程度上

被常数项所代表，从而导致参数可解释性不好。 张峭作实证分析肯定价格的作用，但他未注意

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由此导致了他的结果显著水平不高，有些参数不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拟合度不高，决定系数仅为 o. 25气因此，他的结论说服力不够。 根据经济意义和统计检验

结果，我们的模型形式最后选为

In Y, = bt +c!nP,一1 或 Yt
= e bt ·P归

2. 参数估计及检验

利用SAS统计软件，进行了强迫原点的简单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列人表2，除轻微的自相

关而外，各项统计技术性检验均 很好。一般来说，自相关只影响预后性，对参数的可解释性没有

影响。 如要预测可在此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残差序列的作用即可。 对参数解释有意义的决定系

数、条件指数、T检验等都很好。 表示价格对产量的作用的系数C达到了非常高的统计显著水

平。 对一个平均年度来说， 粮食价格弹性为 o. 76，即上年粮食价格上升 1%，当年粮食产量上

升 0.76%。时间 t 所代表的非价格短期作用的技术进步因素的系数虽然不大，但显著程度仍然

很高，达0.0001，它的逐年累积作用不容忽视。 表3 是实际粮食产量与拟合粮食产量的对比

表。 可以看到绝大部分数据对的相对误差不超出 9%，模型大致描绘了粮食产量的三个台阶式

增长和波动，即 1984年，1990年，以及1996年。

表2 模型计算结果

模型 ln Y, =bt+clnP, 1 条件指数
参数ab 0. 023532 0. 758334 3.88805 
标准误 0. 00319523 0.00745858

T检验 7. 365 101. 673 德宾值

显著程度 0.0001 0.0001 1. 131

决定系数 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I F检验值 显著程度
0.9997 0. 9996 | 25137.464 0.0001 

3. 粮食价格弱波趋势探测

对于陈文给出的价格弱波趋势的三个特征，实际上只需讨论第三个，即供给价格弹性存在

下降趋势。其余两个仅是它的必然推论。 为了探测粮食价格对生产的作用是否存在弱波趋势，

同时又避免随机冲击，我们对前面得到的模型形式使用逐年递推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首先对

1981-1987年的数据作上 一 节同样处理。 然后，往后移动一年，对1982-1988年的数据作同

样处理。 依此类推，直到对1992年 － 1998年数据作同样处理。 最后观察逐次计算得到的价格

弹性序列的变化，即可得知是否存在粮食价格弱波趋势。（数据处理得表 4) 我们看到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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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变化相当稳定，显著程度一直都很高。弹性值始终处于0.73到 o. 84之间，1991年以前

似乎存在极其微弱的下降趋势（作统计趋势显著性检验不能证实），再往后却有明显增加的趋

势。 因此，粮食价格弱波趋势不存在。

表3 产量对照表

年份 实际产童 拟合产量 年份 实际产董 拟合产量

1981 32.502 35.41 1990 44. 624 43. 74 

1982 35.45 36. 67 1991 43. 529 39.0 

1983 38.728 35.85 1992 44.266 40.61 

1984 40. 731 38. 60 1993 45.649 45.33 

1985 37.911 39.35 1994 44.510 47. 20

1986 39. 151 37. 44 1995 46.662 55.43 

1987 40.298 40.64 1996 50.454 52. 36

1988 39.408 40.60 1997 49.417 48. 87 

1989 40.755 40.46 1998 49.0 46.02 

表4 价格弹性趋势变化表

观察范围 中心年份 参数b（显著性） 参数c（显著性）

1981-1987 1984 0. 33(0. 750) o. 750(0.0001) 

1982-1988 1985 0.0178(0. 767) 0. 767(0.0001)

1983-1989 1986 o. 0115(0. 777) 0. 777(0.0001)

1984-1990 1987 0. 0206(0. 764) o. 764(0.0001) 

1985-1991 1988 0.0383(0. 736) 0. 736(0.0001) 

1986-1992 1989 0.0385(0. 736) 0. 736(0.0001) 

1987-1993 1990 0. 0377(0. 734) 0. 734(0.0001) 

1988-1994 1991 0. 0246(0. 760) 0. 760(0.0001) 

1989-1995 1992 -0. 0027(0. 826) 0. 826(0.0001) 

1990-1996 1993 -0. 0067(0. 841) 0. 841(0. 0001) 

1991-1997 1994 o. 0006(0.826) 0. 826(0.0001) 

1992-1998 1995 0.0285(0. 739) 0. 739(0.0001) 

方程 LnY, = bt+cLnP,-1 

三、结论和建议

1.80年代初到 1998年期间，粮食价格对产量的作用并不存在弱波趋势。统计实证有力支

持粮食价格是衣民生产决策的 基本依据。基于前期粮食价格信号，衣民作出粮食生产的投资投

劳决策，从而对粮食产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2.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指导粮食生产比较自觉地利用了市场价格机制，比较正确地制定

了收购价格，对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价格在

粮食总量供给平衡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这对我国解决今后的粮食供求矛盾、减少粮食产量波

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加强粮食市场调查研究工作，尽可能地掌握供给、需求双方的信息，参

照粮食市场价格审时度势、及时地、正确地调整粮食收购价格。这是保障粮食安全、做好粮食供

求平衡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之一 。

3． 当然，要想解决长期粮食供求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仅靠价格是远远不够的。粮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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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政府单方面意志的结果，而是供求各方进行动态博弈的结果，与市场结构和政府财政实

力有极大关系。

4． 在长期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中，非价格性的技术进步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由实证

分析中解释变量时间t的作用得到印证。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千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

的、极富竞争性的市场供给（生产）结构安排。

注：

CD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陈志国等：《价格对农业发展的弱波趋势》，《经济研究》1996年2期。

＠柯柄生：《中国粮食市场与政策》，中国衣业出版社1995年版。

＠）张峭：《中国粮食生产波动分析》，《调研世界》199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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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4 页）减免，却能改变法人企业对资本收益的预期，并会有力地促进其降低费用开支，

减少成本冲减利润的因素。

第四，扩大省级地方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 其主要的措施包括： 一是允许

省级地方政府发行由地方财政担保的专项建设债券，年发行额不得超过当地财政收入的 3%,

债务累积额不得超过当地财政收入的 20%；二是建立新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债务型转

移支付体制，中央政府可用其赤字收人或债务收入按一定比例购买省级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

建设债券，并以债权人的身份来监督地方政府对该项资金的使用；三是允许地方政府出售部分

国有企业的产权，以其收入来充实当地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基金。

月

矗

注：

参见《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的文章《中国货币政策分析》。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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