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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视角下的玉米价格测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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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机会成本的价格测算,是合理和科学反映农产品真实价格的有效途径。在分析我国玉米价格

现状及波动态势的基础上,以大豆为参考,对玉米的收入机会成本及技术进步机会成本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玉

米的土地机会成本为1.46元/kg、利润机会成本为1.24元/kg、技术进步机会成本为1.11元/kg。因此,为了保

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确保粮食安全,避免玉米生产资源流失,玉米的合理定价区间应为1.11~1.46元/kg,为政

府制定玉米保护价和指导玉米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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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合理价格的测定,是产品市场价值规律

的重要体现,更是市场供求平衡重要前提和基础。
同时,合理的市场价格测定也是保护生产者的积极

性、实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现

行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完善,农产品价格普遍

偏低,导致农业收益偏低和农产品市场不稳定。合

理的价格测定,既体现商品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用,
又反映在一定时期内市场供求因素对于价格的影

响。因此,从机会成本视角来测定价格,是反应农产

品价值规律的重要途径。当把一种资源用于某种用

途获得一定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用途的收入就是

所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1]。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

下,机会成本的大小是不一样的[2]。机会成本主要

表现为两种形式:收入机会成本和技术进步机会成

本。收入机会成本包括土地机会成本和利润机会成

本。本文试以大豆作为参考,测算3种不同机会成

本下玉米的合理价格,为政府以此标准制定玉米的

保护价格和指导玉米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

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农产品价格是农产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由生产中

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所创造

的价值和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三部分组

成。在我国,按照形成的地点和主体不同,农产品价

格可以分为农产品生产价格、集贸市场价格和批发

市场价格;按照定价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政策价格

和市场价格。政策价格是政府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某

种商品或服务确定的价格,排除了供求力量对价格

的决定作用。我国农产品政策价格的表现形式先后

有统一收购(统购)价格、统一销售(统销)价格、超购

价格、国家定购价格(比例价格)、专储收购价格等;
市场价格有议购议销价格、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

场价格等。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政策价格一般比

较固定[3]。
农产品市场价格与合理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农产品市场价格简称农产品价格,是指农产品

在市场上所形成的价格,是农产品的实际价格。而

农产品的合理价格是根据农产品成本和合理利润测

算出来的价格,农产品合理价格是衡量实际的农产

品市场价格是否合理的标尺[4]。国内不少学者对农

产品合理价格的测算进行了研究。张亚[5]认为农产

品的合理价格应由成本加适当利润转为生产资料的

耗费加各种税费、加农户维持生活的费用和一定的

积累,合理价格实施手段有保护价和限制价两种。
王庆锋等[6]根据小麦价格构成的相关因素和作价原

则测算了河北省小麦的合理价格。可见,当前研究

都把合理价格的依据建立在生产成本加适当利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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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这很有局限性。因为农户选择何种作物往往

是经济收益比较行为,即选择种植经济收益高的作

物,所以要确定合理价格必须考虑机会成本。
农产品价格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

展,农产品的流通、消费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且影

响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影响国家同农民之间、城乡

人民之间以及农民内部的物质利益关系,对整个社

会经济生活的安定也关系重大。

  二、我国玉米价格现状及波动分析

1.理论分析

(1)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在市场机制下,农产

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基于不同的市场交

易,形成不同的农产品价格。农产品集市价格、批发

价格和期货价格三者共同调节农产品市场供求关

系。农产品集市价格随着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变

化而变化,数量众多的农产品供给者和消费者是既

定的市场价格接受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农户

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调整生产经营行为。农产品批

发价格比较真实地反映农产品商品的价值和市场供

求规律,是商品的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共同作用的

结果,交易双方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这种价格是

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基础价格,发挥着农产品市场的

价格导向作用,也是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和企业、农户

确定生产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农产品期货市场通

过期货交易而形成的农产品价格不是个别交易的结

果,而是在一个集约化程度比较高的市场上形成的

农产品价格,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从
而被作为农产品的基准价格。这个基准价格表现的

是现在农产品市场对未来农产品价格的预期,集中

了即期的与未来不同时点的市场供求状况。农产品

期货价格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对于

农产品现货交易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企业和

农户开展生产经营提供决策依据[7]。
(2)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由于农产品的生产

周期长,农户本期的生产决策依据往往是前期的市

场价格,这就形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蛛网模型现象。

1985-2005年我国粮食产量和价格四次大的波动

与蛛网模型分析的农产品产量与价格波动特性相

符,出现“上期粮食价格上涨—当期粮食产量提高,
上期粮食价格下跌—当期粮食产量降低”现象,形成

“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产量提高—粮食价格下跌—

粮食产量降低—粮食价格上涨—粮食价格再提高”
的循环运动轨[7]。

程国强等[8]对1978年至2006年我国的农产品

价格波动周期进行了研究分析,总结出我国的农产

品价格从1978-2006年之间经历了5个波动周期:
第1个波动周期是1978年至1986年;第2个周期

是1987年至1992年;第3个周期是1993年至2000
年,第4个周期是2001年至2002年,第5个周期是

2003年至2006年。周期最长的为8年,最短的为2
年,平均为5.6年。

2.实证分析

(1)玉米现货价格及期货价格。现货价格:近几

年,玉米价格基本上维持在1400元/kg,但是从

2007年底以来价格逐步走强。2008年国内玉米市

场与国际市场一样,经历了先涨后跌,为了稳定玉米

市场价格,防止因出现大幅度的暴涨暴跌而影响玉

米种植户和下游行业的利益,国家加大了对玉米的

调控力度,适时启动储备收购计划,增加粮食储备,
以期稳定国内玉米价格。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强势调

控下,1月份玉米价格为1628元/t,8月份上涨到

1742元/t。从9月份开始,由于新玉米陆续上市,
市场供应充足,致使玉米价格出现下跌,到了12月

份下跌 到1534元/t。期 货 价 格:2008年,我 国

DCE(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市场玉米走势与CBOT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市场基本类似,上半年不断上

涨,下半年大幅走低。DCE玉米期货价格指数由年

初的1700元/t最高涨至1955元/t,涨幅为15%。
而到了12月份,最低跌至1452元/t,跌幅达25%。

(2)波动分析。①生产成本的上涨导致玉米价

格持续上扬。2000年国内玉米价格仅为945元/t,
此后由于受到种子、化肥、农药、机械投入、劳动力及

土地费用等稳步提高,致使单位面积玉米种植成本

呈逐年上升趋势,总成本由2000年的330.5元/667
m2,增加到2008年的523.5元/667m2,涨幅达到

58.4%。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致使玉米价格一路

上扬,2008年相对价格最高达到了1742元/t。②玉

米市场供求数量波动较大。随着农产品价格主要由

市场供求决定机制的形成,农产品价格与产量相互

影响的蛛网波动特征明显,市场上玉米供应与需求

状况直接影响到玉米市场价格。2008年初,东北主

产区玉米种植户为了安排当年的农产品种植,需要

购买化肥、农药等农业必须的生产资料,就大量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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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余粮,致使市场玉米供应量增加,导致价格出现

小幅下跌。而南方玉米主销区,由于受到雪灾的影

响,玉米市场供应量大幅减少,玉米加工企业为了维

持正常的生产需要,就必须以高价收购玉米,导致玉

米市场价格小幅上涨。
同时,由于玉米又是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其价

格也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及石油价格的变化而出现

不同程度的波动。
纵观近年来我国玉米价格变化趋势,发现国内

玉米价格的变动主要取决于3个因素,一是玉米的

供需关系,二是国家的调控政策,三是国内宏观经济

的变化。由于玉米具有较高的商品属性、经济属性

和能源属性,因此与其他农产品相比,其价格更容易

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三、玉米机会成本测算

玉米收入的机会成本不是取决于玉米的产出水

平,而是取决于社会经济水平,故即使玉米产出水平

长期不变,收入机会成本也会随着社会整体经济的

发展而上升。机会成本的一般计算公式为:机会成

本=玉米收入—参照收入。

1.玉米收入机会成本测算

(1)土地机会成本分析。玉米生产的机会成本

主要包含人工费、土地费、畜力费、机械作业费、排灌

费、肥料费、小农具维修及购置费、燃料费、租赁费、
加工、包装、整理费、农药费以及其他费用。这些费

用都直接地对玉米价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

最主要的影响要素是土地费用。在我国,特别是在

东北玉米主产区,大豆和玉米相对土地而言是竞争

的两种农产品,在一定的土地上种植了玉米就不可

能种植大豆。反之,种植了大豆就不可能种植玉米。
所以,土地的机会成本是决定玉米生产成本的重

要因素,也是决定玉米产业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为了合理反应玉米价格,促进玉米产业的稳定发

展,必须要以机会成本为参照,使土地、资金、人力

等资源在玉米产业和在其他产业获得基本等同的

收益。

2000-2006 年 大 豆 的 平 均 产 值 为 318.79
元/667m2,土地成本为55.33元/667m2,平均售

价为2.42元/kg,土地成本占产值的17.4%;而玉

米的平均产值为437.66元/667m2,土地成本为

55.04元/667m2,平均售价为1.04元/kg,土地成

本占产值的12.4%。大豆和玉米的土地成本差距

为40%。以大豆为参照来计算玉米的机会成本,即
将玉米的平均售价增加40%,达到1.46元/kg,才
是玉米比较合理的价格。

表1 2000-2006年全国玉米每667m2土地成本收益情况

项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主产品产量/kg 350.50 379.40 392.60 368.50 423.60 422.60 423.50

产值合计/元 323.68 392.13 382.38 410.41 510.64 487.82 556.53

主产品产值/元 300.10 366.79 358.05 388.68 491.90 469.35 536.88

副产品产值/元 23.58 25.34 24.33 21.73 18.74 18.47 19.65

总成本/元 330.56 327.88 351.56 347.63 375.70 392.28 411.77

生产成本/元 285.30 288.76 303.36 297.65 314.26 324.46 338.32

物质与服务费用/元 158.50 157.36 171.42 167.43 173.77 176.08 188.38

人工成本/元 126.80 131.40 131.94 130.22 140.49 148.38 149.94

家庭用工折价/元 120.00 124.80 122.10 119.84 128.64 138.92 140.61

雇工费用/元 6.80 6.60 9.84 10.38 11.85 9.46 9.33

土地成本/元 45.26 39.12 48.20 49.98 61.44 67.82 73.45

流转地租金/元 5.01 4.03 3.59 3.74 6.77 5.58 5.57

自营地折租/元 40.25 35.09 44.61 46.24 54.67 62.24 67.88

净利润/元 -6.88 64.25 30.82 62.78 134.94 95.54 144.76

现金成本/元 170.31 167.99 184.85 181.55 192.39 191.12 203.28

现金收益/元 153.37 224.14 197.53 228.86 318.25 296.70 353.25

成本利润率/% -2.07 19.60 8.77 18.06 35.92 24.36 35.16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主办的“全国成本调查”政府专业网站(http://www.npcs.gov.cn),表2、表3资料来

源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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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机会成本测算分析。大豆和玉米的生

长季节大致相同,其用途也均具有榨油和饲料等相

似功能,而耕地面积是有限的。所以,大豆和玉米为

典型的竞争作物,农民一般通过比较两者的种植比价

关系,来选择玉米和大豆的种植面积[9]。根据统计数

据计算,大豆和玉米的种植比价在3∶1左右。农民

会根据两者比价的变化来决定大豆和玉米的种植面

积,以此来影响玉米的供给量,最终影响玉米的价格。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只有玉米的利润率不

低于大豆时,他才会有种植玉米的积极性。从玉米

与大豆 成 本 收 益 对 比 分 析 可 知(如 表2所 示)。

2001-2006年玉米的平均利润率是26%,而大豆的

平均利润率为44%,大豆的平均利润率高出玉米

69.2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对玉米价

格给予保护,很显然农民将选择缩小玉米的种植面

积而改种大豆。
表2 2001-2006年玉米与大豆成本收益对比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玉米

主产品产量/kg 379.40 392.60 368.50 423.60 422.60 423.50 401.70
总成本/元 327.88 351.56 347.63 375.70 392.28 411.77 367.80
副产品产值/元 25.34 24.33 21.73 18.74 18.47 19.65 21.38
主成本/元 302.54 327.23 325.90 356.96 373.81 392.12 346.43
主产品产值/元 366.79 358.05 388.68 491.90 469.35 536.88 435.28
主产品利润率/% 21 9 19 38 26 37 26

大豆

主产品产量/kg 118.60 133.60 119.90 130.20 132.20 128.40 127.15
总成本/元 192.77 202.66 216.32 253.05 270.54 267.53 233.81
副产品产值/元 14.58 13.96 13.32 12.90 12.60 12.42 13.10
主成本/元 178.19 188.70 203.00 240.15 257.94 255.11 220.52
主产品产值/元 229.51 295.12 353.06 367.21 339.42 322.95 317.88
主产品利润率/% 29 56 74 53 32 27 44

 注:主成本=总产值-副产品产值,主产品利润率=(主产品产值-主成本)÷主成本×100%。

  所以,为了保证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政府应

当实施保护价格。这个临界价格就是保证农民种植

玉米与种植大豆利润率相等。
种植玉米的临界价格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机会成本=主成本×(1+大豆的利润率)÷主产品产量

得到机会成本为1.24元/kg。表3为2001-
2006年玉米市场价格,其平均售价为1.08元/kg,
低于玉米1.24元/kg的临界价格。所以政府为了

保护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保证玉米市场有效供

给,其制定的保护收购价格不能低于1.24元/kg。
表3 2001-2006年玉米的市场价格 元/kg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市场价格 0.97 0.91 1.05 1.16 1.11 1.28 1.08

  2.玉米技术进步机会成本测算分析

保罗·克鲁格曼[10]认为可以采用全要素生产

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简称TFP)衡量技术

进步。本文沿用这种观点,采用TFP 增长率衡量

技术进步。
(1)方法选择。本研究中,将每一种农作物作为

一个决策单元,运用Fare等[11]提出的基于DEA的

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来估计农作物的TFP 的

变动状况。

从s时期到t时期,度量全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Mi(xs,ys;xt,yt)= ds
i(xt,yt)

ds
i(xs,ys)×

dt
i(xt,yt)

dt
i(xs,ys)=

dt
i(xt,yt)

ds
i(xs,ys)

ds
i(xt,yt)

dt
i(xt,yt)×

ds
i(xs,ys)

dt
i(xs,ys)

(1)

其中,(xs,ys)和 (xt,yt)分别表示s时期和

t时期的投入和产出向量;ds
i 和dt

i 分别表示以s
时期技术 Ts 和t时期技术 Tt 为参照的 距 离 函

数[12]。
(2)指标与数据说明。为了测算TFP,将玉米

和大豆作为两个决策单位元,同时选择主成本为投

入变量,主产品产值为产出变量。研究数据来主要

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2-2007
年)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主办的“全国成

本调查”政府专业网站。
(3)结果分析。运用DEAPVerision2.1测算

2001-2006年玉米和大豆 TFP 指数,其结果见

图1。从图1可知,2001-2006年玉米TFP 波动中

有所增长,年均增长2.5%;而大豆TFP 波动中有

所下降,年均下降0.3%。玉米TFP 指数大于大豆

TFP 指数,说明玉米的技术进步快于大豆。政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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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促进农作物的技术更新,应当对TFP 增长快的

农作物适当提高保护价格。
玉米保护价格为:玉米平均售价×(玉米TFP

指数÷大豆TFP 指数),经计算为1.11元/kg。

图1 2001-2006年玉米和大豆TFP 指数变化趋势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 论

(1)玉米合理价格的合理应体现出3个方面:一
是合理价格的测定要能够充分体现价值规律。即合

理价格得出必须既要体现商品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

用,又要反映在一定时期内市场供求因素对于价格

的影响。二是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通过

对玉米生产成本价格进行核算,揭示政府所谓的保

护价实际上是市场价格规律的正常表现。三是有利

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2)应通过机会成本核算确定合理价格。通过

测算,基于土地机会成本、利润机会成本、技术进步

机会成本的玉米价格测定分别为1.46元/kg、1.24
元/kg、1.11元/kg。因此,政府应以此价格为标准,
对种植玉米的农户进行补偿,即制定1.11~1.46
元/kg的价格区间标准。

2.政策建议

(1)在玉米价格的测算和种植户的补贴中,建立

以机会成本为核算标准的新理念。虽然国家已经对

种粮农户实行了直接补贴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减

轻农民负担的措施,鼓励农户种植粮食,提高了农户

种植粮食的积极性[13]。但是,笔者认为,国家按照

合理的成本对农民进行补贴是较为合理的。通过合

理的机会成本价格对农户进行补贴,以此保证玉米

种植户的收入,稳定农户种植粮食的积极性,保持我

国玉米产业的稳定发展。

  (2)定期测定玉米合理的机会成本,随着市场行

情的变化及时调整玉米的合理价格。由于机会成本

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成本,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定期测

算机制,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玉米的最低保护价

格,将粮食直接补贴和最低保护价相结合,保护农民

的收入。
(3)建立玉米机会成本的测算体系和方法,形成

科学和统一的计算口径。规范机会成本的参照系。
对于机会成本,国家应该逐步建立一套完善的测算

体系,制定相对统一的标准,针对不同的农产品规范

机会成本的参照系,从而保证机会成本的可信度,为
国家的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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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MaizePriceEstimatesfromPerspectiveofOpportunityCost

QITao,WANGZheng-bi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gri&

Forest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Opportunitycostmeasurementisaneffectiveapproachtoreasonablyandscientificallyre-
flectthefairpriceofagriculturalproducts.Basedontheanalysisonmaizepriceanditsfluctuation,this
papertakessoybeanasareferencetocalculatethemaizeincomeopportunitycostandthetechnologyad-
vancementopportunitycost.Theresultsshowthatthelandopportunitycostofmaizeis1.46yuanper
kg,profitopportunitycostis1.24yuanperkg,andtechnologicalprogressopportunitycostis1.11yuan
perkg.Therefore,inordertoencouragetheenthusiasmoffarmers’cultivation,ensurefoodsafetyand
avoidlossofmaizeproductionresources,thereasonablemaizeshouldbepricedfrom1.11yuanperkgto
1.46yuanperkg.Thispaperfinallyputforwadsomepolicysuggestionsforthegovernmentstoadopt
maizeprotectionpriceandmakedirectionsfortheindustrialdevelopmentofmaize.

Keywords maize;opportunitycost;price;totalfacto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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