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自留地

粮价上涨的前因、后果和调控

进入2006年11月，粮价突然开始上
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1月粮
价上涨4.7%；另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
据，12月粮价上涨3.6%。此番粮价上
涨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那么，如何认识这一轮粮食涨
价，如何做好2007年的政府调控，本
文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目前粮食整体价格水平并
不高。认真分析最近几年全国主要粮
食批发市场的平均价格走势发现，目
前小麦的价格水平仍然不及2005年初
的水平，与2004年3月1750元/吨的最
高值相比，相差更远。早籼米的价格
在2280元/吨左右，与2005年初相当，
与2004年3月的2600元/吨相差较大。2
006年上半年玉米价格一直上升运
行，9、10月份发生了下降，11月份
的涨价带有明显的恢复性特点，目前
玉米的价格略高于2004年1350元/吨的
峰值。这些情况说明，最近的涨价并
没有把粮价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第二，不同品种的粮食涨价原因
不同。这次粮价上涨与2003年9月的
粮价上涨明显不同的是，那次涨价主
要是因为粮食连年减产，销区粮食库
存大幅度下降所致，且涨价主要由稻
谷带动；而这次涨价是发生在粮食连
年增产和库存充足的背景下（即“增
产涨价”），涨价品种主要是小麦和
玉米，稻谷价格相对平稳。 

这次粮食涨价受到了国际粮食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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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和期货价格上涨的影响，但更主
要的是国内政策和需求因素作用的结
果。 

其中，小麦涨价最主要的原因是国
家成功地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有
效地起到了托市的作用。2006年我国
小麦增产550万吨，按照市场运行规
律，麦价面临着较大的下跌压力，但
由于我国首次实行了小麦最低收购价
政策，国有粮食企业基本上了控制了
小麦粮源，故而能够主导市场价格。
据统计，截至11月末，5个小麦主产
省国有粮食企业共收购小麦407.5亿公
斤，小麦余粮已经很少，加工企业粮
源短缺，这是导致小麦价格上涨的关
键因素，也是国有粮食企业临时储备
小麦能够以较高价格拍卖的主要原
因。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成
功实施，说明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
手段和载体得到了明显强化。 

2006年我国玉米产量达1.43亿吨，
为历史最高水平，且玉米没有最低收
购价政策，但玉米价格不跌反涨，其
主要原因是玉米深加工的发展带动了
玉米需求的迅速扩张。近几年，以玉
米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麦芽糖、柠
檬酸、赖氨酸等项目纷纷上马，加工
能力大幅增加。据吉林粮食部门不完
全统计，2006年全省玉米深加工企业
将超过400家，其中12家大型企业的
总加工能力就达到1200万吨。这些加
工企业争相采购玉米，同时农民又惜
售，自然抬高了玉米的价格。 

第三，粮价适度上涨有利于经济
运行。在目前的城乡经济关系下，粮
价的适度上涨毫无疑问是利大于弊
的。首先粮价上涨有利于农民增收。
大致而言，粮食每涨一分钱，每个农

 



民就平均增收10元钱，如果粮价涨一
毛钱，就会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
个百分点。其次，粮价适度上涨可以
减轻国家保护价收购的压力，还可以
促进顺价销售，减轻财政负担。这种
情况下，消费者要增加一些支出，但
根据我们的计算，目前城市居民粮食
消费支出仅占总支出的5％，对一般
家庭而言，像最近这样的粮食涨价所
造成的影响，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
的，而且也在城市低收入家庭可以接
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粮食的适度涨
价可以形成“政府满意，农民高兴，
市民接受”的效果。当然，政府需要
密切关注粮价的运行，对近1000万户
城市低保家庭制订有针对性的预案，
但不能因为局部和个别的情景影响宏
观政策安排和全局利益。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粮价上涨本
身构成了CPI上涨的重要部分，但传
导效应并不明显，在现代产业结构和
经济体系中，粮价上涨不大可能引发
通涨。 

第四，防止粮价下跌，保持粮价
的合理水平。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既
要关注粮食的涨价，避免粮价的过猛
上涨，但更要防止粮价的下跌。最近
20年的历史说明，粮食过剩导致的价
格下跌会严重扭曲整个经济关系，解
决粮食过剩远比解决粮食短缺更为困
难。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农
业主要应对的是过剩，而不是短缺。
（在经济学文献上，马克思通过论证
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阐
明了社会需要对投入各部门劳动量的
约束，而凯恩斯则开西方经济学总量



分析的先河，侧重考察了需求总量对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约束，凯恩斯没
有揭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制度原因，
但却系统分析了需求总量与经济发展
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经济发展不仅
受到来自资源供给、配置及利用效率
方面的约束，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了
来自需求方面的约束。农产品需求弹
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
了强劲的制约，所以）欧美国家农业
政策的重心都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
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
用以促进生产。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综合的食
物生产能力已经显著提高。政府对粮
食的调控，应重点放在保护和增强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上，促进农业内部的
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
性，建立现代农业体系，并以积极的
姿态利用国际资源，实现国家利益的
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追求国内粮食
现实产量的增加，其目的是要实现粮
食供求“紧平衡”的理想状态，保持
粮食价格的合理水平，实现农民增收
和有效率的粮食安全的双重目标，同
时兼顾消费者的利益。 

具体到2007年的粮食生产目标，我们
认为应以不减产为宜。如果粮食再次
增产，将会增加粮价下跌的压力和中
央政府调控的难度。为此，提出三点
建议：第一，继续实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并基本保持2006年的价格水平。
第二，严格控制玉米的加工转化，抑
制题材抄作和盲目投资。无论从我国
的农业资源禀赋看，还是国际能源供
给状况看，抑或是从成本-收益比较
的角度看，在我国倡导将玉米转化为
生物能源，都是不理性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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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兄弟不用怕，政府有个保护
价”，现阶段农民种粮的收益是最稳定
的。政府应把确保畜牧业的健康稳定
发展和控制果蔬的市场风险，放在与
粮食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不宜过分
突出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否则将会影
响到现代农业的结构、功能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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