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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对于国际粮价波动的冲击!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出较缓慢的正向响应!粮食进口则表现为从负向响应转为正

向响应!并逐渐收敛趋于平稳%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动具有推动作用!对进口量的变动具有较大贡献%长期

来看!我国粮食进口量对生产变动的贡献率较大!而生产对进口量变动的贡献率较小" 因此!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深入粮

食价格市场化改革(提升粮食增产潜力以及促进粮食产业链协同发展将成为稳定中国粮食供给的政策取向"

关键词#Fe6b模型%国际粮价波动%粮食生产%粮食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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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急剧波动#可能导致国内

外粮食价差增大#加大了国内粮食市场风险( 以

玉米为例#由于近几年玉米及其替代品的国际进

口价格远低于国内玉米批发价#造成国际玉米及

其替代品进口量猛增而国产玉米一度滞销库存压

力增大( 可见#在国际粮食价格频繁波动)国内粮

食供给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研究国际粮食价

格波动与中国粮食供给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中

国粮食供给的健康持续发展)粮食供给结构不断

优化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5国际粮价与我国粮食供给关系的

理论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粮食市场供给主要包括

国内粮食生产)粮食进口以及国内粮食储备等(

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影响我国粮

食供给!第一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影响国内粮食

价格从而影响生产与进口-第二是通过干扰国内

粮食调控政策影响生产与库存-第三是通过影响

贸易途径从而影响进口和生产(

!一"通过价格传导影响生产与进口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市场的

扩张能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通过进口可推

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 随着国内外粮食

市场一体化程度加强#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通过

信息传递和进出口贸易传导等途径传递至国内#

影响国内粮食价格!

( 粮食进口的渗透使得国内

更容易通过扩大进口来满足上升的粮食需求#因

而国内价格便不易上涨#且会向国际价格靠拢(

同时由蛛网理论可知#某些商品的价格和产量是

互相影响的( 国内粮食的价格波动致使农户种粮

收益预期产生变化#并影响了农户生产决策行为#

促使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配置及生产技

术进行创新和改良#最终影响国内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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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干扰国内调控政策影响生产与库存

各国政府制定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政策的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国内粮食价格稳定#农户收

入不受损!

#国内粮食生产和库存稳定( 而国际

粮食价格会因为科技的进步)人口的增长)汇率和

石油价格的波动以及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等的改变

而处于长期周期波动状态#各国政府为了减少该

波动的冲击会推出各自相应的对策#比如%绿箱

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等( 中国由于人

口众多#对粮食的供给和需求离不开国际市场#国

际价格的波动冲击会干扰国内粮食宏观调控政

策#导致政策效果受到影响#国内农户和粮食企业

也会因受政府政策影响而改变生产决策和收购策

略#从而影响国内粮食生产和库存(

!三"通过贸易途径影响粮食进口与生产

在不考虑国内外粮食贸易政策限制影响的情

况下#当国际某种粮食价格上涨或下跌时#将会影

响国内该种粮食的进口量#从而影响国内粮食供

给(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

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生产技术及相对生产

成本的差别( 每个国家对其本国具有%相对优

势&的产品应集中生产#并通过出口获利#而对其

国内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应采取进口( 中国

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由于人口众多#农业资源匮

乏#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中国粮食生产不具有

比较优势( 因此#中国加入 Z d̂时#为争取对国

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等的保护支持#放弃了

对具有比较劣势的农业的保护#导致近年来由于

粮食市场的扩大开放#在国际市场粮食低成本高

效率的冲击下#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品种得

以大量涌入中国粮食市场#粮食进口量增多( 而

后快速增长的粮食进口量逐渐替代国内产量占领

中国粮食市场#从而引起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

整#粮食生产要素的配置也随之改变( 当生产要

素从某一品种粮食生产部门流转至另一品种粮食

生产部门时#粮食生产结构也将发生相应改变-当

生产要素从粮食生产部门向其他农产品生产部门

流动时#国内缺乏比较优势的粮食品种生产出现

萎缩#粮食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

(

二5实证分析

!一"模型及估计方法

本文以粮食品种为横截面单位建立面板数

据#选取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四类粮食作物构

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Fe6b$( 其中#为消除

异方差#分别用E=)EYT和EFb表示自然对数的我

国粮食产量)粮食进口量和国际粮价( 面板 e6b

模型"Fe6b$不仅继承了 e6b模型和面板数据

模型的优点#并引入了个体效应及视点效应来反

映个体的差异性及不同截面受到的冲击( Fe6b

模型一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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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生变量粮食产

量E=#粮食进口量EYT和国际粮价EFb三者构成的

向量#(代表四个粮食品种-'代表时间-)

(

是四维的

粮食品种个体效应向量-0

'

代表二维时间效应向量-

$

(#'

代表扰动项(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Fe6b$参数

估计和假设检验的详细技术细节可参阅 CDJ>/

"!$"$$

#和苏
$

芳"!$"!$

$

#根据a(PA"!$$1$

%修改了

Fe6b模型估计程序#采用 C 6̂̂6进行了结果分析(

!二"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 "&&4

3

!$"1 年间我国粮食产量)进

口量和国际粮食价格三大变量#本文的国际粮食

价格指数是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国际谷物价格指

数( 以小麦)大米)玉米和大豆这 4类主要粮食品

种作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

家发改委统计资料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等(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在对各变量做了标准化处理后#为避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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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回归#运用 CMJMJ"+软件先对变量EFb)EYT和E=

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其稳定性( 本文采用

aaR)YFC 和 68c

3

c)GDAN三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

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 "#除变量EFb外#EYT和E=

在aaR和68c

3

c)GDAN检验中均不能拒绝含有单

位根的原假设#所以认为它们为非平稳序列#而它

们的一阶差分序列
3

EFb)

3

EYT和
3

E=均通过了

平稳性检验#因此这三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 Y

""$(

表 "5面板单位根检验

变量 aaR统计量 YFC统计量 68c

3

c)GDAN统计量

EFb

3

"*##& !

#

"$*$#& #$

3

+*!+! 4

###

"$*$$$ 1$

3

!*#%# %

###

"$*$$4 &$

EYT

3

$*4+4 $

"$*++! "$

3

!*"&! "

##

"$*$"4 !$

$*$4! 2

"$*#"2 $$

E=

3

$*44+ &

" $*+!% 1$

3

!*""& 1

##

"$*$"2 $$

$*14+ 1

"$*24$ "$

3

EFb

3

4*1%$ !

###

"$*$$$ $$

3

#*"2+ +

###

"$*$$$ $$

3

#*%$!

###

"$*$$$ $$

3

EYT

3

!*$&+ 4

##

"$*$"% !$

3

#*2!$ 2

###

"$*$$$ $$

3

+*1!" %

###

"$*$$$ "$

3

E=

3

+*&#+ 4

###

"$*$$$ $$

3

#*1&" +

###

"$*$$$ $$

3

#*1#1 %

###

"$*$$$ $$

55注!

###

)

##

和
#

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水平

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由于变量E=)EYT和EFb一阶单整#需进行协

整检验#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本

文采用组统计量和面板统计量两种检验方法来检

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 所示(

由表 !可以看出#4 个统计量 \M)\J)FM和 FJ认

为在 #:的显著性水平下#F值不显著#即变量

E=)EYT和EFb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表 !5各变量的面板协整检验

检验标准 统计量 U值 F值

\M

3

$*141 "*4$# $*&!$

\J

3

$*++# !*$$2 $*&2%

FM

3

"*!&2 $*4+4 $*11%

FJ

3

$*!14 $*&"! $*%"&

!*Fe6b模型估计

为了进行 Fe6b模型的估计#本文先通过

6YR);lYR和7YR消息准则来选择统计量值最小

的阶数作为 Fe6b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 由表

4+知#通过变量E=)EYT和EFb建立Fe6b模型的

最优滞后阶数为 "(

表 +5Fe6b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EJB 6YR ;lYR 7YR

" 3

+4*21&

#

3

11*4!&

#

3

""4*12!

#

!

3

!2*1&"

3

#"*4+1

3

%2*1"%

+

3

!#*4$&

3

4"*!+&

3

1#*+1"

4

3

"+*+4"

3

!"*!#1

3

++*+"2

在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基础上#利用 \TT

估计拟合出 Fe6b模型参数#在此之前#先通过

前向均值差分";AELANM转换$对面板数据中的固

定效应做了消除处理( Fe6b估计结果见表 4(

从表 4的\TT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粮食进口

量EYT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滞后一期的EFb对EYT

基本具有显著影响-粮食生产量E=作为被解释变

量时#滞后一期的EFb和EYT对 E=都具有显著影

响#表明我国粮食的市场供给变化受国际市场粮

食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明显( "!$国际粮价 EFb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滞后一期的我国粮食进口量

和粮食产量对国际粮价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 45Fe6b模型的\TT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DsEFb DsEYT DsE=

Ks\TT Ms\TT Ks\TT Ms\TT Ks\TT Ms\TT

a*DsEFb $*22& +

4*%2# %

###

$*4$4 &

"*%#+ "

#

$*$#" "

"*2&$ #

#

a*DsEYT $*$#4 1 "*+$+ 4 $*%2! $

%*!21 2

###

$*$"# +

"*%%+ &

#

a*DsE=

3

$*%4$ 1

3

"*1"4 1

3

!*$"1 4

3

"*!!1 ! $*%$% &

#*2#% %

###

55注!Ks\TT表示\TT估计系数#Ms\TT表示估计系数的 检̂验值#Ds*表示已经过;AELANM转换的变量(

#

)

##

)

###

分别表示

在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55+*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探究

国际粮价波动与中国粮食供给量之间的动态冲击

过程( 本文将冲击响应期设为 1 期#利用国际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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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价格)我国粮食进口量以及我国粮食生产量对

数建立的 Fe6b模型#进行蒙特卡洛模拟 #$$ 次

所得到脉冲响应结果如图 "所示(

图 "中第一行第二列的图反映了我国粮食产

量E=对国际粮食价格EFb的冲击影响( 我国粮食

产量对来自国外粮食价格的冲击表现出较为缓慢

的正向响应#这种影响逐渐上升#在第二期时达到

最高点#响应程度为 $*$+#而后逐渐下降一段时间

又缓慢上升并趋于平稳( 这说明国际粮食价格的

提高对我国粮食生产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从粮食进口 EYT对粮食生产 E=的脉冲响应

图"第一行#第三列$和国际粮食价格 EFb对粮食

进口EYT的脉冲响应图"第三行#第二列$可看

出#面对粮食进口量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我国

粮食生产当期受到的影响为 $#滞后一期后呈现

缓慢上升的正向变动#在第三期时达到最高点#响

应程度为 $*$!#而后迅速下降并逐渐收敛#说明粮

食进口量的增加刺激了生产#但从六期累积效应

来看#总体上粮食进口对国内粮食生产具有较小

程度的正向作用( 国际粮食价格的冲击对国内粮

食进口的影响当期为负向影响#响应程度为

3

$*""#滞后第一期转为正向影响并逐渐上升#这

种响应在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并逐渐恢复平

衡( 所以#依照国际粮食价格波动+h我国粮食

进口+h我国粮食生产的传导路径#国际粮食价

格对我国粮食进口所产生的正向作用最终会转变

为对粮食生产的正向作用#从而促进粮食生产(

由图 "中第三行第一列的子图可知#我国粮

食进口 EYT对来自粮食生产 E=的冲击有着较为

强烈的响应#该响应程度在当期即达到最高值#约

为 $*!"#随后迅速下降#至第一期时趋近于 $#并

在第二期开始缓慢上升并趋于平稳(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国内粮食的生产冲击对粮食进口的波

动具有正向影响(

图 "5脉冲响应图

554*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更精确地分析国际粮食价格)我国粮食

生产和粮食进口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可以通过

方差分解方法来解析结构冲击对每个变量波动的

贡献度#方差分解结果如表 #所示( 由该表可知#

对我国粮食生产 Y=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我国粮

食生产的变动主要是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在第 !

期达到 %"*4":#之后有随时间下降的趋势#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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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度较大#到第 "$ 期就只有 !#*"1:( 来自国

际粮食价格波动 YFb的冲击对我国粮食生产的

贡献率在第 !期仅为 $*#":#此后也是缓慢上升#

在第 "$期小幅上升至 &*"&:( 因此#国际粮食价

格波动对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变动有较低的贡献

率( 这说明国际粮食价格的变动对我国粮食生产

的变动具有推动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第

!期我国粮食进口量 YYT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占 "%*%:#而在第 1 期这种影响程度已经上升到

了 #+*2%:#说明长期来看#在考虑国际粮食价格

波动路径下#我国粮食进口量对我国粮食生产的

变动具有较大的贡献率( 我国粮食生产变动的

#+*2%:可由粮食进口量的变动来解释(

我国粮食进口量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由其自

身解释的比例较高( 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进口量

变动的冲击影响开始并不明显#第 ! 期仅为

"t$":#至第 1 期为 %*4&:#而到第 "$ 期这种影

响程度小幅上升到 "+*4!:( 这表明长期来看#我

国粮食进口量变动的 "+*4!:可由国际粮食价格

的波动来解释( 我国粮食生产对粮食进口量变动

的解释能力一直较小#从第 ! 期时对其方差的贡

献率仅为 $*"%:#到第 1期时仍仅为 $*4+:#第 "$

期为 $*+":#说明我国粮食生产对粮食进口量的

变动贡献率非常小(

表 #5不同预测期各变量的方差分解

变量 时期 EFb EYT E=

EFb ! $*&2+ % $*$"% 2 $*$$2 #

EYT ! $*$"$ " $*&%% " $*$$" %

E= ! $*$$# " $*"%$ % $*%"4 "

EFb 1 $*%1$ " $*"$" $ $*$+% &

EYT 1 $*$%4 & $*&"$ % $*$$4 +

E= 1 $*$+# & $*#+2 % $*4!1 +

EFb "$ $*%!" 1 $*"+$ ! $*$4% +

EYT "$ $*"+4 ! $*%1! 1 $*$$+ "

E= "$ $*$&" & $*1#1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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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我国粮食生产对于国际粮价和粮食进

口量的冲击均表现出较缓慢的正向响应#而我国

粮食进口对于国际粮价的冲击呈现出由较强负向

响应向正向响应转变并最终趋于平稳的状态#对

于来自粮食生产的冲击则呈现出由当期较强的正

向响应迅速下降的状态(

第二#国际粮食价格的变动对我国粮食生产

的变动具有推动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长期来

看#我国粮食进口量对生产的变动具有较大的影

响( 我国粮食生产对粮食进口量的变动贡献率非

常小#但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进口量的变动

长期具有较大的影响( 我国粮食生产和进口量并

不能显著影响国际粮食价格的变动(

!二"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粮食

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面对国际市场严峻形势#持

续增强本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并非一味地增产

粮食#而应向粮食消费侧看齐#在保证口粮完全能

自给的基础上#重点增强供给侧方较薄弱的粮食

品种的生产能力#比如大豆的自给能力( 加强

%三农&队伍建设#激励教育程度较好的青年劳动

力留在乡村振兴农业生产#并强化农业生产物质

装备以及粮食科技支撑#通过科技创新推进粮食

优质品种的研发#从而提升粮食增产的潜力( 另

外#为降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造成中国粮食

供给总量过剩的影响#应从生产侧)传播侧)监管

侧等供给侧主体进行结构性改革!

#推动粮食产

业链的协同发展#加快整合产业环节#促进粮食产

业科研)生产)仓储)物流)加工和贸易一体化

发展"

(

第二#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继续推动粮食

价格市场化机制改革( 自 !$$4年以来#由于对中

国粮食的定价一直是政府在发挥主要作用#这种

%政策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粮食产

量#提高了农民种粮收益#却导致了价格严重扭

曲( 而导入市场竞争机制#让价格回归市场#让市

场对粮食定价发挥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提升我国

粮食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三#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政

府宏观调控机制( 导入市场价格竞争机制并非意

味着政府完全放弃对市场的调控干预#在国际市

场粮食价格的长期波动背景下#中国农业补贴政

%1

!

"

邓义#陈哲#邢慧茹#段凌峰!*供给侧改革下提高中国居民粮食产品消费质量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 !2个省市区粮食产品消费

行为的调研,#*消费经济,!$"%年第 "期(

曾黎君#喻姗娜#刘平洋!*食品价格与RFY作用机制探讨,#*企业经济,!$"1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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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题日益凸显#新形势下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保

障农户种粮收益#确保粮食供给中的生产和进口

结构平衡#应着力于实施农业保险制度#增加农业

%绿箱&补贴政策#同时应以促进乡村振兴建设)

保护生态环境及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目的对

农户实施直接补贴措施( 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还应

继续以强农惠农为根本出发点#重点培养新型职

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带动农村新兴产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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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7>G)/AGG# ;>/J/ O/)PANG)MI(@C.)A/.AJ/' Â.D/(E(BI# _)J/BMJ/ 4""!$"# R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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