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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属性视角下粮食储备
建立的必要性研究

钟　 昱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　 要：与普通商品相比较，粮食是一类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这三个环节
都有所体现。粮食生产的非连续性和弱可控性，客观上加大了粮食产量和供给成本的非平滑性。
需求刚性则决定了粮食需求端有较强的平稳度。粮食在生产端与需求端波动的不一致性，加大了
粮食市场的波动风险。此外，由于易腐性而导致的粮食流通环节成本占比较高，进一步放大了粮食
价格波动的幅度。粮食自身的特殊产品属性，决定了建立粮食储备的必要性。粮食储备制度的建
立，不但对稳定本地区的粮食市场至关重要，而且对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运行，同样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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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构建现代粮食储备体系要从粮食商品区别
于一般商品的特殊属性入手，分析建立粮食储备的
必要性。

与普通商品相比较，粮食是一类特殊的商品。
这种特殊性，分别体现在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
节。

在生产环节，粮食的生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
有相对较长的生产周期，不仅需要人工、物料等可控
要素的投入，更需要不可控性更高的自然环境要素，
如水、气温、土壤、光照等各要素的投入。

在流通环节，粮食一般都是生命的有机物质产
品，易腐烂变质，因而粮食的贮存与运输成本相对会
较高。

在消费环节，大多数粮食都是人类的生活必需
品，因而需求弹性比一般商品要小，也就是需求刚性
较大。

正是由于粮食以上特殊的产品属性，导致粮食
的生产过程、产量以及最终的产品品质变化，相较于
一般商品，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最
终会对粮食的生产成本、流通费用以及销售价格
产生特殊的作用，进而会使粮食价格在运行过程
中，呈现出区别于一般商品的波动特征。本文从
粮食产品的特殊属性入手，分析建立粮食储备的
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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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粮食特殊的产品属性
１． １　 生产的非连续性

粮食生产的非连续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
自然生产的非连续性，即传统意义上粮食供给数量
上的非连续性；二是指经济生产的非连续性，即为获
得相同品质的粮食，在供给成本上的非连续性。

自然生产的非连续性，是指粮食是一个生命有机
体，从其孕育、生长到成熟，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
受到自然环境要素周期性的影响，粮食的生产具有一
定的季节性，粮食收获期相对较为集中，供给数量呈
现出明显的非连续性。从表１中我国主要粮食的收
获期，可以明显看出粮食生产的季节性。

表１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收获期
粮食作物 主要种植区域 收获期
冬小麦 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四川、安徽、陕

西、山西、湖北等地，以及华南各省、南
疆、西藏、甘肃和辽宁部分地区

４ ～ ５月

春小麦 东北、宁夏、甘肃、内蒙古、山西雁北、青
藏高原和北疆地区

８ ～ ９月

粳稻 东北地区 １０月
籼稻（单季） 长江流域、华南、西南地区 １０月
籼稻（双季） 长江流域、华南、西南地区 ８月、１１月
春播玉米 辽宁、吉林、黑龙江及河北北部 ９月
夏播玉米 黄河、淮河、海河流域中下游的山东、河

南的全部，河北的大部，山西中南部、陕
西关中和江苏省徐淮地区、西南山地

１０月

油菜 北起黑龙江、新疆，南至海南，西至青藏
高原，东至沿海各省均有种植

５月

花生 主要分布于温带、亚带热沙土和丘陵地
区，山东分布最广

１０月

　 　 注：资料来源于《粮食大辞典》，２００９年，中国物资出版社。

经济生产的非连续性，是指在一个产品周期之
中，具有相同品质属性的同一类粮食，在不同时点上
的供给成本的差异程度，较一般商品更大。变异系
数是衡量变量相对波动的一个有效的指标。从表２
我们可以看出，粮食类产品的月度价格波动幅度为
工业品价格波动幅度的１． ３２倍。具体到小麦、粳稻
和玉米这些粮食品种的价格波动幅度更是远远高于
工业品价格波动。从表２可以直观反映出粮食经济
生产的非连续性。

表２　 粮食与工业品价格波动程度
均值 标准差变异系数／ ％

小麦 １． ５４７ ３ ０． ４１４ ９ ２６． ８１

粳稻 １． ８３８ ０ ０． ５９３ ７ ３２． ３０

玉米 １． ４６５ １ ０． ４５２ ９ ３０． ９１

粮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１． ００５ ３ ０． ００５ １１ ０． ５０８ ３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０． ９９８ ９ ０． ００３ ８４ ０． ３８４ ４

　 　 注：小麦、粳稻和玉米价格为集贸市场月度现货价格，来源于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粮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为月度环比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粮食在经济生产中的非连续性，具体可以归结
粮食产品较高的储藏与运输成本。粮食作为一种生
物有机体，与一般商品相比较，其中一项特殊的属性
就是易腐性，即粮食在产品成熟后给消费者带来的
效用，随时间运行下降的速率较快。因此，为了保持
粮食品质的稳定性，粮食在储藏与运输环节投入的
成本比重，要远远高于一般商品。又因为粮食在自
然生产上的非连续性，因而粮食的供给周期较长，这
进一步推高了非当季粮食的储藏和运输成本。非当
季粮食的供给成本与当季粮食的供给成本会产生更
大的差异。
１． ２　 地域分散性

粮食的地域分散性有两种类型：数量型和品质
型。

数量型地域分散性是指粮食的自然生产，需要
在分散的、大面积的土地上进行，单位面积的产出往
往较低。从表３我国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４年的粮食、工
业品产出密度比较，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粮食的数量
型地域分散性。工业产出的密度大致在每万公顷
５００亿元左右，而粮食的产出密度每万公顷只有
２ ０００万元左右。工业产出密度大致为粮食产出密
度的２ ０００倍以上。

表３　 粮食产出密度与工业产出密度的比较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

粮食产值
／亿元 １ ５５２ ２ ０１１ ２ ３９１ ２ ６３１ ２ ８３２ ２ ９０９ ３ ２８４

粮食播种
面积／万ｈｍ２ １０ ６７９ １０ ８９９ １０ ９８８ １１ ０５７ １１ １２０ １１ １９６ １１ ２７２

粮食产出
密度 ０． １５ ０． １８ ０． ２２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２６ ０． ２９

工业产值
／亿元 １４８ ０９８ １５７ ８５０ １８８ ８０５ ２２３ ３９０ ２４０ ２００ ２５６ ８１０ ２７１ ７６５

工业用地
面积／万ｈｍ２ ３９１ ３８７ ３９８ ４１９ ４５８ ４７１ ５００

工业产出
密度 ３７９ ４０８ ４７４ ５３３ ５２４ ５４５ ５４４

工业产出密度
／粮食产出密度２ ６０６ ２ ２１１ ２ １８０ ２ ２４１ ２ ０５９ ２ ０９９ １ ８６６

　 　 注：①表中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②粮食产值是指粮油类
成交额，工业产值是指第二产业增加值。③工业用地面积则用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表示。

品质型地域分散性则是指特定品质属性的粮
食，对自然条件（如水、温度、光照、土壤等）的要求
不同，因而某一类粮食的生产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
即使同一类粮食，在相邻地区生产，其外观乃至内在
品质都会有很大差异。吉林省的五常大米就是一个
例证。

粮食的数量型和品质型地域分散类型，都会导
致粮食供给成本的增加。数量型地域分散性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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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采集成本增加。粮食的这种采集成本，不仅
包含收割机械成本和人工采集成本，还包括由于大
面积采集而导致的较高的漏采率和残次品率。这会
导致粮食的产量或者品质下降，因而粮食的采集成
本相较于一般商品要更高一些。品质型地域分散性
会导致粮食的流通成本增加。不同种类的粮食和不
同品质的同一类粮食生产上的地域性，必然会导致
粮食供应上的地域性。但粮食消费的地域集中度远
没有生产中的地域集中度大，从而会增加不同种类、
不同品质粮食的流通距离，进而导致粮食流通成本
的增加。表４中的美国粮食产销各环节支出额，显
示出流通成本在粮食零售总成本中占有一个相当大
的比重。

表４　 美国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４年粮食产销各环节支出额

年度 消费支出
／亿美元

运销支出
总额／亿美元

农场产值
／亿美元

运销支出占消费
支出的比例／ ％

１９６０ ６６． ９ ４４． ６ ２２． ３ ６６． ７
１９６１ ６８． ７ ４５． ７ ２３． ０ ６６． ５
１９６２ ７１． ３ ４７． ６ ２３． ７ ６６． ８
１９６３ ７４． ０ ４９． ９ ２４． １ ６７． ４
１９６４ ７７． ５ ５２． ６ ２４． ９ ６７． ９
１９６５ ８１． １ ５４． ０ ２７． １ ６６． ６
１９６６ ８６． ９ ５７． １ ２９． ８ ６５． ７
１９６７ ８９． ２ ６０． ４ ２８． ８ ６７． ７
１９６８ ９３． ９ ６３． ５ ３０． ４ ６７． ６
１９６９ ９８． ８ ６５． １ ３３． ７ ６５． ９
１９７０ １０６． ０ ７１． ２ ３４． ８ ６７． ２
１９７１ １１０． ７ ７５． ４ ３５． ３ ６８． １
１９７２ １１７． １ ７８． ４ ３８． ７ ６７． ０
１９７３ １３２． ２ ８２． ３ ４９． ９ ６２． ３
１９７４ １５４． ０ １００． ０ ５４． ０ ６４． ９

　 　 注：资料来源于美国农业部。

１． ３　 产量的弱可控性
粮食是一个不可间断的生命连续过程的结果，

由于其自身的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环境各种复杂
要素的影响较大。与工业品生产中各种生产要素的
精细控制不同，粮食生产中的自然要素的可控性较
低且变化的规则性较差，“靠天吃饭”导致粮食最终
产出量的波动程度较高，下一期产量的可控性相对
较弱。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受到自然灾害等因素影
响，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就是一个明
显的例证。
１． ４　 易腐性

Ｒａａｆａｔ（１９９１）根据商品的价值或者效用随时间
变化的不同类型，将商品划分为以下几类：①效用不
变（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ｕｔｉｌｉｔｙ）商品（如处方药等），商品的价
值或者效用在可用的生命周期内没有可感知的价值
损失；②效用递增（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 ｕｔｉｌｉｔｙ）商品（如酒、
古董等），商品的价值或者效用在生命周期内效用

递增；③效用递减（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 ｕｔｉｌｉｔｙ）商品（如粮食
等），商品的价值或者效用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效用
递减。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粮食产品，如小麦、稻谷、玉
米等，都属于第三类的效用递减商品，也称易腐性商
品（ｐｅｒｉｓｈ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产
品的新鲜程度也在逐渐下降。对消费者而言，其可
接受度逐步降低。对销售商而言，其售价同样会逐
渐下降。因此易腐性产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运行
而逐渐下降。

粮食的这种易腐特性，主要是通过对粮食“质
量”的影响体现出来的，这里所指的“质量”包括两
方面的含义：品质与重量。品质是指单位粮食给消
费者带来的效用，重量则指单位粮食的物理重量。
与商品价值随时间运行会不断贬值一样，粮食的
“质量”也会随时间运行而不断下降。粮食“质量”
这种不断下降的速率，称之为“自然贬值率”。由于
粮食的易腐性，粮食的“品质”随时间运行降低的速
率，远比其他商品要大。也就是说，与其他商品相比
较，随时间运行单位粮食的品质和重量都会有更大
幅度的降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０９年最新颁布的
《国家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在常
规储存条件下，粮油正常储存年限一般为小麦５年，
稻谷和玉米３年，食用油脂和豆类２年。我们据此
可以大致换算出各类粮食品种的自然贬值率。

表５　 粮食产品自然贬值率
粮食品种 储存年限／年 自然贬值率／ ％
小麦 ５ ２０
稻谷 ３ ３３
玉米 ３ ３３

食用油脂 ２ ５０
豆类 ２ ５０

改革开放与来，我国的存、贷款利率的最高值分
别出现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５年，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
率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分别达到１０． ９８％
和１２． ０６％的最高水平。表５中粮食的自然贬值率
都远高于目前的经济贬值率。因此，对于粮食这种
易腐性产品，必须充分考虑该特性对粮食成本和品
质的影响。
１． ５　 需求刚性

１９４３年，美国心理学家Ａｂｒａｈａｍ Ｍａｓｌｏｗ在《人
类激励理论》论文中首次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Ｈｉ
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ｏｒｙ），又称为基本需求层次理
论。它是后来行为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石之一。该理
论将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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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社会
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马斯洛特别强调指出：生理上的需求是人类维
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如果这些需求（除性以
外）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人类个人的生理机能就
无法正常运转。换言之，人类的生命就会因此受到
威胁，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就不再起到激励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理需求是推动人们行动的首
要动力。

粮食是人类为获取食物、生理平衡、分泌需求而
不可或缺的一类商品。即使粮食的价格有较大幅度
的波动，但人类为满足其生存需要，同时人的饮食与
口味又有一定的习惯性，因而对粮食需求量的变动
幅度，会比价格的变动幅度小。也就是说，粮食需求
弹性较小，需求刚性较大，即粮食市场需求量对其价
格变化反应的灵敏程度———粮食需求量变动的百分
率对其价格变动百分率的比率，比其他商品需求量
对价格反应的灵敏程度要低。
２　 粮食产品属性对储备的影响

与一般商品相比较，粮食生产的非连续性和
弱可控性，客观上加大了粮食产量的非平滑性，粮
食供给成本的波动程度也较一般商品大一些，导
致粮食产品在供给端的不确定性较其他商品更大
一些。

同时，由于粮食作为人类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其
需求刚性决定了人类对粮食需求数量的总体稳定
性，即不会因为粮食价格的过度升高而显著降低对
粮食的消费，也同样不会因为粮食价格急剧下降而
显著增加对粮食的消费。粮食在生产端与需求端波
动的不一致性，加大了粮食市场的波动风险。此外，
由于粮食易腐性的存在，粮食流通环节成本所占比
例较一般商品更大一些，这样就进一步放大了粮食
价格波动的幅度。

正是由于以上几点原因，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
战略物资，对其进行一定数量的储备，不但对稳定本
地区的粮食市场至关重要，而且对该地区经济和社
会的平稳运行，同样不可或缺。
３　 展望

对粮食特殊产品属性与储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
上的分析，但这些产品属性的量化工作以及对粮食
储备影响的实证分析还未展开。此外，粮食产品属
性还会对粮食供给、需求、价格、成本等许多变量产

生特殊影响，这些都是今后值得研究的工作。对未
来需要开展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粮食产品属性的部分量化。粮食产品的各个属
性量化难易程度有所不同。下一步可先对较易量化
的需求刚性和易腐性进行研究，实证分析这些属性
对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影响。对于比较难
以直接量化的粮食产品属性变量，如生产的非连续
性、弱可控性和地域分散性，未来或许可以采用工具
变量或者离散变量等方法来研究。

产品属性与成本和价格的逻辑关系。粮食特
殊的产品属性———生产的非连续性、地域分散性、
产量弱可控性、易腐性和需求刚性与粮食成本以
及价格波动的数理逻辑关系，是下一步研究的方
向之一。

产品属性如何融入到粮食供求平衡模型中。这
些特殊的产品属性与粮食供给、需求和储备的关系，
应该在一个模型中予以系统化地展示。具体来说，
粮食生产的非连续性和弱可控性对供给函数的中价
格弹性影响，易腐性在价格传递函数的具体影响作
用，以及需求刚性对粮食消费函数中需求弹性的具
体影响，这些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分析工作都是未来
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由于粮食是一种长周期产
品，它的这些产品属性对跨周期的供给和需求弹性
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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