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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麦农户行为选择:来自价格、政策和非农就业
的综合响应检验

刘泽莹,韩一军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选用扩展 Nerlove模型及系统

GMM 估计方法,引入市场化政策和非农就业水平等变量构建农户小麦动态供给反应模型,
探究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对价格和非价格因素的反应程度.研究发现:①无论短期还是长期,
农户小麦种植对价格始终保持较高的敏感程度.②非农就业在短期内对农户小麦种植直接

影响结果不显著,但间接提高了农户对小麦生产成本的敏感程度,这意味着非农就业水平的

提高使得生产成本对小麦的负面减产效应显著增加.③市场化政策始终是影响粮食市场价

格变动及农户粮食种植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完善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制度,通过杠杆

调节冲破生产成本对粮食生产的“桎梏”,同时确定合理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科学制定调

整幅度,引导农户合理调整种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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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和消费国,小麦作为重要的口粮之一,在粮食安全中的地位突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和贸易形势的

不断变化,影响我国小麦生产的国内外环境和主要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全国小麦

播种面积有所下降,由２９１８．２６万公顷下降至２４２６．８万公顷,下降幅度为１６．８４％① .六大小麦主产

省播种面积占到全国的５１％以上,其小麦播种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在人口增长、消费升级、资
源短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等背景下,未来我国粮食生产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粮食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中央对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安排部署(«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农业产业结构进入战略性调整的新阶段.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农产品价格及农业生产资

料、农户决策行为等存在不确定性,农户粮食供给反应仍待进一步考察.因此,在当前背景下,考察微

观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对作物价格的反应程度,探讨非农就业、粮食市场化政策改革对粮食供给的冲击

程度,了解粮食主产省农户的粮食种植决策,对深化粮食供给侧改革、稳定小麦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了解生产者如何进行种植决策、其种植决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对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这在供

给反应的概念中得到了解释.经济理论认为,价格是经济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理性农民应该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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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作出充分的反应[１Ｇ２].可靠的弹性估计是预测农户对投入产出价格和政策环境的响应能力的

必要条件,从而制定成功合理的农业干预计划及措施[３].
农户的决策行为比较复杂,难以准确衡量影响农户实际生产决策过程的各种因素.在研究农产

品供给问题时,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影响农户生产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价格预期.农作物播种面积(或产

出)对价格等因素的反应被称为农业供给反应.学者们普遍认为研究农业供给反应的前提是如何合

理地构建农户的价格预期,常见的有关价格预期的模型有:幼稚性价格预期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和

理性价格预期模型等[４].Muth提出了幼稚性价格预期模型,该模型是在蛛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

来,它假设农户仅凭借上一期市场价格作为预期价格来进行种植决策;１９５６年,Nerlove将动态分析

方法应用在农产品供给研究中,提出了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农户种植决策是对预期价格的反应,预
期价格的形成不只是依赖上一期的市场价格,而是取决于以往各期价格[５Ｇ６].Nerlove的适应性预期

模型和局部调整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接受和认可,随后许多学者对 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进行了

改进,在农产品供应问题的研究中进行了广泛应用[７Ｇ１０].
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农产品供给问题做了许多实证研究,但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其中大多数

是基于 Nerlove模型探讨了单一价格变化对农产品供给反应的影响,部分学者在模型中加入替代作

物价格、替代作物收益等方面因素考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受替代作物预期相对价格或收益的影响[１１Ｇ１２],
在此基础上一部分研究增加了生产成本、产量、生产设施条件、政策等因素,对模型进行了扩展,对价

格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４,１３].其中对小麦的供给反应研究主要基

于全国层面数据,分省研究数据时间在２００８年以前,难以反映最新的变化趋势.已有的研究大多是

主产省份小麦播种面积对小麦价格、生产成本及替代作物价格的反应程度[１４Ｇ１６],还缺乏对小麦生产成

本、生产设施条件、政策等方面因素的考量.
上述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诸多不足.研究对象:研究区域的划分缺乏对自然资源禀

赋、政策环境背景的异质性考虑,界限划分模糊,导致研究结果缺乏解释力和代表性.数据:大多采用

全国或省级层面宏观数据,多采用平均时间序列数据容易造成统计上的偏差,无法衡量生产主体的微

观种植决策.研究结果:大多是对回归弹性的正负进行了简单的解释或是将长期与短期系数进行了

对比,较少关注外部因素的动态影响.对此,本文将做出如下改进:第一,将华北平原小麦主产区三个

省作为研究整体,这三省均处在华北平原,自然资源禀赋相似,种植制度统一,政策实施情况同步,研
究聚焦生产集中区域,避免了以往研究对研究区域的不明确界定.第二,在以往采用省级层面数据的

基础上,本文使用微观层面农户生产数据,考察微观生产主体对价格和非价格因素的反应程度.第

三,加入价格、竞争作物、面积、生产成本、生产性资产、时间趋势等多方面可能影响农业供给的因素,
应用扩展的 Nerlove模型探究微观层面农户小麦种植决策对不同因素的反应程度,同时考察粮食市

场化政策和非农就业带来的影响.第四,采用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 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逐步

估计,系统 GMM 方法对误差项要求更为宽松,结果更加稳健和有效;另一方面,系统 GMM 方法可

以解决在 OLS估计中由于自变量中含有因变量滞后项而产生的渐近偏倚(NickedBias)问题,还可克

服弱工具变量的影响,使估计更加有效[４].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１．供给反应模型

基于上面的文献回顾,Nerlove模型在农产品供给反应中得到了丰富应用、发展较成熟,为本研

究提供方法论基础.

Nerlove开发了两个分布式滞后模型,估算美国玉米、棉花和小麦的供给弹性.该模型将适应性

预期理论和局部调整理论同时考虑在内,认为农户会根据预期价格来调整种植面积,也就是对外部冲

击的反应.其假设基于价格预期,以往的价格经验会影响价格的形成,预期价格反过来影响种植面积

的决策[１０Ｇ１２].

Nerlove模型是动态自回归模型,因变量的滞后项和其他解释变量包括在模型中.这一动态模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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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同时融合了分布式滞后的概念(NerloveＧKoyckadjustmentmodel),也为其他模型在其中运行提供

框架.该模型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分别估计短期和长期弹性.另外,根据 Nerlove的推导,期望的产

出可以表示为预期价格和外生变量的函数.模型具有灵活性,可引入非价格变动变量.
模型的核心部分由以下３个方程组成[１７]:

Ae
t＝a０＋a１Pe

t＋a２Zt＋μt (１)

At－At－１＝δ(Ae
t－At－１) (２)

Pe
t－Pe

t－１＝β(Pt－１－Pe
t－１) (３)

式(１)~(３)中,At是t期的实际供给,Ae
t是t期的预期供给,Pt是t期的实际价格,Pe

t是t期的预

期价格;Zt表示t期会影响供给的其他外生变量;参数δ表示预期价格调整系数(０＜δ≤１),β表示预

期供给调整系数(０＜β≤１);μt表示随机误差项.
使用 Nerlove模型对供给反应进行估计时,首先需要消除方程中的不可观测变量Ae

t和Pe
t,然后

对(３)式进行反复迭代,将得到Pe
t的表达式:

Pe
t＝β∑

t

i＝１
(１－β)i－１Pt－i (４)

由式(１)、(２)、(４)整理可得:

At＝b０＋b１At－１＋b２∑
t

i＝１
(１－β)i－１Pt－i＋b３Zt＋Vt (５)

式(５)中,b０＝δa０,b１＝１－δ,b２＝δβa１,b３＝δa２,Vt＝δμt.根据式(５),当i≥２,Pt－i的系数接近

０.Nerlove模型一般最简形式为:

At＝b０＋b１At－１＋b２Pt－１＋b３Zt＋Vt (６)
式(６)中,b０＝a０βδ,b１＝(１－β)＋(１－δ),b２＝a１βδ,b３＝－(１－β)(１－δ),Vt＝δ(μt－(１－β)μt－１).

关键参数为a１,a１＝b２/(１－b１－b３).
短期价格弹性计算公式:

εs＝b２
P
－

A
－ (７)

调整速度系数为b１,b１＝(１－β)＋(１－δ).
长期价格弹性:

εl＝a１
P
－

A
－ ＝

b２

１－b１－b３
×
P
－

A
－ (８)

P
－
是价格平均值,A

－
是面积(或产量)的平均值(由往期数据计算得出).

b０＝δa０,b１＝１－δ,b２＝δβa１.b２代表农作物播种面积或单产的短期供给价格弹性,b２

δβ
(当δ＝１

时,记作
b２

１－b１
)代表长期供给价格弹性.

２．数据来源与处理

表１　样本农户分布数量

河北省 河南省 山东省 总数

户数 １３９ ３７３ ２９７ ８０９
村数 ２ ６ ８ １６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连续９年的农

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①.考虑到固定调

查点调查在２００３年较大幅度地调整了问卷,并且在

２０１３年进行了又一次调整,为保持研究数据指标的连

贯统一,选择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作为研究时间段.研究区域选取华北平原小麦生产三大主省:河北、河
南、山东.华北平原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似、种植条件统一,种植制度稳定,

５６

① 该研究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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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作为华北平原的主要粮食生产大省,具有代表性.综上,本文选取农业农村固定

观察点冀鲁豫三省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平衡面板数据,共涉及１６个村、８０９户农户(详见表１),所有数据均

为微观农户数据(包括农作物价格,是农户当期销售的市场价格).同时为了剔除物价因素,所有价格

数据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通过CPI进行平减计算.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解释

　　１．实证模型构建

为了达到预期研究目标,代入滞后一期的小麦播种面积、小麦单价和竞争作物单价到 Nerlove模

型中①,同时将小麦生产成本和滞后一期生产性资产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将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和非农

就业时间占比分别代表政策和非农就业作为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即逐步代入基准模型进行分析.
在保护变量经济意义的前提下,为了消除数据不平稳问题,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将原模

型转化为对数－线性模型;同时双对数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异方差问题②.这样既能够保证模型的

拟合优度,也能够使得短期供给弹性通过模型回归结果里的系数来直接确定[１８Ｇ１９].
因此基于 Nerlove模型建立本研究的实证模型如下:

lnAt＝a０＋a１lnAt－１＋a２lnPt－１＋a３lnP１
t－１＋a４lnP２

t－１＋
a５lnCostt＋a６lnAssett－１＋a７lnOthert＋μt (９)

式(９)中,a０ 为常数项,At表示农户t时期小麦播种面积,At－１表示农户滞后一期小麦播种面积;

Pt－１表示滞后一期农户的小麦销售单价;P１
t－１、P２

t－１分别表示滞后一期农户销售竞争作物１和作物２
的单价(根据本文上述分析,选取玉米、蔬菜进行比较分析),表示机会成本;Costt是农户小麦生产成

本;Assett－１是滞后一期农户生产性资产;其他控制变量分别选择小麦最低收购价和收入占比作为政

策变量(lnPolicy)和非农就业变量(lnUrban);μt代表随机误差项.由上文中对数化处理后的模型和

弹性定义可得,短期供给价格弹性为系数a２,预期价格的调整系数为r＝１－a１,调整时滞n＝１/r,长
期供给价格弹性εL＝a２/(１－a１).

与时间序列数据相比,面板数据提供了更多信息含量且有效性更高,同时能更好地衡量微观农户

的生产决策,以便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程度.以往大多研究采用混合效应、固定效应

或者随机效应的普通 OLS方法,考虑到 OLS方法对误差项的要求高,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而

GMM 方法对误差项的要求更为宽松,GMM 估计结果比 OLS估计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故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估计;另外,Nerlove模型自变量含有因变量的滞后项,属于动态面板模型,基于 OLS
估计动态面板模型会产生渐进偏倚(NickellBias),GMM 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GMM 方法分为一

阶差分 GMM 法和系统 GMM 法,系统 GMM 法将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是在

差分 GMM 的基础上的拓展和优化,系统 GMM 方法可以更好地克服弱工具变量的影响[４].对模型

的解释变量求相关系数得知,模型中滞后一期小麦播种面积、滞后一期农户小麦销售价格、小麦最低

收购价格及农户非农收入与小麦种植收入占比与部分解释变量有一定相关性,由此分别选择小麦播

种面积、农户小麦销售价格、非农收入与小麦种植收入占比及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滞后两期作为工具

变量,其余变量作为本身的工具变量.

２．变量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在研究供给反应 Nerlove模型中,因变量可以选择作物的实际播种面积、总产

量或单产.为了避免气候条件、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因变量选择为小麦播种

面积,并且播种面积是农户种植决策最直观的体现.
(２)解释变量.自身价格因素:由于农产品价格获得存在滞后,大多研究将滞后一期的价格作为

预期价格(即幼稚型预期价格).根据蛛网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当前农产品价格由当期供给量来

６６

①

②

变量设置可能带来内生性问题将在下文中的估计方法部分进行分析解决.
对数变换处理后各变量通过检验,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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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而当期供给量由上一期的市场价格决定;且大多数农产品供给弹性较大、需求弹性较为稳定,都
符合典型的蛛网发散规律.由于存在农业生产周期较长,粮食价格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体现在下一个

生产周期中,如果前一期的小麦价格上涨,农户作为理性主体追求短期利益,将很快调整种植行为,扩
大当期小麦的播种面积,增加小麦供给量.

竞争作物因素:价格因素方面除了考虑滞后一期小麦价格对农户意愿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还应

考虑其他可能相关的农作物价格,上一期与小麦可能存在竞争或互补关系的其他农作物价格.与小

麦竞争或互补的农作物价格提高,农户会考虑种植市场价格高的作物,并在综合权衡成本收益后做出

快速调整,从而减少小麦的播种面积,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生产成本因素:根据投入产出效益的相关分析,农户在小麦生产经营中需要花费较多的成本费

用,对近十年来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近十年来我国小麦生产总成本呈快速增长

趋势,其中人工、土地、肥料、机械作业部分的费用上涨较快.因此推断小麦生产成本的增加一方面导

致小麦成本收益率下降,直接损害农户种植小麦的生产收益,降低农户种植小麦的生产积极性;另一

方面使得农户的务农成本增加,增大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可能性,农户会做出减少播种面

积或生产管理投入的决策,可能使小麦面临减产风险.
生产性资产因素:农户进行商品化生产需要一定的资产条件,农业生产性资产的多少也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农户的生产决策.与收入指标相比,资产指标更能反映农户家庭层面资金长期积累的结

果[１０].拥有更多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简称“生产性资产”),一方面为农户生产决策和规避风险提供物

质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可能.例如,对于生产性资产稍多的小麦种植户而

言,小麦价格越上涨,越有可能调增小麦播种面积.由此假设农户富裕的生产性资产会对小麦生产具

有正向促进作用.
(３)控制变量.非农就业因素: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

农就业.农业劳动力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会对粮食生产造成怎样的影响? 梳理已有

研究,非农就业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可分为劳动力流失的消极作用和非农收入的补偿作用[２０].非农就

业一方面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缓解了其生产投入过程中的资金约束,另一方面,一定程度减少

了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可能增加机械化程度或购买生产性服务等.由于非农就业在不同家庭

之间的差异很大,本文采用农户非农就业收入与农户小麦种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农户家庭层面的非

农就业程度,以刻画非农就业对农户小麦种植决策的影响[２１Ｇ２２].

政策因素:政策主要指粮食价格政策.２００４年以后农业税的取消和市场化政策的实施①,提高

了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全国各小麦主产省小麦播种面积出现显著回升.自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以

来,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详见表２).本文拟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政策

变量,引入同期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变量,量化研究最低收购价格对农户小麦种植决策的影响,并假设

同期最低收购价格的提高,对农户小麦种植有正向促进作用[２３Ｇ２７].
表２　历年小麦最低收购价② 元/斤

年份/种类 白小麦价格 红小麦价格 混合麦价格 执行范围

２００４ － － － －
２００５ － － － －
２００６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６９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０７ ０．７２ ０．６９ ０．６９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０８ ０．７７ ０．７２ ０．７２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０９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８３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０ ０．９ ０．８６ ０．８６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７６

①

②

国务院２００４年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２００４〕１７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公布２０１９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公布２０１９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

为１．１２元/斤;表２列出了２００４年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以来小麦最低收购价格调整情况.为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和最低收购价调

整前后种麦农户生产行为变化,下文中实证部分用到的微观农户数据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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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种类 白小麦价格 红小麦价格 混合麦价格 执行范围

２０１１ ０．９５ ０．９３ ０．９３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２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３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２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４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５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６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８ １．１８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２０１８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

　　所用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如表３所示.
表３　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名 定义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At(当期小麦播种面积) 当年小麦播种面积/亩 ７２０７ ３．０５ ２．５ ０ １０
lnAt－１(滞后一期小麦播种面积) 上一年小麦播种面积/亩 ６３９７ ３．０８ ２．４９ ０ １０
lnPt－１(滞后一期小麦价格) 上一年出售小麦金额/数量/(元/千克) ６３９７ １．３３ ０．１８ ０．７２ １．７９
lnP１t－１(滞后一期玉米价格) 上一年出售玉米金额/数量/(元/千克) ６３９７ １．２１ ０．１６ ０．９２ １．８１
lnP２t－１(滞后一期蔬菜价格) 上一年出售蔬菜金额/数量/(元/千克) ６３９７ ２．５７ ２．２５ ０．２８ ９．５９
lnCostt(小麦生产成本) 小麦生产经营总费用/元 ７２０７ ３１１．３ ２４．５５ １９０．３２ ４１２．４１
lnAssett－１(生产性资产) 年末拥有生产性资产固定原值/元 ６３９７ ３６０３．６ ６４２９．２５ ０ ４３２１９．８２
lnUrban(非农就业水平) 外出从业总收入/小麦生产经营总收入 ５４９７ ２．７６ ４．３７ ０ ２４．５４
lnPolicy(市场化政策) 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元/斤) ４８５３ ０．６４ ０．０４ ０．５８ ０．７

表４　小麦供给反应SYSＧGMM与

短期弹性系数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lnAt－１
０．８１６∗∗∗ ０．７５５∗∗∗ ０．７２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５)

lnPt－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５０∗ －０．５７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１) (０．２９３)

lnP１t－１
０．３３８∗ ０．３６３∗∗∗ ０．２４６∗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９) (０．１４１)

lnP２t－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６)

lnCostt －０．０３０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２１５) (０．３１６) (０．２８１)

lnAssett－１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６)

lnUrban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９)

lnPolicy
０．５６５∗∗∗

(０．１８６)

常数项
０．８２８ １．３１４ ０．１２６
(１．４４８) (１．６６３) (１．７１９)

AR(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AR(２) [０．５９２] [０．９０８] [０．３７８]

Sargan统计量 ４．５６ １５．３１ １６．９４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系数估计值下方括号内为t统计值.对协方差

矩阵作出了小样本调整,更贴近 GMM 估计对大样本

的估计,因而t统计量是与异方差、自相关一致的稳健

t统计量.AR(１)、AR(２)报告相应的检验P 值,SarＧ

gantest报告Chi(２)统计量.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讨论

　 　 本 文 利 用 Stata１５．０ 软 件 和 Roodman 的

“xtabond２”程序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４所

示.为了考察非农就业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对农户

小麦供给反应的冲击作用,借鉴钱文荣等用逐步回归的

方法来分析玉米供给问题[１８],本研究应用逐步回归法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依次加入这两项变量,依次得到模型

１、模型２和模型３.模型设定合理性检验表明被解释

变量的三项滞后项都很显著.ABond检验结果显示接

受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同时Sargan检验表明“所
有工具变量均有效”,从而证明了该模型结果的可信度.

１．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模型１是基准回归模型,即不考虑任何外部因素的

影响,对基本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农户小麦供给反

应.从估计结果来看,农户当期小麦播种面积在９９％
置信区间上受自身前期播种面积影响显著,估计系数值

较大主要因为农户短期内受生产成本和环境制约,不易

于对种植面积进行调整,从而形成种植面积的供给刚

性[１６].短期内,农户当期小麦播种面积在９０％置信区

间上明显受到前期小麦价格的影响,农户根据小麦市场

价格的变化来调整小麦种植面积,对小麦市场价格变动

相对较为敏感(弹性为０．１２７).农户小麦播种面积还显

著受到玉米价格和竞争作物价格的影响(本模型中借鉴

已有研究,用蔬菜代表竞争作物)[１３].小麦种植面积与

８６



第４期 刘泽莹 等:种麦农户行为选择:来自价格、政策和非农就业的综合响应检验 　

玉米价格呈正相关(弹性为０．３３８),主要是由于华北地区的种植制度大多是小麦－玉米连种,玉米价

格的上涨使得农户倾向增加玉米种植面积,间接连种秋种夏收的小麦.竞争作物价格对小麦播种面

积产生显著负影响(－０．１０６),主要由于农户会考虑比较收益,经济作物价格上涨时,他们会转向种植

比较收益高的农作物.农户小麦生产成本对种植决策的负影响符合预期,在统计上不够显著主要因

为种植面积的供给刚性,短期内不易调整.生产成本的弹性为－０．０３,也就是说,小麦生产成本每增

加１％,农户将减少３％的小麦种植面积,这表明生产成本的上涨影响农户对成本－收益的预期,进而

影响农户种植决策,倾向于减少生产投入,转而进行其他比较收益高的生产活动.比较基准模型各要

素的弹性值可以看出,农户对于粮食作物的预期价格对其生产决策具有很大影响,短期内农户主要根

据市场信号进行种植决策.

２．考虑外部因素的估计结果分析

模型２:随着城镇化发展,粮食主产区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到非农领域,非农就业将对农户粮

食生产有什么影响? 模型２加入非农收入占比刻画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结果显示,非农收入比例的提

高对农户小麦种植面积产生负向作用(－０．０６１),这意味着随着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农户

倾向于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引发了耕地“非粮化”,可能由于非农就业对农户小麦种植面积的影响是间

接的,回归系数不显著[２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生产性资产在第一步的基准方程回归中系数为负,这一结果可能由于调查

数据的误差,与我们预期不符.但非农就业变量的进入,模型２中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系数转为正值

(系数为０．０７４),即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的提高提供了更好的生产条件,有助于扩大粮食生产.模型

２的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的增加,将对农

户粮食生产起到促进作用.
模型３:粮食市场化政策的实施在中间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模型３加入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

变量来刻画政策影响,结果显示,最低收购价格对农户小麦种植面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向作用

(５６．５％).具体来看,政策的进入使得农户小麦种植面积的弹性系数发生明显变化(由模型２的０．１５
到模型３的－０．５７５),这说明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粮食价格波动造成的粮食减

产影响,该政策对农户种粮利益的保障效应保障了农户不会迅速调整粮食种植面积或放弃小麦生产,
保护了种粮积极性.同时,政策的进入使得竞争作物价格的弹性系数由负值转为正值,从另一方面反

映出最低收购价对保护农户种粮积极性的保护意义.小麦生产成本的系数值由负值转为正值,间接

说明最低收购价政策实行带来的增产效应弥补并超越了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带来的负面效应,提高了

生产者的种粮信心.
综合分析上述３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户作为理性主体,对市场价格变动的反应十分敏

感,注重对成本－收益的预期,倾向于根据比较收益来调整生产行为,对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动相对不

敏感.但短期内,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受固定要素影响较大,不易调整,播种面积变动具有较强的刚性.
农户参与非农就业,其非农收入占比的提高对农户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为负,但与此同时,非农收入

的增加使得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得到优化,促进了农户粮食生产.粮食市场化政策的实施,极大程度

上保护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缓解了市场价格(包括粮食价格和竞争作物价格)波动对农户粮食生产

造成的减产效应,改善了生产成本上涨对农户粮食生产成本的消极影响.
表５　小麦供给反应长期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lnPt－１ ０．６９０∗ ０．６１２∗ －２．０９１∗∗

lnP１t－１ １．８３７∗ １．４８２∗∗∗ ０．８９５∗

lnP２t－１ －０．５７６∗∗ －０．２６５∗ ０．１５６
lnCostt －０．１６３ －１．１１０ ０．００４

lnAssett－１ ０．３５３ ０．３０２ ０．２８４
lnUrban －０．２４９ －０．０４７
lnPolicy ２．０５５∗∗∗

　注:表中数据根据长期弹性计算公式得出.

３．小麦供给长期弹性结果分析

根据长期弹性计算公式得出小麦供给长期弹性结

果(表５).纵向对比长短期弹性可以得到,农户小麦播

种面积的各弹性系数显著提高,这反映出在长期生产中

农户会对生产要素投入进行调整,对小麦生产规模作出

相应改变,因此小麦生产长期比短期更富有弹性.对比

短期,在非农就业和政策的长期共同影响下,农户粮食

生产决策对市场价格弹性变得更加敏感,这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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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粮食的市场化趋势将不断加强.但在长期内,非农就业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粮食生产决策受

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减小,这可能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户种粮的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

产作为比较收益低的生产领域,农户更倾向于比较收益高的生产活动,使得农户粮食种植面积对市场

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降低.
同时,在非农就业增加的长期影响下,固定性生产资产的弹性显著增加.这反映了长期内固定性

生产资产(如机械等生产资产)对农户粮食生产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也间接反映了农户劳动力的转移

改变生产要素的配置,农户非农就业的增加,加强了对粮食生产机械的投入和利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固定观察点农户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华北平原小麦主产省小麦供给反应的估

计,探究了小麦种植面积对价格的反应程度和外部因素对小麦供给的冲击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
一,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农户小麦种植面积对价格始终保持较高的敏感程度,农户对于粮食作物的预

期价格对其生产决策具有很大影响,稳定市场对于保障生产层面的小麦供给安全意义重大.同时,农
户对于竞争作物的价格也较为敏感,倾向于种植获得更高比较收益的作物.但另一方面,农户的种植

决策对于价格的调整周期较长,主要是因为种植面积的供给刚性,受前期播种面积的影响较大,可能

与自然条件和农户长期的种植制度和习惯有关(如华北平原长期小麦－玉米两茬的种植制度).第

二,非农就业短期内对农户小麦生产决策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但随着非农就业的不断增加,间
接提高了农户对粮食生产成本的敏感程度,农户参与非农就业使得生产成本对小麦的负面减产效应

显著增加.实施粮食市场化政策明显改善了生产成本上涨带来的负面效应.非农就业另一方面显著

增强了生产性资产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受到非农就业的影响,固定性生产资产的弹

性显著增加.间接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就业的转移,改变了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农户非农就业

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缓解了资本水平限制,使得农户机械化水平提高,增加了

生产性资产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同时提高了抗风险能力.第三,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市场化政策

都是影响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及农户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

户粮食生产的增产效应大于非农就业对农户的直接减产效应.这表明随着非农就业水平的不断提

高,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或出现的种粮农户兼业等现象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农户减少或放弃种植粮

食的可能性,对粮食种植面积有一定影响,可通过市场化政策的调节来弥补这一部分利益“缺口”.
综上,本文认为:第一,为确保小麦稳定供给和口粮安全,应制定合理的价格支持政策,使农户形

成合理的价格预期,从而做出理性的生产决策.同时进一步加强农产品信息平台建设,确保农户能够

及时准确地获取价格信息,以便根据市场价格进行生产调整,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成本,稳定

粮食供给.第二,国家在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度上涨的同时,应注重配套政策的实施,通过杠杆

调节,冲破生产成本对小麦生产形成的“桎梏”,并配套实施生产者补贴政策,保障农户粮食生产的基

本利益.同时配套实施粮农收益补偿措施,可视情况给予生产者补贴,且补贴适当向规模经营户倾

斜,以保障生产层面的粮食安全.第三,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生产支持与收入支持的两方面

作用,有助于调节利益分配(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基本的“托底”功能保障种粮

农户的基本利益,保护农户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因此,合理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有利于稳

定粮食生产,应合理有效地制定政策调整幅度,同时引导农户合理调整种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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