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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与粮食生产: 以小麦为例
□ 华奕州 黄季焜

内容提要: 学术界对粮食收购双轨制的影响存在不少争议，尽管该政策已退出历史舞台，但

探讨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仍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本文以小麦为例，基于

1985—1996 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粮食收购双轨制下定购和议购政策变动对小

麦主产省小麦种植的影响。研究表明，以降低国家定购量、提高国家议购量和农民自留量以及提

高议购价为主要措施的双轨制改革，促进了小麦生产; 同时，双轨制期间农民没有对低于边际价

格的定购价格做出反应，这同理论预期一致。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市场改革在我国粮食

生产中的作用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粮食生产; 收购双轨制; 定购和议购; 市场化改革; 小麦

一、引言

在全面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启动

了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

农业生产从集体向个体农户转变，接下来如何改革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的农产品市场，成为改革的

重点。与前苏联“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模式不

同，中国于 1985 年开始实施粮食收购双轨制，以渐

进式推进国内农产品的市场改革。前苏联“休克

疗法”式的改革模式完全基于市场经济理论，忽视

市场形成过程和市场运行条件等建设，农业生产在

改革初期出现显著的负增长 ( Macours 等，2000 ) ;

而中国在渐进性改革理论指导下，通过逐渐退出市

场、不断提高价格等激励机制实施市场化改革。实

践表明，在中国农产品市场进行渐进式改革无疑是

更加成功的，这一改革后来也成为国民经济其他部

门改革的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最具特色的内容

之一。
虽然学术界对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影响的研

究不少，但争议很大。这些研究大多发表在 20 世

纪 90 年代，主要是研究粮食收购双轨制下的定购

数量和价格对粮食生产是否产生影响。一种观点

认为，因为定购价低于议购价或市场价格，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只对边界价格( 如市场价格) 做

出预期反应，所以定购政策对粮食生产没有影响

( Sicular，1988; 柯炳生，1991; 高小蒙等，1992 )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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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种观点认为，定购政策可能对农民的预期收入

产生影 响，从 而 影 响 农 民 的 生 产 行 为 ( 金 和 辉，

1990; Lin，1993; 郑毓秀等，1993; Tsang 等，1997; 王

德文等，2001) 。
然而，早期的多数研究因受数据可获得性等影

响，难以对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的各组成部分开展

更深入的影响。首先，过去的研究要么仅分析粮食

收购双轨制下的定购政策而忽视议购政策的影响

( Sicular，1988; 柯炳生，1991，1992; 金和辉，1990;

王德文等，2001) ，要么不区分定购和议购政策的差

异，笼统地分析国家粮食收购( 即定购和议购合为

一体) 政策对生产的影响( Lin，1993) 。其次，过去

研究要么仅从理论或概念上推断粮食收购双轨制

改革的影响 ( Sicular，1988; 柯炳生，1992; 高小蒙

等，1992; 郑毓秀等，1993; Tsang 等，1997 ) ，要么仅

对个别地区的粮食收购政策影响开展实证研究

( Lin，1993; 王德文等，2001) 。最后，多数研究没有

考虑粮食收购双轨制期间留给农民自己的粮食对

农民生产行为的影响，这部分可能也很重要，因为

它除了满足农民自己消费需求外，还可以在当地集

市或农贸市场销售。
为了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小麦为例，

在全面收集各省份小麦收购定购和议购等具有独

特数据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

期间的定购和议购政策以及农民自留粮食等对农

户粮食生产决策( 如小麦播种面积) 的影响。小麦

是我国的主要粮食品种，其研究结果对其他粮食

( 如水稻和玉米) 收购双轨制改革的影响也有借鉴

价值。

二、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与小麦生产

( 一) 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及其背景

1978 年改革前，我国粮食收购实行的是统一

收购制度。其特点是政府统一规定粮食收购价格

和收购品种，向集体生产的生产队实施计划收购

( 统购) ; 若生产队完成统购义务后剩有余粮，国家

可以在计划外采取加价收购( 超购) 。
改革初期，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

同时，粮食收购制度也进入了调整时期。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试点和全面实施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激

励机制，粮食生产显著提高; 同时，为了提高农民收

入和促进粮食生产，国家也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

格，引进粮食的议价收购，并逐渐放开集贸市场交

易，这些渐进的改革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 Rozelle 等，2000 ) 。改革初期粮食产量的

大幅度提高和粮食收购政策调整为此后实施粮食

收购双轨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1978—1984 年实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

度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粮食产量于 1984 年

突破 4 亿吨，在粮食生产取得稳定增长的背景下，

推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流通领域改革成为当时

改革的重点，但如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农产

品统购为主的粮食收购制度有不少争论 ( 如激进

式的 市 场 化 改 革、渐 进 式 的 双 轨 制 改 革 等 ) 。
1985 年的粮食收购双轨制政策的出台，标志中国

确定实施渐进性的市场改革。双轨制改革是政府

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 如确定定购量和较低的

定购价) 和激励机制 ( 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

市场价格的议购价) 直接控制一部分粮食以稳定

粮食的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

务后，剩余( 或自留 ) 部分可在市场销售。同时，

在粮食收购双轨制执行期间，虽然在个别时期国

家在收购政策上有波动，政府通过逐渐退出粮食

定购和不断提高议购和市场份额实现国家调控下

的粮食市场改革。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粮

食市场化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平( Rozelle 等，2000 ;

Huang 等，2004 ) 。但随着粮食产量的不断增长，

特别是当粮食产量于 1996 年突破 5 亿吨后，粮食

价格下降、国家库存剧增，政府又开始加强对市

场的 控 制，粮 食 收 购 双 轨 制 基 本 结 束，最 终 于

1998 年出台了一项颇有争议的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

实行顺价销售粮食、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

的“三项政策”。为此，本项关于粮食收购双轨制

及其影响的研究采用了 1985—1996 年的数据。
( 二) 粮食收购双轨制下的小麦面积和收购变

动趋势

在实施粮食收购双轨制期间，全国小麦播种面

积呈现小幅度的波动。例如，全国小麦播种面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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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89 年 在 2900 万 公 顷 上 下 波 动 后，于

1990—1992 年增加到 3000 多万公顷，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又下降到 2900 万公顷左右( 见表 1) 。
同全国小麦面积总体变动趋势相比，区域间的

变动趋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小麦主产省的小

麦播种面积和小麦在农作物总面积的占比变化趋

势，17 个主产省在 1985—1996 年的小麦占全国小

麦播种面积比例达 95. 6%，而各省小麦面积占各

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平均也达到 26. 7%，

这些主产省基本能够代表我国各地区小麦生产情

况。贵州、云南、河南和江苏等的小麦播种面积或

其占本省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都呈现上升的变动

趋势，而黑龙江、新疆、甘肃等省的小麦面积和其在

本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占比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内蒙古呈现较大的波动趋势，其余省份保持相

对稳定。

表 1 1985—1996 年全国小麦播种面积、定购量和议购量情况

年份
播种面积
( 千公顷)

定购量
( 万吨)

议购量
( 万吨)

定购量占产量
比例( % )

议购量占产量
比例( % )

1985 29218 2313 353 27 4

1986 29616 2255 587 25 7

1987 28798 1769 1047 21 12

1988 28785 1637 1037 19 12

1989 29841 1685 1171 19 13

1990 30753 1698 854 17 9

1991 30948 1509 1324 16 14

1992 30496 1767 1672 17 16

1993 30235 1860 1371 17 13

1994 28981 1703 1283 17 13

1995 28860 1710 1410 17 14

1996 29611 1716 1599 16 14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粮食统计资料，1986—1990、1993; 中国商业年鉴社，

中国商业年鉴，1991—1993; 中国国内贸易年鉴社，中国国内贸易年鉴，1994、1996—1997

粮食收购双轨制下的全国小麦定购和议购量

的变动趋势解析了政策实施的过程。为保障非农

户口居民消费等需求，在粮食收购双轨制期间，国

家小麦定购和议购总和占小麦生产量的 30% 左右

( 见表 1) ，剩余的( 或农民自留) 的部分约占产量的

70%，但国家收购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

小麦的定购量及其占小麦产量的比例都呈现下降

趋势( 见表 1) ，政府通过减少定购量来推进粮食收

购双轨制改革。例如，小麦的定购量从收购双轨制

初期 1985 年的 2313 万吨( 占小麦产量的 27% ) 逐

渐下降 到 1996 年 的 1716 万 吨 ( 占 小 麦 产 量 的

16%，见表 1) ，小麦定购量的下降也说明粮食收购

中计划成分比重的下降。其次，为提高农民生产积

极性，政府的小麦议购量 ( 或其占小麦产量的比

例) 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 1985 年的 353 万吨

( 或 4%的小麦产量) 提高到 1996 年的 1599 万吨

( 或 14%的小麦产量) ，这说明政府在粮食收购中

通过增加议购量来逐渐扩大市场化成分。
然而，在确定各地定购量和议购量以及留给农

民自主掌握的小麦数量方面，小麦收购双轨制政策

存在一定省域差异。例如，在定购方面，虽然多数

小麦主产省份定购占小麦产量的比例显现下降趋

势，下降速度因地而异，内蒙古、湖北、四川、云南和

青海等省份的下降速度较显著，而个别省份( 如陕

西和甘肃等) 甚至出现有所上升现象( 图 1 最底部

的面积) 。在议购方面，多数小麦主产省的小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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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占产量的比例都不断提高，但提高幅度因地而异

( 见图 1 中间部分的面积) 。另外，小麦生产扣除

国家收购总量后留给农民的数量 ( 或剩余量，下

同) 占小麦产量的比例在各地之间差异更大( 见图

1 最上部分的面积) 。

注: 比例数据基于数据来源中原数据计算得出。1995 年小麦主产省定购量、议购量数据缺失，用

1994 年和 1996 年各主产省份定购量议购量平均值来代替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粮食统计资料，1986—1990、1993; 中国商业年鉴社． 中国商业年

鉴，1991—1993; 中国国内贸易年鉴社． 中国国内贸易年鉴，1994、1996—1997

图 1 1985—1996 年小麦主产省定购、议购、剩余比例变动情况 ( % )

与定购量和议购量省际间存在较大差异相比，

粮食收购双轨制在价格上几乎是统一的，各地的定

购价和议购价都同图 2 中的全国价格变动一致。
总体上，定购价和议购价都呈现上升趋势( 图 2 中

的两条实线) ，这种增长趋势在 1993 年后更加明

显。与定购价相比，议购价波动性较大，这是因为

政府是参照市场行情制定议购价，议购价基本接近

小麦的市场价格。因为图 2 中的价格是名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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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价格的变动趋势除了反映政策本身因素外，还

同各年的通货膨胀率有关。另外，国家在推进粮食

收购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同时，农资价格指数、其他

作物价格指数以及经济作物价格指数也呈现类似

的上升趋势( 见图 2 虚线) ，其他农作物( 除粮食以

外的农作物) 的价格上涨甚至超过小麦收购议购

价的上升幅度。

以上对全国及小麦主产区的小麦播种面积和

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过程及内容做了简要描述，但

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对农户小麦生产决策是否产

生影响、影响多大，特别是定购量和议购量、定购价

及议购价的调整对小麦的播种面积产生怎样影响，

是本文 的 主 要 研 究 问 题，需 要 做 进 一 步 的 实 证

研究。

注: 农资价格指数是以 1985 年为基期( 1985 = 100) ; 其他作物包括除小麦外的其他所有农作物，其价格指数是基于 14

类其他主要作物* 价格并以 1985 年这些作物的产量占比为权重计算的，基期也设置为 1985 年( 1985 = 100 ) ，经济作物

价格指数也采取类似方法计算。

数据来源: 韩志荣． 新中国农产品价格四十年． 1992;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86—1997

图 2 1985—1996 年小麦定购价、议购价、农资价格指数和其他作物价格指数变动趋势

三、计量经济模型和估计结果

为了定量识别粮食收购双轨制政策变动对各

地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双轨制政

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组成部分: 定购价( P1 ) 、议购

价( P2 ) 、定购量( Q1 ) 、议购量( Q2 ) 和剩余量( Q3 =
产量 － Q1 － Q2 ) 。因为议购价接近或几乎相当于

市场价，这里议购价即体现议购价格政策也反应市

场价格。为此，设置了如下小麦播种面积( A) 计量

经济模型:

ln( Ait ) = β0 + β1 ln ( P1it －1 ) + β2 ln ( P2it －1 ) +
β3 ln ( Pcit－1 ) + β4 ln( Pxit－1 ) + β5 ln ( Q1it －1 ) +
β6 ln( Q2it －1 ) + β7 ln ( Q3it －1 ) + β8T + uit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Pc和 Px分别

代表竞争作物价格和农资价格，这两个变量都是以

1985 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来衡量，在竞争作物变

量方面，笔者选择了两个可替代的变量，即小麦以

外的所有农作物价格指数和经济作物指数，用不同

的变量还可以检验模型的稳定性; 因为农民的生产

决策是基于市场预期，为此所有价格和收购量及剩

余量采用滞后一期( t － 1) ，滞后一期的定购量、议
购量和剩余量也避免了它们同当期因变量( A) 的

内生关系; 同时，为了控制随时间而变化的其他因

素的影响，模型中包括了年份趋势变量( T) 。除了

变量 T 以外，模型中的其他变量都取对数，待估计

这些变量的系数( β0 ～ β7 ) 即为小麦面积对相应解

—36—

华奕州等: 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与粮食生产: 以小麦为例

* 这 14 类其他主要作物包括: 其他粮食作物，即早稻、中稻、晚稻、玉米、大豆、高粱、谷子、马铃薯。经济作物，即棉花、花生、油菜籽、甘
蔗、甜菜、烤烟



析变量的弹性，而待估计的 α i 系数为 T 对 A 的年

均增长率影响。uit代表方程扰动项。
在实际估计以上模型时，为保持模型中价格变

量的同次性，本文把小麦和其他作物的价格除以农

资价格指数。同时，为了控制各主产省份不随时间

变化的其他影响因素，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

方法。模型回归采用小麦在 17 个主产省份 1986—
1997 年 的 数 据 ( 滞 后 一 年 的 数 据 为 1985—1996
年) ，总样本量为 204。因为模型采用的是分省时

间序列数据，需要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稳定性，为

此采用了迪克福勒的单位根检验( ADF) 方法，检验

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不存在非平稳时间序列问题。

这说明采用的估计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是无偏有

效的。
模型的固定效应方法估计结果见表 2。模型 1

是采用小麦以外的其他农作物价格指数作为小麦

生产的替代产品价格，模型 2 是仅采用经济作物作

为替代产品价格。从两个模型估计的总体结果上

看，多数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都达到较显著的水

平，未达到显著水平的变量也是理论所预期的或反

映了实际情况，下面将讨论模型估计得到的主要结

果。因为两个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相似，讨论结果

时以 模 型 2 为 准，对 有 差 异 的 地 方 会 专 门 加 以

解释。

表 2 1985—1996 年粮食收购双轨制期间小麦主产省小麦播种面积估计结果

项目
Ln( Ait )

模型 1: 采用其他农作物价格指数 模型 2: 采用经济作物价格指数

Ln( P1it － 1 /Pxit － 1 ) 0. 05
( － 0. 08)

0. 08
( － 0. 07)

Ln( P2it － 1 /Pxit － 1 ) 0. 15＊＊＊
( － 0. 06)

0. 19＊＊＊
( － 0. 06)

Ln( Pcit － 1 /Pxit － 1 ) － 0. 01
( － 0. 06)

－ 0. 12＊＊
( 0. 06) )

ln ( Q1it － 1 ) － 0. 06＊＊
( － 0. 03)

－ 0. 07＊＊
( － 0. 03)

ln ( Q2it － 1 ) 0. 02*

( － 0. 01)
0. 02*

( － 0. 01)

ln ( Q3it － 1 ) 0. 30＊＊＊
( － 0. 03)

0. 30＊＊＊
( － 0. 03)

T － 0. 01＊＊
( 0. 00)

－ 0. 01＊＊
( 0. 00)

常数项
18. 46＊＊＊

( － 5. 72)
14. 65＊＊＊
( 5. 06)

样本量 204 204

R-squared 0. 476 0. 488

注: 括号中为稳健性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 0. 1、0. 05、0. 01

首先，从收购价格来看，定购价对小麦播种面

积没有影响，而议购价则有显著的正影响。模型估

计结果表明，定购价系数统计上不显著，议购价的

系数显著性达到 1% ( 见表 2 的第 1 行) ，模型 2 的

议购价的系数( 或弹性) 为 0. 19，即小麦议购价提

高 1%，小麦面积会增长 0. 19% ; 这系数在模型 1
中为 0. 15 并也达到 1% 水平的显著; 这说明议购

价对农户生产决策起到了预期的政策作用。定购

价并不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这是因为定购价低于议

购价，而农户生产决策仅对边际价格( 在这里指议

购价格) 有反应，这同理论预期以及之前的部分研

究一致 ( Sicular，1995; 柯炳生，1991，1992; 高小蒙

等，1992) 。
其次，从收购量来看，定购、议购对小麦播种面

积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同。其中，估计的

定购量变量的系数为负 ( － 0. 07 ～ － 0. 06 ) 、议购

量变量的系数为正 ( 0. 02 ) ，两者都较显著。这些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定购量的下降和议购量的增

多，粮食收购双轨制促进了小麦的生产，因为减少

以较低价格收购的定购粮和增加以较高价格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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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购粮都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研究

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研究得出粮食双轨制

下的政府定购量 ( 实际上没有区分定购量加议购

量而是两者之和) 会对水稻生产起促进作用的结

果( 王德文等，2001) ，同时也说明类似的研究需要

明确区分定购和议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策及其

影响。
第三，剩余量对小麦播种面积有显著的正影

响，而这影响显著高估于议购量的影响。表 2 显

示，估计的剩余量变量的系数为 0. 3 且其显著性达

到 1%的水平，其系数也显著大于议购量变量的系

数。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原因可能在于小麦除自食

外，有更多的剩余量，农民可以在农贸集市上以较

高的价格( 接近或略高于议购价) 售卖小麦，充分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从而扩大小麦的播种面积。
第四，其他因素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同预期

一致。例如，经济作物价格对小麦面积的影响为负

( － 0. 12)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 见表 2 中的模型

2) ，说明经济作物与小麦是替代或竞争关系，经济

作物价格增长抑制了小麦播种面积的扩张。但小

麦以外的农作物价格的系数不显著( 见表 2 中的模

型 2) ，这是因为这个变量同时包括了经济作物和

其他粮食作物，而在部分地区，小麦与其他粮食作

物( 如玉米和其他粗粮) 往往是连作的，是互补关

系，在综合了互补和竞争效应后，致使模型估计的

其他农作物价格的系数统计上不显著。因为农资

价格指数是作为所有价格变量的分母，它的系数可

以从所有具有显著的价格变量中获得。在模型 1
中的农资价格指数系数为 － 0. 15，而在模型 2 中为

－ 0. 07( － 0. 19 + 0. 12) ，农资价格的上升减少了小

麦的播种面积。另外，时间趋势变量( T) 的系数为

显著的 － 0. 01，受其他随时间而变化因素的影响，

小麦面积以年均 1% 的速度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在

粮食收购双轨制期间，虽然双轨制收购政策促进了

小麦生产但许多省份小麦面积不增反降的重要原

因之一。

四、结论和启示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农产品市场改革

中实践，粮食收购双轨制如何影响粮食生产一直是

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国情差异，虽然这

种改革效果无法同前苏联不太成功的“休克疗法”
式改革效果直接进行对比，但中国粮食等主要农产

品生产在双轨制改革期间总体持续增长的事实，说

明双轨制改革适合中国国情。本文在以往研究的

基础上，以小麦为例，进一步论证了粮食收购双轨

制改革对粮食生产产生积极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收购双轨制促进粮食

生产( 或面积) 的影响是通过四个途径来实现的。
这四个途径按其影响大小 ( 即小麦面积变化对其

变化的反应程度或弹性) 依次为: 提高农民的自留

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定购数量和提高议购收购

量。同时，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粮食收购双轨制改

革中的定购价对小麦播种面积没有产生影响。
本项研究还表明，1985—1996 年的粮食收购

双轨制在渐进地推进粮食的市场化上产生了影响

并验证了农民对边际价格的反应。通过降低政府

的总收购量来提高农民自己可掌握的粮食数量，农

民可以较高的价格在当地农贸市场销售，获得更高

的收入，这是促进农民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重要原

因。因为议购价格比定购价格高，所以提高议购价

格和议购数量都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促

进了粮食生产。因为定购价低于议购价，不是边际

价格，所以农民只是对更高的议购价做出生产决策

的反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但丰富了大家对粮食收购

双轨制改革作用的认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是中国农产品市场渐进性改

革的特色，其实施为本世纪初重新开始的粮食市场

改革奠定了基础。重新探究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

有助于大家全面认识其在我国农产品市场改革过

程中发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凸显其深刻历史

意义。另外，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市场改革在

我国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果同 20 世纪 90 年代

末期的粮食“三项政策”等干预政策的效果比较，

本研究结果说明，只要推进粮食市场改革，我国粮

食生产和市场就能够得到健康发展，否则粮食生产

和市场就会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无可否认的

是，渐进式的粮食流通市场改革也为政府有时采取

不必要的市场干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如何权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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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作用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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