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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Nerlove 模型的中国小麦供给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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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 1981 —2006 年中国小麦播种面积、价格和生产成本的时间序列数据 ,应用 Nerlove 模型 ,测算

了我国小麦播种面积对价格和成本的反应程度。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小麦播种面积对价格的反应程度短

期较小 ,但长期较大 ,这说明小麦供给对价格的反应存在滞后性 ;与价格弹性相比 ,小麦的成本弹性要小得

多。因此 ,制定小麦政策时 ,应在稳定小麦生产资料价格的同时 ,加大对小麦价格支持政策的连续性 ,以促

使麦农形成对小麦价格增长的稳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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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和消费大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的小麦产量一直保持在

9000 万吨～1 亿吨 ,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 20 %以

上 ,占全球小麦产量的 17 %左右。当前 ,我国农业

已经进入到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在这种形势

下 ,作为世界第一小麦生产、消费大国 ,我国如何实

施更有效的小麦价格政策 ,以保证我国小麦的稳定

供给、满足对小麦不断增长的需求 ,对于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都

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小麦价格政策是国家小麦产业宏观调控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制度障碍等因素

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很不完善 ,进而影响

生产者的价格预期和生产决策。在这种不完善的市

场条件下 ,研究小麦生产者的价格预期过程和小麦

播种面积对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反应程度具有重要的

政策意义。

1 　文献回顾

供给反应是了解价格杠杆发挥作用机制的基

础[1 ] 。产出对价格的反应依赖于全部农业资源的调

整。农户的供给反应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供给

弹性表示产出对产品价格调整的速度和幅度。产出

弹性对政策制定者非常重要 ,因为它度量了农业部

门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后的调整能力。

对农产品供给反应函数的估计 ,可以追溯到比

恩对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农业的研究[ 2 ] 。早期的研

究大多采用完全静态的分析方法。在对农产品供给

的实证研究方面 ,绝大部分研究者假设完全竞争、市

场均衡、无风险以及农户生产决策具有可分性。研

究者们通常假定供给函数取决于相关的预期价格 ,

常常采用土地面积 (即播种面积) 来代替供给量 ,因

而土地面积被看作是因变量。土地在不同作物之间

的分配是农户对不同作物品种供给的价格反应。分

析农产品动态供给反应的开创性贡献源于 Ner2
love[ 3 ]的研究。过去的几十年 ,大量有关农产品动

态供给反应的研究借鉴了 Nerlove 的适应性预期和

局部调整模型。同时 ,许多学者也对 Nerlove 的供

给反应模型进行了改进。近几年 ,许多学者把农业

看作是多投入与多产出行业。他们依赖标准的计量

经济模型 ,采取灵活的方程形式与估计方法来估计

农产品供给弹性。国外很多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初级

产品生产者的供给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尽管各个

地区不同作物的供给弹性差别较大 ,但研究结果表

明生产者的行为是趋于合理的。检验影响发展中国

家农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价格和非价格变量的

有效性 ,是深入研究的方向[4 ] 。

国内对农业供给反应的研究很少 ,而且研究过

程比较简单。从现有的文献看 ,王秀清、程厚思[5 ] 和

陈永福[ 6 ]分别运用 Nerlove 模型研究了蔬菜、小麦

与玉米等农产品的供给反应。王德文和黄季 　利用

边际理论、局部调整模型和价格预期理论 ,建立了双

轨制度下 3 种不同的供给反应模型 ,对定购数量和

定购价格是否显著影响我国粮食产出进行了实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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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7 ] 。司伟运用 Nerlove 对我国甘蔗和甜菜进行了

供给反应研究[8 ] 。本文尝试采用 Nerlove 模型对中

国小麦的供给反应进行分析和研究。

2 　模型设定与估计

211 　供给反应模型

蛛网模型实际上是基于滞后调节原理 (即预期

价格为上期的价格) 而建立的供给反应模型。农产

品供给的实证研究一般假设完全竞争、市场均衡、无

风险以及农户生产决策具有可分性。依据这些条

件 ,只要产品价格足以补偿可变成本 ,那么单个生产

者的特定产品的供给函数就是边际成本函数 ,市场

供给函数则是所有单个生产者的供给函数加总。因

此 ,供给函数取决于所有相关预期产品和投入品的

价格、所有固定生产要素及其技术水平。在每一项

经济活动中 ,预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研究人员

通常假定供给函数取决于有关的预期价格 ( Pe) 。

S = f ( Pe) 。 (1)

式 (1) 中 : S 为各种农产品的供给向量 ; Pe 为预

期价格向量。预期价格最常见的是以滞后一个时期

的农产品价格来表示 ,这是因为产品的实际收获价

格要等到收获之后才能知道。价格生成的滞后性使

得在描述生产投入决策过程时一般采用相关变量的

过去值 (或者过去值的简单估计值) 来描述 ,由此所

建立的模型也就是幼稚预期模型 ,即

S = f ( Pe
t ) = f ( Pt - 1 ) 。 (2)

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品 ,因此人们

通常将用于个别作物的土地面积 (即播种面积)代替

供给量作为因变量。土地在不同作物之间的分配 ,

是农户对不同作物品种供给的价格反应。

但是事实上 ,决定生产者本期生产行为的不仅

仅是前一期的价格 ,生产者还有可能根据以往的经

验来修正预期价格 ,使预期价格接近正常价格。因

此 ,严格来说 ,蛛网模型是较为粗糙的。为了消除蛛

网模型的缺陷 ,适应性预期 (adaptive expectation)

理论应运而生。

马克 ·诺罗夫 ( Mark Nerlove) 于 1956 年放弃

了蛛网模型。他假设农户并非对上一期的价格做出

反应 ,而是对预期价格做出反应 ,而且这种预期价格

的形成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上一年度的价格。在

这种条件下 ,他建立了诺罗夫价格预期模型 ,其基本

形式为 :

A t = a + bPe
t + cZ t + ut ; (3)

Pe
t - Pe

t- 1 =β( Pt - 1 - Pe
t- 1 ) 。 (4)

式 (3)和式 (4)中 : A t 为 t 年实际播种面积 ; Pe
t

为 t 年作物的预期价格 ; Pt- 1 为 t - 1 年作物的实际

价格 ; Zt 是时间 t 时影响种植面积 (产量) 的其他外

生变量 ; ut 是随机扰动项 ;β是价格预期系数 ,它和

a、b皆为待估参数 , 0 <β< 1。

式 (4)表示的即为价格预期假设 ,其左边表示对

预期价格的年际调整 , ( Pt- 1 - Pe
t- 1 ) 为农户对上一

年度农作物价格预测的偏差。调整系数β表示上年

价格预期的偏差信息仅有一部分被传递用于调整当

年的预期价格 ,而不是全部。由式 (4) 所确立的假

设 ,预期价格 Pe
t 可表示为 :

Pe
t =βP t- 1 +β(1 - β) Pt - 2 +β(1 - β) 2 Pt- 3 + ⋯

+β(1 - β) t - 1 P0 。 (5)

式 (5)说明预期价格是以前所有价格的加权移

动平均。但由于 0 <β< 1 , 因此 ,权数是随滞后期

递减的几何级数。

由以上分析可知 ,在方程 (3) 、方程 (4)所示的模

型中有 3 个待估参数 : a、b 和β。对方程 (3) 和方程
(4)进行如下操作 ,可以获得 a、b和β这 3 个参数的

估计值。

由方程 (3) 、方程 (4)可得 :

A t = π0 +π1 Pt - 1 +π2 A t- 1 + V t 。 (6)

可以采用 OL S 估计出式 (6)中π0 、π1 、π2 的值。

由此可以计算出 a、b和β的估计值 :β
∧

= 1 - π2

∧
; a

∧

= π0

∧
/ (1 - π2

∧
) ; b

∧
= π1

∧
/ (1 - π2

∧
) 。

212 　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以种植面积作为因变量来构造供给反应模

型。根据农产品供给理论 ,影响农户种植小麦的因

素主要包括小麦价格、生产成本以及小麦生产的机

会成本 (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生产其他替代作物所可

能取得的收益) 。小麦种植面积的调整是农户在土

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对不同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分配

问题。

估计 Nerlove 模型可能导致结果违背残差服从

正态分布的假设。为了保证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

本文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一是可以确保

残差项同方差且服从正态分布[9 ] ,二是可以直接根

据系数确定短期供给弹性。

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建立了如下中国小麦供给

反应模型 :

lnA t =π0 +π1 ln Pt- 1 +π2 lnA t - 1 +π3 ln Ct- 1 +νt 。

其中 : A t 、A t- 1 分别代表小麦的当期和滞后一

期的种植面积 ; Pt- 1 表示滞后一期的小麦价格 ; Ct- 1

指滞后一期的小麦生产成本 ;νt 是随机误差。

213 　模型参数估计

1)协整检验。

协整 (cointegration) 分析技术是用于处理非平

15

　　　　　　　　　　　　　　　　　　　　　　　　　　　　马文杰等 :基于 Nerlove 模型的中国小麦供给反应研究



稳经济时间序列的有效工具 ,目前已成为检验变量

之间是否存在“伪回归”的有力分析方法[10 ] 。在分

析经济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前 ,必须对各变量

进行协整检验 ,否则就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伪回归”
( sp urious regression)现象。

首先对 1981 —2006 年我国小麦播种面积、小麦

价格及生产成本这 3 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

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对数值均为一阶单整 ,如表 1

所示。这说明各变量具备了协整的必要条件。进一

步运用 JJ 检验法对 lnA t 、ln Pt 和 ln Ct 进行协整检

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检验统计量 5 %临界值 结论

lnA t ( N , N ,1) - 0141 - 1196 非平稳
ΔlnA t ( N , N ,0) - 2145 - 1196 平衡

ln Pt ( C, T ,1) - 1144 - 3162 非平稳

Δln Pt ( C, N ,0) - 5135 - 3100 平衡

ln Ct ( C, N ,0) - 0155 - 2199 非平稳
Δln Ct ( N , N ,0) - 2170 - 1196 平衡

　　注 :表中 ADF 检验结果采用 EVIEW51 1 软件计算得出 ;检验形

式 ( C, T , K) 中的 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时

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 N 是指不包括常数项C或者时间趋势项 T ; △表

示差分算子。

表 2 　小麦播种面积、价格与生产成本的 Johansen 检验结果

特征值 零假设 ( H0) 备择假设 ( H1) 似然比统计量 5 % 临界值 结论

013672 R = 0 R = 1 231 4128 3510109 不拒绝零假设

012558 R = 1 R = 2 118887 1813977 不拒绝零假设

012328 R = 2 R = 3 610944 318415 拒绝零假设

　　注 :R 代表协整向量个数。

　　经过检验 ,变量 lnA t 、ln Ct 和 ln Pt 具有不少于 2

个的协整关系 ,因此以 lnA t 为因变量的回归不会出

现伪回归的现象。

2)回归分析。

运用 OL S 对方程 (6)进行估计 ,结果如下 :

lnA t = 010513 + 010634ln Pt - 010790ln Ct +

019686lnS t- 1

　　　(014181) 　 (112143) 　 ( - 116459)

(1210739)

函数式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为 t 检验值 , F =

6515752 , R2 = 019077 ,调整后的 R2 = 018939。

214 　结果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 ,小麦价格和前一期种植面积对

当期种植面积有正的影响 ,小麦生产成本对种植面

积有负的影响。

我国小麦的短期供给弹性π1 为 011372 ,长期供

给弹性 b为 210191。供给弹性较低 ,说明小麦播种

面积对价格变动的反应较为迟钝 ,当某一年小麦价

格发生突涨或突跌时 ,小麦的供给并不能迅速适应

这种变化 ,从而加剧供求的不平衡。但小麦的长期

供给弹性比短期供给弹性大得多 ,说明从长期来看

小麦播种面积能够针对价格变化做出较为敏感的反

应。小麦播种面积对价格变动的短期反应较为迟

钝 ,而对价格变动的长期反应相对敏感 ,主要原因可

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

第一 ,小麦是秋种夏收作物 ,基本没有其他作物

与之在播种面积上存在竞争。一些地方的播种面积

甚至达到当地总耕地面积的 90 %以上。在这种情

况下 ,即使小麦价格上涨 ,农民也难以迅速扩大小麦

的种植面积。

第二 ,目前 ,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小农经济发展阶

段。农户粮食生产要满足自身食物需求 ,这也限制

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调整能力。

第三 ,长期内 ,麦农可以通过种植蔬菜、果树等

来调整小麦种植面积。

第四 ,上年度小麦成本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弹性

为 - 01079 ,即 ,当不考虑小麦价格变动因素时 ,上年

度小麦成本上涨 1 % ,则本年度小麦面积将减少

01079 %。

3 　政策建议

我国小麦生产供给反应函数反映了一条非常重

要的信息 :当综合考虑小麦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变动

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时 ,小麦生产成本的变动对

面积的影响程度要比小麦价格的变动对面积的影响

程度小得多 ,即在小麦价格与生产成本以同样的比

率上涨时 ,小麦的播种面积主要受价格上涨因素的

影响 ,进而表现出本年度小麦播种面积的增加。因

此 ,为了稳定持续发展小麦生产 ,国家应在稳定生产

资料价格的同时 ,稳步提高小麦收购的保护价 ,完善

种粮直接补贴的标准[11 ] ,提高农户小麦种植的积极

性 ,增加小麦播种面积的供给 ,稳定发展小麦生产。

本研究通过对小麦生产与不同时期价格变化的

供给反应分析 ,考察了我国小麦供给对价格变动的

反应程度。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小麦供给对价格的
(下转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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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程度短期较小 ,但长期较大。这说明我国小麦

生产对价格波动的反应存在着时滞性。小麦种植农

户对价格有积极的反应 ,政府可以通过价格政策支

持达到增加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目的。但是 ,因

为小麦对于价格的反应滞后 ,所以政府价格支持政

策应该保持一定连续性 ,以使麦农对价格产生稳定

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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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upply Response of Wheat in China Based on Nerlove Model

Ma Wenjie ,Feng Zhongcha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ime series data about sown area ,price and production cost of wheat in China during 198122006 ,t his paper estimates t he

reaction degree of wheat sown area for price and cost by using t he Nerlove model1 The result s show t hat t he short2term supply response to price

for wheat sown area in China is much smaller t han t he long2term supply response ,which means t hat t he supply response to price for wheat has

a lag ,and t he cost elasticity of wheat is much smaller t han t he price elasticity1 Thereby ,t he production material price of wheat should be kept

stable ,and price2supporting policies for wheat also should be kept continuous when t he policies of wheat are made to promote t he formation of

wheat producers′stable expectation for increasing t he wheat price.

Key words : wheat ; supply response ;price ;Nerlo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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