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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利用 Ner lo ve模型分析我国烤烟的供给反应。结果表明: 当期烤烟价格对烤烟的种植面积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前期粮食价格对烤烟的种植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可知, 粮食价格对烟农

的种植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烤烟自身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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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国家发改委、国家烟草局每年发布的全国烤烟收购价格来看, 2008 年烤烟收购价格较 2007年平均提高 20% ,同比增长了 16%。

2009年全国烤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 10% ,同比下降了 10%。

! � 1990 � 2008年烤烟产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 1991 � 2009) , 2009年烤烟产量根据中国烟草专卖局网站披露数据计算得出。

1 � 研究背景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 烟草种植直到今天仍然饱

受争议,但吸烟有害健康的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

人们所认同,目前广泛开展的世界性控烟运动开始

对各国的烟草业产生深远的影响,烟叶生产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烟叶生产处于烟草行业的上游, 也是烟草价格

传导的起始环节,在整个烟草的产业供应链中占据

先导地位。我国是烟叶的生产大国,产量占到世界

总产量的 40%~ 50%。烟叶中,我国烤烟的种植面

积和产量从 1991年到现在,每年均占到烟叶种植面

积和产量的 86%以上,从 2003年至今更占到 90%

以上。

如图 1所示, 1990 � 2007 年, 我国烤烟的种植

规模总体上比较平稳, 2008年出现异常反弹。2008

年种植面积为 1845万亩,较 2007年增加 246万亩,

增幅为 15� 38%, 逼近 2005 年 1868 万亩的种植水

平; 产量增至 262� 3 万吨, 较 2007 年增幅为

20� 43%, 产量水平超过 2005年 18� 8万吨。据国家
烟草专卖局网站披露, 2009 年全国共种植烤烟

1685� 2万亩, 烤烟平均亩产为 304 斤, 据此估算,

2009年烤烟产量约为 256� 2 万吨, 较 2008 年仅略

有下降。

2008年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突增现象主要基

于两个原因: 一方面, 2008 年的烤烟收购价格较

2007年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 农户接受了烤烟的价

格信息,对烤烟收益的预期转强, 主动扩大种植面

积;另一方面, 2008年全国的烤烟亩产水平较 2007

年略有提高,单产与种植面积的增长,造成烤烟产量

大幅提高。

2009年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双双下降, 主要是

因为政府有意控制烤烟种植面积的快速增长势头,

降低了 2009年全国烤烟收购价格的上调幅度, 使烟

农的种植积极性受到影响。2009 年烤烟的种植面

积较上年下降 8� 7 个百分点, 单产上升 6� 9 个百分
点,综合影响使烤烟总产量略有下降。

图 1 � 1990 � 2009 年我国烤烟产量 !

我国烤烟收购价格目前仍然延续使用由国家根

据烟粮比价统一制定的政策,价格对烤烟种植的收

益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烟农的种植决策。烟

农一方面关注烤烟收购价格的变化, 同时考虑其他

比较作物价格的波动, 还要考虑到生产资料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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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大的上涨。因此, 这些价格因素成为影响烟农

下一年种植意愿的关键因素, 烟农据此综合决策下

一年的种植计划。但是, 上述种价格因素或由市场

形成,或由政府制定, 烟农作为生产单体, 只能被动

地接受当期价格。因此, 研究烤烟的种植面积对烤

烟收购价格以及粮食作物市场价格的反应具有重要

的政策含义。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1990- 2009)。

!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 2009)。

∃ �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 1991- 2009)。

%� 烟粮比价= 烤烟的平均出售价格/ 3种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其中 3种粮食指稻谷、小麦和玉米。

2� 烤烟种植面积、烤烟和粮食价格分析

2� 1 � 种植面积的基本分析
烤烟总产量受到种植面积和单产双重因素的影

响,种植面积更多反映地是政府种植计划和烟农种

植决策的共同结果。由于我国烤烟的单产水平变化

历年来较为平稳,因此烤烟种植面积的时间趋势变

化和生产布局变化与烤烟总产量的变化基本上是一

致的。从图 2来看, 在 1989 � 1998 年期间, 我国烤

烟种植波动较为剧烈,分别出现过 3次种植高峰, 其

中 1997年波动最为剧烈。1997年烤烟的收购价格

相对其他粮食作物的收购价格偏高,烟农的种植积

极性高涨, 结果导致当年的烤烟生产严重过剩。

1998年国家出台了新的烤烟生产收购政策,对烤烟

种植实施合同管理, 合同明确限定烤烟的种植面积、

收购量以及收购价格等。1998 � 2008年期间, 烤烟

生产发展基本平稳,种植面积整体趋势平稳略有向

下, 2008年又开始上升。

从图 3看, 2008年,在种植面积全国占比 2%以

上的 11个省份中, 南方烟区有 7个,全国占比总计

为 74� 15%, 其中云南省依然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省

份,全国占比达到 31� 50%; 黄淮烟区有 2个, 全国

占比总计为 15� 10%; 北方烟区有 1 个黑龙江省, 全

国占比为 2� 66%。图 3 大致反映了我国目前烤烟

生产的格局。

图 2� 我国 1990� 2008年烤烟种植面积 

图 3 � 我国 2008年烤烟种植面积全国占比 2%

以上的省份 !

1� 2 � 烤烟和粮食的价格走势
从图 4可以看出, 在 1990 � 2008年期间, 1994

年、1998年是值得注意的两年。烤烟价格在 1993

年以前走势较为平稳, 1994年以后波动程度加大,

整体走势向上,从 1994 � 1998年经历了一波快速上

涨继而快速回落的过程。从 1998年以后,烤烟价格

平稳、快速上涨, 2008年加速上扬。相比之下,粮食

价格的表现较为稳定, 波动幅度较小,但是烤烟价格

和粮食价格之间的比值有逐渐扩大之势(如图 4中

烟粮比价的走势)。1998 � 2008 年期间, 烤烟的价

格上涨了 1� 42倍,粮食的价格上涨了 0� 35倍。

图4� 1990� 2008年烤烟和3 种粮食出售均价及烟粮比价 ∃

图 4 反映出, 烟粮比价%在 1994 年和 1998年

最低, 分别为 3� 55 和 4� 58; 最高是 2002 年, 为

8� 23; 2005年和 2008 年分别为 7� 71和 8� 22, 处于
相对峰值。受到烤烟和粮食的价格影响, 烤烟的种

植面积在 1992年、1993年、1996年、1997年处于相

对高位, 1994 年、1998年出现大幅回落; 2005 年和

2008年也有上涨反应。结合图 1来看,烟粮比价对

烤烟种植面积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以来,我国依照烟粮比价制定烤烟收购价

格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 最早如 1951年规定,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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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烤烟以 1斤 6 级中等烟与 6斤中等小麦相比,

以计算确定烤烟收购价格标准。在计划经济时代,

这种价格政策对稳定烤烟生产具有积极的作用。但

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尤其是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开放

程度越来越高的现在, 其不能及时反应市场需求信

息的缺陷是很明显的。表 1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烤烟

和粮食价格政策变化一些的重要时点。

表 1 � 烤烟和粮食价格政策变化重要时点

年 份 烟粮比价 背 景

1990 1& 6� 57 烟价上调,粮价下跌。

1993 1& 5� 00 粮食减产,粮价上涨。

1994 1& 3� 55 粮价大幅上涨。

1995 1& 4� 82 烟价上调。

1996 1& 6� 80 粮价下跌,烤烟各地实行价外补贴政策。

1997 1& 5� 79 价外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

1998 1& 4� 58 国家实施烟叶收购合同制,同时取消价外补贴。

2002 1& 8� 23 烟价提高,粮价持续萎靡。

2003 1& 7� 13 粮价走高。

2005 1& 7� 71 对粮食实施直接补贴、烤烟恢复价外补贴。

2008 1& 8� 22 烟价提高 20%。

� � 注: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网站的资料整理  。

3 � 全国烤烟的供给反应模型

3� 1 � Nerlove模型介绍

Ner love模型在近代国内外农业农产品方面的

供给问题研究应用较为广泛和深入,具有一定的动

态分析意义
[ 1- 2]
。Ner love 模型摒弃了早期蛛网模

型和幼稚型预期模型对预期价格的简单、静止的假

定,提出农户不仅仅对过去的农产品价格做出反应,

而且根据自身的经验对预期价格进行修正, 使预期

价格趋向于实际价格。即使是预期价格的形成, 由

于农业生产固有的特点, 例如农业固定资产缓慢的

更新速度、农产品较长的生产周期以及生产资金的

匮乏等等,也只能造成农户对自己的种植行为进行

局部调整。后来的学者沿着 Nerlo ve的思路展开了

持续的研究。

 � 王现军.粮价变动对烟叶生产影响的历史回顾[ E B/ OL] . [ 2004- 01- 07] . ht tp: / / w ww . tobacco. gov. cn/ html/ 13/ 1302/ 66002_n. h t�

m l.

国外运用 Nerlov e 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多, 如

Maitha 利用此模型研究了肯尼亚咖啡产量对于价

格变化的反应
[ 3]
, Seini研究了加纳地区棉花的供给

反应[ 4] , Grada C� 对 19 世纪到 20世纪爱尔兰的 6

种主要农产品有关供给反应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 5]。

国内运用 N erlo ve 模型进行研究逐渐变多, 主

要研究集中于农业领域, 对烟叶生产的供给反应研

究尚不多见。林毅夫利用湖南省的数据, 考察了价

格双轨制下的中国水稻供给反应问题, 认为在内生

性的收购体制下收购价的变化会导致供给的反

应[ 6 ]。王秀清建立蔬菜供给反应模型,得出中国的

蔬菜种植面积不能迅速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作出相

应的调整,从而不利于市场稳定的结论
[ 7]
; 王德文、

黄季焜建立双轨制度下 3种不同的供给反应模型,

就粮食的定购数量和定购价格对粮食的产出影响进

行了研究 [ 8] ; 陈永福利用农业供给反应模型分析了

中国稻谷与小麦供求的影响因素 [ 9] ;司伟、王秀清运

用供给反应模型测算并对比不同经济背景下糖料生

产的供给反应
[ 10]
。

一年生的农作物, 采用 N er love 模型一般由以

下 3个方程组成:

A t
d
= a1 + a2P t

e
+ a3 Zt + Ut ; ( 1)

A t - A t- 1 = �( A t
d
- A t- 1) (0 ∋ �∋ 1 ) ; ( 2)

P t
e
- Pt- 1

e
= �( Pt- 1 - Pt- 1

e
)(0 ∋ �∋ 1 )。 (3)

其中, A t 是实际种植面积, A t
d 是意愿种植面

积, P t 是实际价格, P t
e
是期望价格, Z t 是在影响种

植面积的其他外生变量, Ut 为随机扰动项。�, �分

别表示局部调整系数和预期价格调整系数。

从方程( 1) ~ 方程( 3)中消除不可观测的变量

A t
d 和P t

e
,得到简化形式的 Nerlo ve模型:

A t = (��) a0 + ( ��) a1P t- 1 + (2- �- �) A t- 1 - (1

- �) (1- �) A t- 2 + �a2Zt + �a2 (1- �) Z t- 1 +

�Ut + �(1- �)Ut- 1。 ( 4)

这里假定:

U t =  U t- 1 + e t。

其中, - 1<  < 1; E( e) = 0; cov ( e) = !2I。

令 ( ��) a0 = b0 ; ( ��) a1 = b1 ; (2 - �- �)

= b2 ; - (1 - �) (1- �) = b3 ; �a2 = b4 ;�a2(1 - �)

= b5 ; �U t + �(1 - �)U t- 1 = ∀t 。

可得:

A t = b0 + b1 P t- 1 + b2 A t- 1 + b3A t- 2 + b4Z t +

b5Z t- 1 + ∀t 。 ( 5)

3� 2 � 烟农供给反应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对供给反应的影响因素,作如下假设。

假设 1:烤烟的收购价格与烤烟的种植面积正

相关。

假设 2:比较作物的收购价格与烤烟的种植面

积负相关, 比较作物用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粳

稻、小麦、玉米 6种粮食的平均收购价格来代替。

3� 3 � 模型建立和数据来源
在 Nerlov e模型中, 解释变量包含有因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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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项和农产品价格的滞后项,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进行估计,可能存在序列自相关和多重共线性,估计

结果是有偏估计量。本文采用 Panel(面板)数据模

型的估计方法, Panel数据模型可以大量增加样本

数量,所含信息较为丰富,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善模型

的估计结果,而且还可以讨论单纯依靠时间序列数

据或者截面数据无法讨论的问题。Panel数据既带

有时间序列的性质, 又包含横截面的特点。Panel

数据模型可以添加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 采用广义

最小二乘法( GLS)、似乎无关联( SU R)等回归方法。

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可以获得各省的
烤烟种植面积数据, 从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汇编#获得各省每 50kg 烤烟和粮食作物的平均

收购价格数据。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海南、西藏、

青海几乎没有烤烟种植历史; 宁夏和新疆的烤烟生

产目前一直处在 2000吨以下,本文分析忽略上述省

(市)。另外,由于河北、山西、甘肃、内蒙古的数据存

在较多的缺失, 修补较为困难,加上这 4个省(区)的

烤烟产量较小, 近年来每年均不超过 1万吨, 因此本

文也没有考虑这 4个省(区)。重庆直辖市 1997 年

设立,因此将重庆市的相关数据并入四川省处理。

本文选择 16个烤烟生产省作为 Panel数据的截面,

个别省份的个别数据缺失,采取了修补措施。处理

后的数据为平衡数据。

我国烟叶的收购价格是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在每

年的烟叶种植之前开始公布, 因此烟农对烤烟的预

期价格就是当期价格, 我国烤烟的当期价格取自历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与收益资料汇编#中每年烤烟的
平均收购价格。

综合以上的分析,适当引入烤烟种植面积的其

他影响因素,本文建立了烤烟的供给反应模型:

lnA i t = b0 + b1 lnPt it + b2 lnA i, t- 1 + b3 lnP p i, t- 1

+ U it。 ( 6)

式( 6)中, A 为烤烟的实际种植面积; P t、PP 是

采取了考虑生产要素投入价格变化后的相对价格形

式, P t 为烤烟的平均收购价格除以化肥生产资料的

价格指数, PP 为粮食作物的平均收购价格除以化肥

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 其中粮食作物的平均收购价

格是通过计算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粳稻、小麦、

玉米 6种每 50kg 收购价格的平均值得到的。烤烟

成本中劳动费用、燃料费用和化肥费用占比较大, 实

际上烤烟用工中雇工的占比很小,大部分是自己种

植烤烟,加上粮食作物成本中很少有燃料费用,综合

考虑,本文仅选用化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表投

入品的价格影响。

烤烟短期供给的自价格弹性为: #S1= b1。

烤烟长期供给的自价格弹性为: #L1= b1 / (1- b2)。

烤烟短期供给的交叉价格弹性为: #S2= b3。

烤烟长期供给的交叉价格弹性为: #L2 = b3 / (1-

b2)。

3� 4 � 协整检验
在回归分析过程, 为了避免产生(虚假回归),有

必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协

整关系检验。

3� 4� 1 � 平稳性检验
本文的计量分析在 eview s6� 0软件上运行。首

先,对 1989 � 2008年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检

验结果表明: LnA、lnP t、lnPp 是 I( 0)单整(见表 2)。

表 2 � 各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方法 检验统计量 结论

LnA

LLC - 5� 23* * * 平稳

IPS - 3� 29* * * 平稳

ADF 64� 79* * * 平稳

PP 64� 86* * * 平稳

lnPt

LLC - 4� 39* * * 平稳

IPS - 2� 15* * * 平稳

ADF 51� 93* * * 平稳

PP 55� 31* * * 平稳

lnPp

LLC - 2� 47* * * 平稳

IPS - 4� 54* * * 平稳

ADF 75� 46* * * 平稳

PP 40� 55 非平稳

� � 注: ( * )、( * * )、( * *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

平,均为双尾检验。

3� 4� 2 � 协整检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建立在 Engle and Granger 二步法检验基础上

的面板协整检验, 具体方法主要有 Pedroni检验;另

一类是建立在 Johansen协整检验基础上的面板协

整检验。

由表 3和表 4 的检验结果看出,在变量之间存

在着协整关系,可见以 lnA 为因变量构成的回归方

程不会出现虚假回归现象。

表 3� Pedroni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检验统计量值 结论

Pan el v�统计量 - 1� 74 不存在协整关系

Pan el rho�统计量 - 0� 06 不存在协整关系

Pan el pp�统计量 - 2� 43* * * 存在协整关系

Pan el ADF�统计量 c - 2� 74* * * 存在协整关系

Group rho�统计量 1� 30 不存在协整关系

Group PP�统计量 - 3� 98* * * 存在协整关系

Group ADF�统计量 - 4� 73* * * 存在协整

� � 注: ( * )、( * * )、( * *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

平,均为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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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Johansen检验结果

原假设
Fisher 联合

迹统计量值

Fisher联合��max

统计量值
结论

0个协整向量 89� 72* * * 79� 17* * * 存在协整关系

至少 1个协整向量 37� 78 28� 08 不存在协整关系

至少 2个协整向量 57� 59* * * 57� 59* * * 存在协整关系

� � 注: ( * )、( * * )、( * *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

平,均为双尾检验。

3� 5 � 回归分析
3� 5� 1 � 确定模型的影响形式

首先建立随机效应的回归模型形式,然后对该

回归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随机

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显著相关, 因此可

以将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3� 5� 2 � 确定模型形式的 F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 y i = ∃i + x∗i�i+ ui ( i = 1, 2, +,

N ) 常用的有如下 3种情形:

∃i , ∃j , �i , �j ; (变系数模型)

∃i , ∃j , �i = �j ; (变截距模型)

∃i = ∃j , �i = �j 。(混合模型)

经常进行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主要检验

如下两个假设:

�1 = �2 = += �N ;

∃1 = ∃2 = += ∃N。

如果接受假设 H 2 , 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

情形 3, 即模型为混合模型; 如果拒绝假设 H 2 ,则需

检验假设 H 1。如果接受 H 1 ,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

情形 2, 即模型为变截距模型,反之拒绝 H 1 ,则认为

样本数据符合情形 1, 即模型为变参数模型。

通过构建模型,可得变参数模型得残差平方和

S1 ,变截距模型得残差平方和 S2 , 不变参数模型得

残差平方和 S3。获得 S 1、S2、S3 后根据下式计算出

F2、F1 统计量,并查找临界值对模型的形式作出判

断。

F2 =
( S3 - S1) / [ (N - 1) ( k + 1) ]

S 1 / [ NT - N ( k + 1) ]
~ F[ (N -

1) ( k + 1) , N ( T - k - 1) ] 。 ( 7)

F1 =
( S2 - S1 ) / [ ( N - 1) k]
S1 / [ N T - N ( k + 1) ]

~ F[ (N - 1) k,

N ( T - k- 1) ] 。 ( 8)

根据计算结果得 F2 = 1� 70,大于在 5%显著性

水平下的临界值 F(60, 256) = 1� 38; F1 = 1� 23,小于
在 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F (45, 256) = 1� 42,
所以接受 H 1。因此本文, 建立烤烟种植面积的变

截距模型,并采用似乎不相关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

估计。

3� 5� 3 � 估计结果和分析

对烤烟供给反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5和表 6

所示。

表 5 � Nerlove模型估计结果

变 量 系 数 系数值 标准差 T 值

C b0 1� 4189* * * 0� 0847 16� 7577

LnP t b1 0� 0906* * * 0� 0088 10� 3484

LnA ( t- 1) b2 0� 6605* * * 0� 0137 48� 2283
LnP p( t- 1) b3 - 0� 1303* * * 0� 0104 - 12� 5516

固定效应

辽宁 - 0� 3940

吉林 - 0� 4053

黑龙江 0� 0241

安徽 - 0� 3550

山东 0� 0305

河南 0� 3969

陕西 0� 0071

福建 0� 0534

江西 - 0� 4015

湖北 - 0� 0252

湖南 0� 1767

广东 - 0� 2014

广西 - 0� 3748

四川 0� 2618
贵州 0� 5203

云南 0� 6863

调整的 R 2 0� 9957

DW值 2� 07

� � 注: ( * )、( * * )、( * * * )分别表示 5%、1%的显著性水平, 均

为双尾检验。

表 6� 供给弹性的计算结果

自价格弹性 交叉价格弹性

短期价格弹性 0� 0906 - 0� 1303

长期价格弹性 0� 2669 - 0� 3838

� � 表 5和表 6的估计结果表明:

从各省的不同截距值可以看出, 云南、贵州、四

川、河南、湖南、福建等在 0� 05以上, 表明上述 6省

在 1989 � 2008年为我国的烤烟主要种植区,其中云

贵川 3省以及河南省的截距较大,湖南和福建稍次,

其他 10个省份为烤烟种植的次要区域。

从参数的估计结果看,扣除了成本上涨因素的

烤烟价格对种植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扣除了成

本上涨因素的粮食价格对种植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与前面的假设一致,基本反映了目前我国烤烟的

供给反应的实际状况。

烤烟供给的短期自价格弹性要小于短期交叉价

格弹性的绝对值(粮食作物)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

情况下,如果烤烟价格和粮食价格同时上涨 1% ,烤

烟的种植面积反而要下降 0� 0397% ,这说明烟农对

待其他农作物的产出价格反应更为强烈, 对烤烟自

身的价格上涨程度反应不及比较作物的价格下降程

度。由此可见,烟农种植决策不仅要看烤烟收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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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变化程度, 同时还要参考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变

化,在比较中衡量自己的行为得失。

长期来看, 烤烟供给的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

弹性的绝对值变大,烤烟供给的长期自价格弹性依

然小于长期交叉价格弹性的绝对值(粮食作物) , 说

明价格因素对烤烟种植面积的影响存在积累效应,

其影响力最终在烟农的种植行为调整过程中显现出

来。

总体来看, 烤烟的价格弹性较小,或者说没有弹

性,这与烤烟的农作物性质不无关系。农作物的种

植面积存在约束,土地方面的竞争比以前更加激烈。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面对粮食作物和越

来越多的经济作物,烤烟对种植面积的竞争并无优

势。

4 �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利用 Ner love模型来分析我国烤烟的

供给反应。分析结果表明:

1)烤烟种植面积的时间趋势变化和生产布局变

化与烤烟总产量基本上一致, 主要是因为我国烤烟

的单产水平变化与种植面积比较起来相对平稳很

多,烤烟总产量的变化主要受到烤烟种植面积变化

的影响。目前, 南方烟区依然是烤烟的主要生产地

区,北烟南移的趋势基本不变。

2)与烤烟收购价格的高波动性相比, 粮食价格

的走势相对平稳,但是整体来看,均呈上扬之势。从

1989 � 2008年的时间段看, 烟粮比价与烤烟种植面

积的波动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表明了价格因素对烤

烟种植面积的重要影响, 而烟粮比价在波动过程中

呈日渐抬升的势头,也表明了政府制定的烟粮比价

日渐上升与国家计划控制、减少烤烟种植面积之间

的政策冲突。

3)从估计结果看, 烤烟价格对种植面积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粮食价格对种植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但是,短期内烟农的种植调整行为并不充分, 长

期来看,价格终究要对烟农的行为产生影响。进一

步分析可知,作为比较意义上的粮食价格对烟农的

种植决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甚至超过了烤烟自

身的价格。政府在调控烤烟种植面积的决策时, 始

终锚定烟粮比价, 实际上同时考虑了两者价格的影

响。由于烤烟的自价格弹性比交叉价格弹性要低,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烤烟收购价格的上涨幅度往往

要高于粮食作物的上涨幅度,以此来保证烤烟提价

的效果。

鉴于国际控烟形势和世界贸易规则的变化,我

国对烟草行业进行了改革,对烤烟的生产布局重新

调整,力图有效控制、缩减烤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必须降低烤烟收购价格的上

调幅度,至少要低于粮食作物收购价格的上涨幅度,

即有意识地降低烟粮比价,减弱烟农对烤烟收购价

格相对上涨的预期,以此减弱烟农的种烟积极性,自

发地实施转产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希望实现有效缩

减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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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关系持续的意愿,并逐渐的形成真正的客户间深

度合作,这是企业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然而仅仅

把关系建立在非经济因素上, 也将降低客户对关系

的承诺和信任。研究结果证明, 关系营销战略的成

功实施需要结合经济利益、非经济利益两方面的因

素,才能更好的达到其营销战略的目的,仅仅提供经

济因素或非经济因素的利益都不能很好维系客户长

期深度合作,也难以促进真正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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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Depth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ustomers

Based on Relationship Marketing

Zhang Yi1 , Zheng Jianzhuang2 , Cai Ning1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 inist ration , Zhejiang U nivers ity,H angzhou 310027, China;

2. City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H an 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 e relevant review , this paper builds an empi rical m od el of relat ionship mar ket ing an d explores th e format ion of customer

b ehavior and the fundamen tal cause. Th en measu rement terms are formu lated for the const ru ct ion of variab les in model�bu ilding f rom tw o di�

m ension s, w hich are consumer's b ehavior and at t itudes intent ions , sim ultan eously, and Likert f ive�point scale tool is u sed to h elp complete the

qu est ionnaire survey. At the data analysi s an d model validation process, th e methods of des cript ive stat ist ics an d st ructur al equation modelin g

techn iqu es, w ith comb inat ion of quant itat ive an d qualitative m ethods, are us ed to draw the fol low ing con clus ions: provider's cu stom�oriented an d

i ts technical capabilit ies play th e posit ive and signif icant role for commitmen t an d t rust ; cor porate reputat ion has a very act ive role for t rust , an d

has n o direct effect on th e commitment , bu t has an ef fect indi rect ly on customer behavior and commitment by w ay of the t rust ; the successful im�

plementat ion of relat ionship mar ket ing st rategies require a com binat ion of economic ben ef it s, non� econ om ic interest s of th e tw o facto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 e purpose of th eir marketin g st rategy.

Key words: relat ionship market ing; cus tom er behavior; t rust ;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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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upply Response of Flue�cured Tobacco in China

Yuan Qing lu1 , Jiang Zhongyi2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China Ag 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 a;

2. Research Cen ter for Ru ral Economy, M inist 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0810, China)

Abstract: T his pap er analyz es the su pply resp on se of flue�cu red tobacco in C hina w ith Nerlove model . Th e analysis result s sh ow that th e price

of flue�cur ed tobacco exert s a promin ent posit ive in flu ence on it s plan ting area and th e prices of grains in earlier period s have a prominent nega�

t ive inf luence on th e plant ing area. Furth er analysis show s th at , the prices of grains have an im portant impact on the plan tin g decision�mak ing of

th e farmers, even more than th e price of f lu e� cured tobacco it sel f.

Key words: f lue�cu red tobacco; supply response; Nerlo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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