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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基于影响种子市场需求因素的多元假设, 建立了我国种子市场需求因素测度指标体系, 采用因子

分析法得到了影响我国种子市场需求的 3 个主要因子 (累计贡献率达 82. 733% ) , 并由此建立了种子需求预测模

型。对杂交玉米种子的实证预测分析结果表明, 这种借助于计算机软件的预测模型比传统的经验预测方法要精确

得多; 我国杂交玉米种子未来总体需求量将长期低于 9 亿 kg, 2004～ 2006 年我国杂交玉米种子市场需求量将在 8.

27 亿 kg 左右; 随着农户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种植结构的优化, 种子市场需求量将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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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我国对种子市场需求量的预测, 更多的是

基于“卖方市场”的一贯思维。如农业部种植业管理

司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历年公布的“全国杂

交玉米、杂交水稻种子供需形势分析”中, 通常通过

估计种植面积推测种子市场需求状况[1 ]; 类似地, 中

国农科院学者佟屏亚[2 ]也是依据我国正常年份玉米

种植面积, 大致推算相应的杂交玉米种子需求量。但

由需求理论可知, 影响农户种子需求决策的因素是

多元的, 并且众多因素中种子价格水平与农户的现

金收入水平应占重要地位, 当农户受制于种子价格

水平与家庭现金收入水平时, 往往采取自留种子或

以常规种代替良种进行种子消费决策。因此, 目前这

种根据农作物种植面积预测种子市场需求量的精确

性值得商榷。本文基于“影响我国种子市场需求量的

因素 (包括种植面积在内)是多元的”之假设, 通过对

历年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进行多元统计分析, 建立

了全国种子市场需求量的系统复合预测模型, 以期

对我国种业市场发展有所裨益。

1　影响种子市场需求的因素分析

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

中主要的因素有: 商品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

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

价格预期等[3 ]。目前, 影响我国种子市场需求的因素

可大致归为以下几类:

1)价格。价格因素包括种子价格、其他生产资料

价格以及农副产品价格等。但考虑到种子本身也是

一种农业生产资料, 并为了保证与我国官方公布的

统计数据资料一致, 本文采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反映种子价格,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反映农

副产品价格。

2)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户的购买

力水平。为能更好地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对种子需求

的影响, 农民收入水平可细分为农村住户人均纯收

入和农村住户人均农业收入两部分。

3)农村住户基本情况。我国种子市场最重要的

终端客户是广大农村住户, 因而, 农村住户基本情况

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农户种子需求水平。根据历年《中

国农业发展报告》, 综合反映农村住户基本情况的因

素又可细分为: 平均每户常住人口、平均每户整 (半)

劳动力数量、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及每百个劳动

力受教育程度等。因此, 农村住户基本情况可以综合

反映影响农户良种使用状况的种植规模、劳动力数

量以及劳动力质量等。

4)种植结构与复种指数。种植结构综合反映全

国各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及其种植结构, 这一因素

足以影响到各类具体农作物种子的市场需求规模。

复种指数则可以影响全国种子总的市场需求水平。

5)自然灾害。农业自然灾害因素往往直接影响

到农户的种植决策, 诸如种植结构与种植规模,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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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种子市场需求的结构与规模。农业自然灾害因

素可用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来度量。

6)政策。国家种子政策, 包括关于种子科研、种

子市场建设、农技推广、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 常常

对农户的种植决策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如“退耕还

林”引导农户更多地种植经济作物, 而当前的“种粮

直补”则足以影响到粮食作物种植规模。因此, 国家

政策因素对种子市场需求的影响不可忽视。

从而可以初步建立我国种子市场需求量的影响

因素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
表 1　我国种子市场需求量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 able 1　Facto rs indexes system of seed2dem and in Ch ina

目标层
Goal layer

准则层
Standard layer

指标层
Index layer

种子市场需求量
Seed dem and

价格 P rice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V ar1) P rice indices of agricu ltu ral m eans
of p roduction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V ar2) Purchasing p rice indices of farm
p roducts

农民收入N et incom e of ru ral househo lds
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 (V ar3) Per cap ita annual net incom e

农村住户人均农业收入 (V ar4) Per cap ita annual net incom e from
farm ing

农村住户基本情况Basic conditions of ru ral
househo lds

平均每户常住人口 (V ar5) A verage num ber of perm anen t residen ts
per househo ld

平均每户整 (半)劳动力数量 (V ar6) A verage num ber of ab le2bodied
& sem i2ab le2bodied labo rers per househo ld

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 (V ar7) Per cap ita area of cu lt ivated land
m anaged by rural househo ld

每百个劳动力受教育程度3 (V ar8) Educational level of 100 ru ral
labo rs

种植结构3 3 P lan ting structu re of m ajo r
farm crop s

种植结构指数É (V ar9) P lan ting structu re of m ajo r farm crop s É
种植结构指数Ê (V ar10) P lan ting structu re of m ajo r farm crop s Ê

复种指数 Cultivation index 复种指数 (V ar11) Cultivation index

自然灾害N atural disaster
受灾面积 (V ar12) A reas affected by natu ral d isaster

成灾面积 (V ar13) A reas covered by natu ral d isaster

政策3 3 3 Po licy 国家种子政策 (V ar14) N ational seed2po licy

　　注: 3 该指数是对每年“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每百个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每百个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三者的加权平

均; 3 3 种植结构指数是对我国历年农作物种植面积资料经因子分析所得的 2 个主要因子 (采用SPSS 统计软件,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按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得到。分析结果表明, 这两个主要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81. 524% ) ; 3 3 3 政策变量主要是指国家历年颁

布的、直接影响种子市场需求量的政策。采用“1～ 5 分”主观评分法, 并且内定各类政策的相对大小关系为: 成文法律> 人大会议决议

> 党中央决议> 国务院政策> 农业部政策> 其他部委政策, 并且, 直接相关政策> 间接相关政策[4 ]。

N o te: 3 T h is index is a w eigh ted2average of“the num ber of illiterate and sem i2illiterate, p rim ary schoo l, jun io r secondary schoo l in per 100

ru ral labo rers”. 3 3 P lan ting structu re of m ajo r farm crop s is com bined of two m ajo r facto rs ( their con tribu tion rate is up to 81.

524% ). 3 3 3 Po licy index is po in ted to related national po licy. H ere, these po licies, w ho se relation is law s> national congress

m eeting decisions > CPCπs decisions > po licies of State D epartm en t > po licies of D epartm en t of agricu ltu re > po licies of o ther

departm en t and the po licies direct to seed> the indirect, is sco red by“1～ 5”.

2　数据及数据分析

2.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数据主要为 1985～ 2002 年国家公

开公布的统计数据。其中V ar1, V ar2 见诸于《2003

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5 ]第 138 页表 25; V ar3, V ar4

见诸于《中国统计年鉴》[6 ] (1986～ 2003 年) ; V ar5,

V ar6, V ar7, V ar8 见诸于《2003 年中国农业发展报

告》第 123 页表 10; V ar9, V ar10 原始数据来自

《2003 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第 120 页表 7; V ar11

见诸于《中国农业年鉴》[7 ] (1986～ 2003) ; V ar12,

V ar13 参见《2003 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第 121 页

表 8; V ar14 主要来自《中国农业年鉴》[7 ] (1986～

2003)与张全志主编《种子管理全书 (上)》[8 ]第 465

～ 553 页。所有数据整理后列于表 2 (表 2 中原始数

据量纲从略, 这主要是因为本文主要分析经标准化

的数据, 因而原始数据的量纲将不会对文章结论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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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5～ 2002 年相关原始数据

T able 2　R elevan t in it ia l data of 1985- 2002

年份
Year V ar1 V ar2 V ar3 V ar4 V ar5 V ar6 V ar7 V ar8 V ar9 V ar10 V ar11 V ar12 V ar13 V ar14

1985 104. 8 108. 6 397. 60 191. 46 5. 1 3. 0 13. 8 31. 37 - 1. 35 - 1. 10 - 44 370 22 710 1. 2
1986 101. 1 106. 4 423. 76 205. 03 5. 1 3. 0 13. 8 32. 12 - 0. 82 - 1. 39 - 47 140 23 600 1. 5
1987 107. 0 112. 0 462. 55 207. 8 5. 0 3. 0 13. 8 32. 50 - 0. 71 - 1. 50 151. 2 42 090 20 390 2. 0
1988 116. 2 123. 0 544. 94 222. 16 4. 9 3. 0 13. 7 33. 12 - 0. 80 - 0. 34 151. 3 50 870 23 940 1. 6
1989 118. 9 115. 0 601. 51 240. 19 4. 9 2. 9 14. 1 33. 75 - 0. 88 - 0. 53 153. 2 46 990 24 450 3. 5
1990 105. 5 97. 4 686. 31 330. 11 4. 8 2. 9 14. 0 34. 50 - 0. 99 0. 39 150. 6 38 470 17 820 3. 0
1991 102. 9 97. 0 708. 55 323. 53 4. 7 2. 8 14. 5 36. 41 - 1. 00 1. 61 156. 4 55 470 27 810 4. 0
1992 103. 7 103. 4 783. 99 337. 91 4. 7 2. 8 13. 7 36. 22 - 0. 91 1. 43 156. 0 51 330 25 900 3. 0
1993 114. 1 113. 4 921. 62 438. 48 4. 6 2. 9 14. 5 36. 48 - 0. 11 - 0. 64 154. 9 48 830 23 130 4. 2
1994 121. 6 139. 9 1 220. 98 590. 42 4. 5 2. 9 15. 3 36. 87 0. 14 - 0. 22 156. 0 55 040 31 380 2. 7
1995 127. 4 119. 9 1 577. 74 775. 12 4. 5 2. 9 14. 5 37. 26 0. 31 0. 66 157. 81 458 784 22 267 3. 8
1996 108. 4 104. 2 1 926. 07 924. 4 4. 4 2. 8 15. 4 38. 21 0. 31 1. 17 159. 68 46 989 21 233 4. 0
1997 99. 5 95. 5 2 090. 13 943. 01 4. 4 2. 8 14. 1 38. 82 0. 34 0. 95 154. 36 53 429 30 309 3. 2
1998 94. 5 92. 0 2 161. 98 927. 25 4. 3 2. 8 12. 7 38. 95 0. 65 1. 16 156. 61 50 145 25 181 3. 7
1999 95. 8 87. 8 2 210. 34 918. 27 4. 3 2. 8 13. 8 39. 22 0. 84 0. 34 155. 09 49 981 26 731 4. 1
2000 99. 1 96. 4 2 253. 42 833. 93 4. 2 2. 8 12. 7 39. 69 1. 40 - 1. 12 120. 28 54 688 34 374 3. 2
2001 99. 1 - 2 366. 40 863. 62 4. 2 2. 7 13. 3 39. 70 1. 68 - 0. 70 119. 74 52 215 31 793 4. 0
2002 100. 5 - 2 475. 63 866. 67 4. 1 2. 8 13. 3 39. 71 1. 90 - 0. 18 118. 9 47 120 27 320 4. 7

2. 2　数据分析

利用 SPSS 统计软件, 分两步进行数据分析。第

一步, 将原始数据作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标准化处

理; 第二步, 对标准化数据资料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

分析选择“主成分分析法”(P rincipal Componen t

A nalysis ) , 因子提取原则是其特征值大于 1

(E igenvalues over 1) , 并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

(V arim ax)得到 3 个公共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82. 733% ) , 对应于各变量的 3 个主要因子, 其旋转

荷载系数矩阵见表 3。
表 3　各变量 3 个主要因子的旋转荷载系数矩阵表

T able 3　Ro tated componen t m atrix

变量代码
V ariab le

code

因子序号 Componen t

第 1 因子 (f 1)
T he first

componen t

第 2 因子 (f 2)
T he second
componen t

第 3 因子 (f 3)
T he th ird
componen t

ZV ar1 - 0. 249 0. 934 0. 101

ZV ar2 - 0. 282 0. 848 - 0. 262

ZV ar3 0. 947 - 0. 142 - 0. 154

ZV ar4 0. 938 - 0. 050 0. 014

ZV ar5 - 0. 982 0. 060 0. 100

ZV ar6 - 0. 873 0. 303 - 0. 134

ZV ar7 - 0. 114 0. 628 0. 518

ZV ar8 0. 987 - 0. 098 0. 015

ZV ar9 0. 890 - 0. 035 - 0. 401

ZV ar10 0. 416 - 0. 085 0. 823

ZV ar11 - 0. 372 0. 237 0. 805

ZV ar12 0. 201 0. 647 0. 165

ZV ar13 0. 575 - 0. 092 - 0. 455

ZV ar14 0. 823 0. 018 0. 266

　　注: ZV ar ( j ) ( j∈[ 1, 14 ])表示经标准化的变量数据。

N o te: ZV ar ( j ) ( j ∈ [ 1, 14 ]) deno tes the variab le after being

standardized.

根据多元统计分析体系[9 ] , 在专业意义上, 由因

子荷载系数矩阵 (表 3) 可以看出, 第 1 公共因子

( f 1) 主要反映的是 ZV ar3 (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

ZV ar4 (农村住户人均农业收入)、ZV ar5 (平均每户

常住人口)、ZV ar6 (平均每户整 (半) 劳动力数量)、

ZV ar8 (每百个劳动力受教育程度)、ZV ar9 (种植结

构指数É ) 与 ZV ar14 (国家种子政策) ; 第 2 个公共

因子 (f 2) 主要反映的是 ZV ar1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指数)与 ZV ar2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 第 3 个

公共因子 (f 3) 主要反映了 ZV ar10 (种植结构指数

Ê )与 ZV ar11 (复种指数)。可见, 在影响我国农户种

子需求的各种因素中,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和农户居

民收入水平十分重要 (f 1) , 特别是农户劳动力受教

育程度、农户常住人口、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与人均

农业收入。其实质表明, 农村住户劳动力素质与农村

住户收入状况对种子需求的影响最为明显; 价格因

素对种子需求的影响也极为显著 (f 2) ; 种植结构指

数与复种指数对种子需求也有一定影响 (f 3)。然而,

ZV ar7 (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ZV ar12 (受灾面

积)以及 ZV ar13 (成灾面积)对种子需求影响相对微

弱, 这实质上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因此, 根据因子分

析法原理[9 ]得到因子的得分模型如下:

f 1 = - 0. 249ZV ar1- 0. 282ZV ar2+ 0. 947ZV ar3+

0. 938ZV ar4 - 0. 982ZV ar5 - 0. 873ZV ar6 -

0. 114ZV ar7 + 0. 987ZV ar8 + 0. 890ZV ar9 +

0. 416ZV ar10 - 0. 372ZV ar11 + 0. 201ZV ar12 +

0. 575Zvar13+ 0. 823ZV ar14 (1)

f 2 = 0. 934ZV ar1 + 0. 848ZV ar2 - 0. 142ZV ar3 -

0. 050ZV ar4 + 0. 060ZV ar5 + 0. 303ZV ar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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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28ZV ar7 - 0. 098ZV ar8 - 0. 035ZV ar9 -

0. 085ZV ar10 + 0. 237ZV ar11 + 0. 647ZV ar12 -

0. 092ZV ar13+ 0. 018ZV ar14 (2)

f 3 = 0. 101ZV ar1 - 0. 262ZV ar2 - 0. 154ZV ar3 +

0. 140ZV ar4 + 0. 100ZV ar5 - 0. 134ZV ar6 +

0. 518ZV ar7 + 0. 015ZV ar8 - 0. 401ZV ar9 +

0. 823ZV ar10 + 0. 805ZV ar11 + 0. 165ZV ar12 -

0. 455ZV ar13+ 0. 266ZV ar14 (3)

3　种子需求量模型的建立、检验及应
用

　　由因子分析法原理可知, 所得 3 个公共因子是

相互独立的[9 ] , 而且这 3 个公共因子在累计贡献率

为 82. 733% 的水平时, 综合反映了种子需求各影响

因素的影响程度, 因而可以以这 3 个公共因子为自

变量, 种子需求量为因变量, 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如下, 即

Y t = Κ+ Αõ f 1t + Βõ f 2t + Χõ f 3t + Εt (4)

式中, t∈ [ 1985, 2002 ]; Y t 表示某项农作物种子 (如

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等) 在第 t 年的市

场需求量; f 1t, f 2t, f 3t分别表示第 t 年影响种子市场

需求量的 3 个公共因子的得分值; Κ, Α, Β, Χ为待估

参数; Ε为随机扰动项。该模型可以使用OL S 方法

估计参数, 并且估计量是无偏、一致的[10 ]。

由于目前历年种子市场需求量统计资料相对有

限, 本文仅以近 5 年 (1997～ 2002 年) 杂交玉米种子

市场需求量观察数据 (表 4) 为例, 对上述模型进行

相应计量经济学分析 (表 4 中的 f 1, f 2, f 3 数据由因

子分析获得)。

表 4　1997～ 2002 年我国杂交玉米种子市场需求量及 3 个公共因子得分

T able 4　1997- 2002 dem and of hybrid m aize seed and sco re of the th ree componen ts

年份
Year

需求量ö亿 kg
Q uan tity

of dem and
f 1 f 2 f 3

年份
Year

需求量ö亿 kg
Q uan tity

of dem and
f 1 f 2 f 3

1994 > 8. 201 0. 17 2. 04 - 0. 48 1999 8. 50 0. 90 - 0. 92 0. 59
1995 ND 0. 71 2. 58 0. 68 2000 9. 102 0. 97 - 0. 70 - 1. 95
1996 8. 001 0. 75 0. 37 1. 53 2001 8. 501 1. 30 - 0. 29 - 1. 51
1997 ND 0. 78 - 0. 56 0. 58 2002 7. 783 1. 32 - 0. 17 - 1. 19
1998 8. 512 0. 78 - 1. 29 0. 66 2003 7. 704 ND ND ND

　　注: 1. 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2, 11 ]; 2. 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12 ]; 3. 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13 ]; 4. 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14 ];ND 表示数据空缺。

N o te: data 1 com ing from the reference [ 2, 11 ]; 2 com ing from the reference[ 2, 11 ]; data 2 com ing from the reference [ 12 ]; data 3 com ing

from the reference [ 13 ]; data 4 com ing from the reference [ 14 ]; ND deno tes“no data”.

　　利用 SPSS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列于表 5。

本计量模型是基于杂交玉米种子数据而得到的, 当

需要对其他种子市场需求量进行预测分析时, 可以

依照这种思路对数据进行重新建模处理。如果将该

模型用于杂交玉米种子市场需求量预测, 须采用计

算机统计软件 (如 SPSS) 分步进行: 第一步, 对各因

素相应数据利用科学预测法 (如指数平滑法)预测需

要估计年份的各因素 (V ar1～V ar14) 值; 第二步, 对

相应数据进行标准化转换; 第三步, 代入因子得分模

型式 (1)～ (3) 得出预测年份各公共因子得分; 第四

步, 将所得 f 1t, f 2t, f 3t代入计量模型, 即可得到相应

年份杂交玉米种子市场需求量的预测值。本文利用

这种思路, 对 2000～ 2002 年杂交玉米种子的需求量

进行检验, 并对 2004～ 2006 年杂交玉米种子需求量

进行了预测, 其结果列于表 6。从表 6 可以看出, 所

反映的实际观察值与模型估计值之间的误差较小,

这也说明所得计量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

表 5　计量分析结果

T able 5　Conclusion of econom etrical analysis

变量及参数
V ariab le

估计值
Coefficien t

标准误
Std. erro r

T 2检验
T 2statist ic

Κ 9. 192 0. 415 22. 160

f 1 - 1. 096 0. 490 - 2. 236

f 2 - 0. 421 0. 159 - 2. 655

f 3 - 0. 263 0. 114 - 2. 308

R 2 0. 749 1

A dj2R 2 0. 498 3

F 2. 986 2

N 7

表 6　2000～ 2006 年杂交玉米种子市场需求量预测结果

T able 6　2000- 2006 fo recast ing dem and2

quan tity of hybrid m aize seed

年份
Year

观察值ö亿 kg
Real data

估计预测值ö亿 kg
E stim ated data

2000 9. 10 8. 94

2001 8. 50 8. 29

2002 7. 78 8. 13

2004 - 8. 39

2005 - 8. 27

2006 -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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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基于农业复杂巨系统的特征, 利用层次分

析思路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 再在采用因子分析

法得到 3 个公共因子的基础上, 建立了简明的多元

线性模型。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发现, 农户农作物种

植面积对公共因子的方差载荷系数远低于其他因

素, 并不像传统预测思路“估计种子需求量= 估计种

植面积×估计亩均用种量”暗示的: 农作物种植面积

对农户种子需求有决定性影响。应用本文提出的预

测模型, 通过对杂交玉米种子市场需求量的预测发

现: (1) 模型整体上是趋于下降的, 说明我国今后的

杂交玉米种子总体需求规模将长期低于 9 亿 kg;

(2)处于主导地位的第 1 公共因子系数为负, 说明随

着农户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以及种植结

构的优化, 种子市场需求量将进一步降低; (3) 预计

未来 3 年, 我国杂交玉米种子的市场需求量将在

8. 27 亿 kg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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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o recast of seed2dem and in Ch ina

M A J ing1, N ING Ze-kui1, CHEN Sheng-m ing2,W ANG Zheng-bing1

(1 Colleg e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 em en t,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F inancia l B u reau , A dm in istra tive Comm ittee of Y ang ling A g ricu ltu ra l D em onstra tion Z one,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Based on such assump tion that there are m any facto rs influencing seed2dem and, f irst ly, th is

paper sets up the index system to m easu re the quan t ity of seed2dem and in Ch ina, then, gets th ree m ajo r

facto rs ( their con tribu t ion ra te is up to 82. 733% ) th rough facto r analysis, and last ly bu ilds a seed2dem and

fo recast ing model. A nd th rough the examp le of hyb rid m aize, th is paper f inds: the p redict ing m ethod u sed

in th is paper is mo re accu ra te than trad it ional experience fo recast ing w ay; in Ch ina, the annual hyb rid m aize

seed2dem and w ill be below 900 000 000 kg in a long t im e, and the annual dem and in 2004- 2006 w ill stay at

the level of 827 000 000 kg; and the seed2dem and w ill decrease fu rther w ith the imp rovem en t of peasan t

hou seho ldπs incom e and schoo ling and op t im izat ion of the pat tern of farm ing.

Key words: seed; dem and; fo recast 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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