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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H ]953~1 997年粮食生产统计数据为依据，在分离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的 

基础上 ．总结 了粮食生产波 动规律和时序分布特征t分析 了粮食生产波动的成 因机 制t并对迈 

向 2l世纪陕西省粮食生产形势作了相应的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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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陕西省粮食生产在波动中缓慢增长，维持着低水平的供需平衡，粮食生产 

的超幅度波动和非平衡运行态势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把握粮食生产 

波动的内在规律性特征，预测粮食生产波动趋势，对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粮食生产波动的分离及时序发展趋势 

1．1 粮食生产波动的分离 

常用分离经济周期波动的方法有直接法、剩余法和普查局法 】 针对陕西省粮食 生 

产波动幅度较大，干扰因素较多的实际，本研究采用修正逻辑斯蒂模型拟合粮食生产长期 

趋势，以剩余法分离波动。波动指数用实际值与趋势值的残差和趋势值的百分比来表示 

F = (y 一 )／ × 1 o0 0— 1，2，⋯⋯，Ⅳ) 

式中， 为粮食生产波动指数 ，表示粮食生产相对与长期趋势偏离程度；Y 为粮食生产在 

￡时刻的实际观察值；y 为￡年的趋势粮食产量，反映了粮食生产随时同推移表现出来的 
一 种较为稳定的增长或下降趋势，它代表了Y 发展的基本方向 显然， 越大，说明粮食 

生产偏离趋势产量越远，稳定性也就越差；反之， 越小，说明粮食生产偏离趋势产量的 

程度越小 ，稳定性也就越高。 

表 1拟合了(1953～I997年)陕西省粮食生产的波动轨迹，其间蕴涵着 4O多年来粮 

食生产所经历的种种崎岖与坎坷 按物理学对波动周期的定义，可以把各粮食生产年份归 

于不同的周期。从表 1可发现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已经过了9个完整的周期，第 1O个生 

产波动周期刚刚开始。以1979年为分界线，把陕西省粮食生产周期波动分为改革开放前 

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1953~1979年)共 5个周期，改革开放后(1979～ 

l997年)共 4个周期。第5周期虽包括了改革开放后的 1978和 1979年 2个年份，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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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以前 的年份有 5个，仍归于改革开放前 的发展 阶段。 

表 i 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拟台及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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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粮食生产波动的时序发展趋势 

粮食生产波动规律可以通过波长、波幅和平均位势等波动参数变化来衡量。改革开放 

前后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发生 r深刻、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新的规律性特征。 

1 2．1 波长(L) 波长是指粮食生产经历 1个完整周期的时问跨度。分析陕西省粮食生 

产波动周期的波长，与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周期的界定相去甚远 因此可根据陕西省粮 

食生产各周期波长的实际，把粮食生产周期分为 3类 长周期 7年、中周期 5～6年、短周 

期 4年(表 2)。 

表 2 陕西省粮食生产各波动周期波长置类型分布 

由表 2可见，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后粮食生产周期波长缩短 1．15年。再分析 

各波动周期的波长，可发现改革开放前粮食生产波动周期规律性较弱，周期类型 中、短、长 

3种类型兼而有之 而改革开放后粮食生产周期波长规律性较强，以短周期为主 波动周 

期的规律性变动说明了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粮食生产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 

1．2 2 波幅( ) 波幅或振幅指各波动周期内粮食波动起伏的剧烈程度，它是反映经济 

增长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最简便、最直观的计算波幅方法是以各周期峰谷问的落差值 

来表示。根据各周期峰谷落差程度强弱将波幅分为3类(表 3)，即强幅型( ≥20)、中幅型 

(10≤S<20)和弱幅型 <l 0) 

表 3 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各周期振幅及类型分布 

从表 3知，改革开放前各周期整体上应归属于强幅型波动，而改革开放后的粮食生产 

周期属中幅型波动 改革开放后平均峰谷落差降低了8 98，改革开放前各周期粮食生产 

波幅较大，而改革开放后的各周期除第 9周期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峰谷落差达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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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 3个周期的峰谷落差都维持在较低水平。改革开放前后粮食生产波幅的对比，表 

明改革开放后粮食波幅减弱，稳定性增强 ，但有待继续提高。 

1．2．3 平均住势(A) 平均位势是各波动周期内粮食生产的平均波动状况，它表示每个 

周期内粮食生产波动的总体水平．粮食生产周期内大的起伏必然会增大平均位势的变化 

幅度。对各个周期的平均位势采用波动指数绝对值的算术平均数来表示。为方便研究，便 

于比较，仍将改革前后粮食生产波动的平均位势分为 3类(表 4)，即高位型(A≥10)、中位 

型(5≤A<10)和低位型(A<5)。 

表 4 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各周期平均位势及类型分布 

平均位势的变化，改革前后也有显著差异。改革开放前粮食生产各周期内平均位势一 

直处于中高位型，粮食生产的稳定性较差；而改革开放后粮食生产波动的平均位势则以中 

低位为主。平均位势的降低说明了粮食生产整体稳定程度已有较大改善。因此，从波长、 

波幅和平均位势等波动参数的变化可以发现 ，同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后粮食生产波 

动周期变短、波动趋于缓和，粮食生产进入 了良性循环发展 阶段，这对于保障粮食供给 ，确 

保 区域粮食安全无疑是有利的。 

3 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的时序分布特征 

经 z 检验，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指数在时间序列上服从(R=一0．103，Q=9．517)的 

正态分布。参考陕西省粮食生产实际状况 ，可把各粮食生产年份化归为不同的年景。 

>(R+1．65Q) 大丰收年景(供给充足) 

(R+0．67Q)< ≤(R+1．65Q) 丰收年景(供求平衡略有剩余) 

(R—O．67Q)≤ <(R+0．67Q) 正常年景(供求基本平衡) 

(R一1．65Q)≤ <(R—O．67Q) 歉收年景(供给短缺) 

<(R一1．65Q) 严重歉收年景(供给严重短缺) 

式中， 为 F 的多年平均值，Q为标准差。其中 =1．65表示正态分布为95 时的概率 

保证值， =O．67表示正态分布为75 时的概率保证值。 

根据以上粮食年景区问的划分和各年份波动指数在年景区问上的归属，可以归纳总 

结出建国以来陕西省粮食生产波动的时序分布特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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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粮食生产波动指数的分布，基本上反映了建国以来粮食供求状况。从粮食生产各 

统计年份波动指数的实际分布看，粮食生产供应充足的年份(包括充足年份和略有节余年 

份)所 占总生产年份 比重为 26．66％，而歉年(包括短缺年份和严重短缺年份)所 占总生产 

年份比重为22．23 ，粮食生产供应充足的年份所占比重比歉收年所占比重高 4 。在不 

考虑波动幅度大小的基础上，大体反映了建国以来，陕西省粮食供给丰歉互补后 ，供求平 

衡的基本现状。 

(z)一4 的波动指数是粮食供求平衡监测的警戒限。从各年份波动指数振动幅度看， 

正常年景粮食生产实际波幅在±4 范围内。研究中只是为了保持各区问连续性，才把粮 

食供求平衡的下限定为士6．47 。 但各年景实际分布表明，在粮食供求处于平衡状态下， 

如果波动的实际值落人正常波动区间5=4 之外时，则表明粮食生产已处于不正常运行状 

态 ，应及时分析原因，加以控制。 

(3)粮食供给缓冲能力较弱。从粮食生产各年份波动指数实际分布看，供求基本平衡 

区间无论是到短缺区间或是到供给充足区间，波动指数的跨度都比较大，且负向跨度远近 

大于正向跨度。从供求基本平衡界限到供给充足界限间跨度为3个百分点左右，而从供求 

基本平衡到短缺界限则留下了近 6个百分点的“真空区域”。因“丰平歉”年景之阃缺少相 

应的“缓冲区”，粮食供给缓冲能力较小，弹性较弱。粮食一旦减产幅度便较大，供求平衡态 

势随即被打破。 

(4)粮食供求失衡发生的连续性。从表5可知，在粮食供给严重短缺的 3个年份中，有 

2年是连续发生的i在短缺的 7个年份中，有 4年是连续发生的。其中 1 963和 1964年粮 

食短缺是步 1961，1962年粮食严重短缺的后尘。粮食生产供求失衡发生的连续性特征，往 

往使几年内粮食短缺相互叠加，使本来紧张的粮食供给形势更加恶化 

4 粮食生产时序波动成因机制分析 

4．1 外在冲击机制 

体制和政策冲击 从建国到现在，我国粮食生产经营体制频繁变动，制度变迁构成了 

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重要因素。政策和体制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直接的甚至有决定 

性的作用 从陕西省粮食历次涨落的事实看，粮食生产景气与否与政策正误交替相关，关 

系密切 当政策、体制正确时，粮食供给较为宽松，当政策失误时粮食供给则较为短缺 

市场价格 因素 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作为调节供求和刺激生产的杠杆开始自觉运 

用，粮食价格作为反映粮食供需平衡 指示器”和资源配置“调向器”的作用愈加明显 但我 

国粮食市场容量狭小，市场体系不够统一、完善 在不健全的市场运作机制下，分散的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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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经营体制和不完全信息的非正常价格信号使“蛛网理论”的放大效应更加明显。粮食 的 

非市场定价又诱发了粮食 比较利益的波动。在利益最大化机制驱动下，农民就必须考虑粮 

食价格、粮食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比价以及粮食生产机会成本的变化来调整生产， 

从而导致粮食生产发生波动。近 20年粮食生产的波动起伏显示 ，粮食生产波动与粮食市 

场价格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 

自然环境因素 粮食生产的 自然属性，决定 了，粮食生产必然受外界生物因素 (病、虫、 

草害等)和非生物因素(光、热、降水等因子的季节组配波动)的影响，风调雨顺时粮食生产 

繁荣发展，旱涝交加时粮食生产大幅度滑坡。而气候的异常变化则是粮食生产波动最主要 

的外在冲击力。陕西省偏居西北内陆腹地，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候变化 比较剧烈 ，旱涝灾 

害比较频繁。年际间农作物受灾面积的多寡与粮食产量波动呈密切的负相关。 

4．2 内在传导机制 

要素投入传导 农业生产基本要素—— 土地、资金、劳力和技术 的投入对粮食生产的 

影响可以是直接的，又可以是潜在的。各要素投入的规模、强度决定 了粮食生产系统的产 

出，而投入结构则关系到资源的转化效率或系统的稳定性。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 

活动 中选择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不仅关系到当年粮食生产，也对未来粮食生产产生潜在 

的影响。 

生产结构传导 现代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而 

系统生产力和稳定性间则往往不能相互兼顾、协同发展0 。短缺经济时期 ，产出最大化成 

为农业生产经营追求的首要 目标 。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的结果是，在农业生态系统内，畜牧 

业生产集约化生产趋势增强 ，农业和畜牧业间供求、连锁、双向互惠关系逐渐被农业对畜 

牧业的单向供求关系所代替；在农田生态系统内部，高产作物如小麦、玉米、水稻等的种植 

面积逐年增加 ，而养地作物的种植 比例则相应被压缩。系统组分减少 ，种群趋于单一，粮食 

生产越来越依赖于人工辅助能的大量投入。整个粮食生产系统内部物流不畅，能流受堵 ， 

系统反馈机制弱化，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稳定性降低 ，粮食生产易发生波动。 

5 21世纪的粮食生产预期 

基于以上对粮食生产波动规律和理论的研究 以及对未来景气的判断，不考虑经济生 

活中存在的收购、外贸、消费、收入等因素对粮食生产周期波动的影响，对 21世纪陕西省 

粮食生产可做 以下预期。 

1)21世纪初粮食生产年均增长率，在维持 90年代以来 2．2 增长水平的基础上会有 

所提高。在目前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难以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粮食总产的提高只能通过 

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来获得。许多学者寄希望于科技进步，特别是生物技术的进步来提高 

单产。然而，在今后--Z十年内，生物技术的突破不可能产生巨大的增产效果。因为。在发 

起战略研究与在农田产生明显的增产效果之间至少有 20年的滞后”，“在今后 1／4世纪 

中，农作物和动物食品增产的主要源泉，仍然是传统技术的进步 “。自省长“米袋子 负责 

制实施以来，政府在政策上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巳组织实施的“科技兴粮”工 

程，计划到“九五”末期，建成 4O万 hm 吨粮田，33．3万 hm 双千田、旱作农业高产田 ， 

可以预计粮食生产综合生产力增强，粮食生产增长速度将会有缓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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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粮食生产仍将维持 4年一度的波动周期，但波动幅度将减弱。由于经济和非经济因 

素的影响 ．粮食生产的周期循环波动是不可能消除的。但随着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 

农 田基本建设投人力度的增加和农业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善，农业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将 

逐步增强。粮食生产的波动幅度将减弱，粮食生产波动将维持 4年的波动周期。根据 1998 

年为粮食生产第 1O周期的上升转折点和对粮食生产波动规律的分析可知 ]，预计 21世 

纪初将有～个减产年份。 

3)市场机制和 自然灾害将是引发粮食生产波动的主要原因。随未来垒球气候变暖趋 

势的加剧，陕西省粮食生产温度和水分匹配不协调的形势也将加剧口]。气候的变化影响到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粮食生产和作物种植制度 ，气候仍将是左右粮食生产波动的重要 因 

子。另则随着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价值规律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直 

接的作用，可以预计未来市场因素和 自然灾害因素将成为诱导粮食生产波动的最主要因 

素。政府对 自然灾害和市场 的预期 ，将直接成为平抑粮食生产波动的决定性因子 。对政府 

行为的预期表明，进人 21世纪，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逐步增强，从而能采取多种策略来 

平抑粮食生产的波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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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order analysis of grain production waves in Shaanxi Province 

XI Jian—chao，YANG Gai—he 

(College Agr~omy、Northwest Science and Teehnalogy Univ~slty of AgHcud~r~ 

and Forestry、Yang~ng，Sfm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of 1953— 1997，the grain wave tendency and time 

order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ed up by separating grain production waves in Shaanxi 

Province．Then the cause of formation mechanism was analyzed，and the tendency of 

Shaanxi Province grain production in 21 century was forecas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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